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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彈藥瀕耗盡
與俄火力相差近廿倍

烏東防衛戰節節失利 促西方加大軍援

斯基比茨基向《衛報》稱，烏克蘭在前線正輸給俄羅斯，現時幾乎
完全依賴西方軍援的武器阻擋俄軍攻勢，「現時是一場炮戰，但

我們在火炮力量方面失利，現在一切都指望西方國家給我們什麼。」
他指出，烏軍目前處境是1門大炮對上10至15門俄軍大炮，烏軍每天
消耗5,000至6,000發炮彈，已幾乎用盡所有彈藥，正使用155口徑北
約標準炮彈，歐洲也提供較小口徑的炮彈，但數量也愈來愈少。」他
強調西方國家需提供長程火箭系統，讓烏軍從遠處摧毀俄軍火炮。

西方重武器「太少又來得慢」
據《華盛頓郵報》報道，俄軍調整戰術步伐並在烏東以壓倒性火力
優勢進攻，雖然西方新一批援烏的重武器陸續抵達，但來得太慢且數
量不足，難以阻擋俄軍在烏東頓巴斯地區的攻勢。該報訪問前線城鎮
斯拉維揚斯克換防輪休的烏軍士兵，他們表示擋不住俄軍炮火，被迫
從斯拉維揚斯克西北面的防線撤退，「俄軍採取地毯式炮轟，我們全
連100多人已有35人陣亡，別無選擇下只能撤退。」
烏克蘭政府的軍事與情報顧問丹尼柳克直言，目前難以藉西方軍援
的重武器取回優勢並收復全部失地，「俄軍現在的戰略與戰術，已與
開戰之初迥異且更成功。他們比我們有更多資源，也並不着急，當前
遠非可以樂觀的時候。」他還說烏軍現已幾乎耗盡自家的蘇式武器系
統的彈藥，東歐使用相同裝備的各國也沒有多餘可捐贈。

逃兵增 情報稱「無可能打贏」
英國《獨立報》引述一份烏克蘭與西方情報官員的分析報告披露，
俄軍炮兵戰力是烏軍的20倍、彈藥是烏軍的40倍，烏軍火炮最多只能
打到25公里，俄軍能打擊的距離是烏軍的12倍。隨着頓巴斯戰場每天
有超過100名烏軍士兵陣亡，嚴重打擊烏軍士氣，臨陣脫逃事件每周
都在增加。
這份報告指出，「若我方的武器比敵方少好幾倍、射程比敵方短、
彈藥又比敵方少，根本就沒可能在傳統戰爭裏打贏。目前烏東前線的
情況是，烏軍幾已用盡蘇式多管火箭的庫存彈藥，這些火箭射程介乎
60至80公里，也是烏軍開戰首月能嚇阻俄軍攻勢的關鍵。如今烏軍射
程最遠的火力只有約25公里，俄軍卻能從300公里外用伊斯坎德爾戰
術彈道導彈攻擊烏軍，造成戰場態勢嚴重失衡，更不用說俄軍機還擁
有徹底空中優勢。」報告還示警俄軍充分意識到西方交付烏軍的重型
武器數量相對較少、投入戰場速度也慢，「俄方正尋求利用他們的優
勢與火炮，突破烏克蘭在頓巴斯的防禦。」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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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與非洲國家盧旺達於兩個月前達成
轉送安置協議，英國原定後日安排包機，
將首批31名非法入境者遣送盧旺達，這
批人士早前獲難民權益組織支持，入稟法
院挑戰當局的措施，英最高法院10日駁
回訴訟，允許實施該項政策。

無視聯合國反對
轉送安置協議針對橫越英法海峽抵英
的非法入境者，英國可將其送往盧旺
達。聯合國難民署本月初已質疑有關措
施，指大部分乘船抵英的入境者是「難
民」，英國有責任提供庇護。然而這批
入境人士尋求禁制有關政策卻受挫，高
院10日裁定轉送安置協議「符合公共利

益」，駁回原訴方申請禁制令的要求，
但原訴方仍可上訴。不過當局表明準備
如期用包機將首批人士送往盧旺達，呼
籲法官不要阻撓，否則會助長更多人非
法偷渡到英國。
英國首相約翰遜和內政大臣彭黛玲對裁
決表示歡迎，約翰遜的發言人表示，遣送
計劃能有效打擊販運人口。代表難民權益
組織的律師認為，有關措施侵犯尋求庇護
者的人權，指英政府無法證明盧旺達是安
全地方。聯合國難民署的律師亦指出，若
未經仔細評估便將難民送往盧旺達，他們
可能面臨「嚴重及無法彌補的傷害」，稱
署方極關注盧旺達政府處理難民的能力。

◆綜合報道

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CDC）10日
晚表示，由於新冠疫苗接種普及、治療藥
物流通，美國人口免疫比例高，因此於12
日起取消乘坐飛機入境旅客出示新冠檢測
陰性證明的規定。航空業界普遍歡迎有關
決定，指有助重振往來美國的航空需求。
CDC指出，經評估後認為疫情已進入新
階段，民眾罹患重症或死亡的風險降低，
現時沒有需要強制外國旅客出示檢測陰性

證明，因此決定取消這項自去年1月起實施
的入境規定，但要求入境旅客完成接種新
冠疫苗的規定仍然生效。儘管撤銷入境檢
測，但CDC仍建議旅客於搭機前3天內自
行進行檢測，若發現感染則應避免出行。
加拿大亦宣布由11日