
恐俄烏僵持數年難抽身 或要求烏妥協

普京警告制裁加劇糧食危機
承諾不阻烏糧食外運

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3日
表示，已通知美國方面停止兩國在文
化、科學、教育和媒體領域的合作備
忘錄。
她解釋稱，俄羅斯文化及相關人士
正遭美國政府迫害，俄作家、畫家、
作曲家、工程師等都受到攻擊，形容
是「對世界文明的打擊」。該備忘錄
已失去意義，繼續在俄推廣備忘錄的
有關項目與價值觀是「不再可能接
受」。
俄外長拉夫羅夫早前曾批評西方廢

除俄羅斯文化及與俄有關的一切事
物，又認為「恐俄症」將持續很長時
間。
在俄烏衝突爆發後，美國推出多項
制裁措施，包括制裁多間俄羅斯電視
台。扎哈羅娃宣布6日傳召美國駐當
地媒體機構的主管，解釋美國敵視俄
羅斯傳媒的後果，並通知針對他們的
限制措施。
她強調若俄羅斯駐美傳媒工作未能
正常化，俄方無可避免要推出嚴厲措
施回應。 ◆綜合報道

俄停止俄美合作備忘錄
涉文化科學等領域

在西方國家再次呼籲透過談判解決
俄烏衝突之際，西方媒體也開始改變
對俄烏衝突論調，愈來愈多主要媒體
承認，美國及其盟友實施的禁運措
施，並沒有像最初計劃般重創俄羅斯
經濟，反而重創自己的經濟，暗示西
方或許應該停止無條件支持烏克蘭。
西方主要報刊已開始聚焦報道前線
的實際情況，而非像較早時不加鑒別
地引用烏克蘭散播的「蛇島十三勇
士」之類的故事，甚至暗示西方或許
應停止無條件支持基輔，轉而推動通
過談判實現和平。
英國《衛報》經濟新聞編輯埃利奧
特日前宣稱，「俄羅斯正在贏得經濟
戰，現在距離西方對俄發動經濟戰已

過了3個月，經濟戰並沒有按計劃進
行，相反情況其實非常糟糕。」
《衛報》專欄作者詹金斯在上月底
一篇文章中指出，制裁實際上抬高了
俄羅斯石油和穀物等出口產品的價
格，從而使莫斯科變得富有而不是貧
窮，同時使歐洲人面臨天然氣供應短
缺、非洲人面臨糧食短缺。
英國《經濟學人》周刊也指出西方
未能打垮俄羅斯，承認俄經濟已從最
初的制裁衝擊中反彈，不得不應對能
源短缺、生活成本不斷上升和破紀錄
通脹的反而是西方國家。在商店裏買
不到嬰兒配方奶粉、買不起汽油的是
美國人，而不是俄羅斯人。

◆綜合報道

經濟崩壞英媒體轉態
「或應停止無條件援烏」

俄烏雙方在烏克蘭的戰況持續激
烈，盧甘斯克州州長蓋代3日表示，
烏軍已從俄軍手上，收復工業重鎮北
頓涅茨克約20%領土，並逼退俄軍的
攻勢。
蓋代稱，「雖然先前的局勢很困

難，但我們已奪回約20%領土。儘管
俄軍正部署增援，但這座城市在未來
兩周內不太可能淪陷。一旦擁有足夠
的西方長程武器，我們會把俄軍的炮
火推離我們的領土。」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3日發表視頻
講話，指烏軍近日在當地傳出一些捷
報，稱「勝利將屬於我們」。烏國防
部長列茲尼科夫表示，烏國士兵正歐
洲接受培訓，操作美國和英國日前承
諾提供的先進火箭系統，烏方盼藉此
能扭轉戰局。
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則表
示，俄軍在烏東的軍事行動已取得一
定成果，從烏武裝部隊手上奪取部分
地區。 ◆綜合報道

烏：已收復兩成北頓涅茨克領土

日本媒體4日引述政府消息人士透露，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或參加本月底在西班牙
馬德里舉行的北約峰會，是否成行將取決
於國內政治形勢。若然屬實，岸田將成為
歷來首名參加北約峰會的日本首相。
消息人士稱，日本政府希望岸田參與

北約峰會，能加強與歐美國家合作，以

應對俄烏衝突等事件。岸田預計於本月
26日到德國參加為期3天的七國集團
（G7）峰會後，再飛往馬德里。
北約已邀請澳洲、新西蘭和韓國以亞

太地區夥伴身份與會，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4月曾放風稱日本將參與北約峰會，假如
岸田出席，將被視為就烏克蘭危機發出國

際社會團結一致的信息。然而日本執政黨
自民黨內部對於岸田是否與會意見不一。
北約峰會行程預計與本月22日開打的參
議院選舉競選活動「撞期」。部分政府官
員認為，岸田與會有助提高民眾對自民黨
的支持度，但也有一些官員認為岸田應專
注競選。 ◆綜合報道

岸田傳出席月底北約峰會
或成首名參加日相

俄烏衝突觸發全球糧食危機，聯合國
指出上月全球糧食價格續處於接近歷史
高位。
俄羅斯總統普京3日在接受俄電視媒

體採訪時表示，西方試圖將世界糧食市
場出現問題的責任轉嫁到俄國身上，強

調俄並未阻撓烏克蘭糧食出口，警告對
俄實施新的制裁，只會使情況繼續惡
化。他還稱俄在2022至2023農業年度
的小麥出口將擴至5,000萬噸。
普京表示，世界糧食市場的不利局面

並非一夕形成。早在前年2月應對新冠
疫情的過程中，全球經濟即已下滑。美
國錯誤的財政金融政策加劇了世界糧食
市場的惡化，而歐洲國家特別是歐盟在
能源領域的短視政策，導致能源投資不
足，從而助推價格上漲。歐洲對俄天然
氣政策導致天然氣價格上升，化肥價格
隨即上漲，原因是有些化肥生產過程需
消耗天然氣。這些因素導致全球市場化
肥數量急降，價格飆升。當俄在烏展開
特別軍事行動後，美歐對俄開始採取制
裁措施，進一步加劇世界糧食和化肥領
域的局勢惡化，還試圖將責任轉嫁給俄
羅斯。

普京稱，俄並未阻撓烏出口糧食，烏
方可通過黑海港口和白俄羅斯等鄰國運
輸糧食。他表示有多種出口糧食的方
法，例如可通過烏控制的敖德薩及周邊
港口出口，應先清除烏方在港口附近部
署的水雷，又或通過俄方控制的亞速海
港口別爾江斯克和馬里烏波爾出口。普
京強調，俄已為保障烏糧食經俄控制的
港口出口作好準備。

非盟籲撤相關制裁
普京同日在索契會見到訪的非洲聯盟

輪值主席、塞內加爾總統薩勒，雙方討
論俄與非盟協調合作等問題。薩勒指
出，非洲是俄烏衝突的受害者。西方對
俄制裁使非洲國家無法獲得糧食和化
肥，對非洲糧食安全造成嚴重威脅，他
呼籲解除糧食和化肥國際供應領域的對
俄制裁。 ◆綜合報道

俄烏衝突歷

時已超過 100

天，當地局勢

仍長期僵持，

據美國有線新

聞網絡（CNN）

援引多名消息

人士稱，西方憂慮衝突或拖延多年，美國及

其盟友近期已改變口風，多次呼籲通過談判

結束衝突，美國官員近數周以來一直定期與

英國及其他歐洲國家官員會晤，討論俄烏潛

在的停火框架，但烏克蘭方面並未直接參與

這些討論，外界揣測美方或要求烏克蘭作出

妥協，以結束衝突，讓美歐等國家可及早抽

身。

美歐商停火框架美歐商停火框架
烏竟無份參與烏竟無份參與

CNN稱，美國等西方官員愈來愈
擔憂，若俄烏不回到談判桌

前達成協議，衝突可能將持續數年。消
息人士透露，在美英歐官員的定期會晤
中，其中一項議題是意大利上月底提出
的四點框架，包括烏克蘭承諾在北約問
題上保持中立，以換取部分安全保障，
以及俄烏就克里米亞和頓巴斯地區的未
來進行談判等。儘管兩名美國官員向
CNN稱，美國實際上並不支持意大利的
倡議，然而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格林菲爾
德日前卻表示，美方歡迎任何能促使衝
突結束的倡議，意大利的提案是其中一
項，這意味美國不排除接納意國的方
案。

北約淡化對談判影響力
烏克蘭未有參與美歐官員的討論，

情況受到外界關注。雖然美方曾承諾
「沒有烏方參與，就不會達成任何涉
及烏克蘭的協議」，美烏雙方官員亦

表示美方並沒有向烏施壓，要求其承
諾某些方案或與俄方對話，但消息人
士指出，在烏方沒有參與討論下，究
竟美國考慮的停火框架是否適合烏克
蘭，實屬疑問。
目前尚未清楚這些定期討論，是否能

轉化成俄烏重返談判桌，但在過去數周
美國官員均多次強調，烏克蘭的前途最
終將取決於外交，北約也淡化其對俄烏
談判的影響力。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上周四向記

者表示，「幾乎所有衝突都是在談判桌
上結束，烏克蘭應該接受什麼，不由我
們決定。」美國官員則指出，美方自衝
突開始以來，便表明會避免直接參與任
何俄烏談判。

衝突愈久 西方代價愈重
美國總統拜登3日被記者問到，烏克

蘭是否必須割讓領土，才能實現和平，
拜登答道：「這是烏克蘭的領土，我不

會告訴他們該做什麼或不該做什麼。在
我看來，未來某個時刻將有一個談判達
成的解決方案，沒有人知道這意味着什
麼，但同時我們將繼續讓烏克蘭人處於
能夠自衛的狀態。」
CNN指出，美國早前針對俄羅斯的態

度一直強硬，曾揚言要削弱俄國的力
量，目前美國及其盟友在語調上的變
化，充分反映其對衝突曠日持久需付上
昂貴代價感到焦慮。
多名西方軍事官員表示，衝突拖延愈

久，西方的成本就愈高，拜登政府在支
援烏克蘭方面面對更大挑戰，尋找可持
續來源以取代俄石油和天然氣也面臨困
難，如何維持美歐團結同樣費煞思量。
也有美國官員擔心，對不遵守美國能

源制裁令的國家實施二級制裁，將進一
步擾亂能源市場，直言愈來愈多人承認
對俄經濟制裁根本不會對其造成「致命
打擊」。

◆綜合報道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美國國務卿布林肯33日在華盛頓日在華盛頓
會見丹麥外相科弗德會見丹麥外相科弗德。。 路透社路透社

◆普京強調不會阻止烏國糧食出口。
路透社

◆烏國士兵在東部前線巡邏。 美聯社

俄烏衝突俄烏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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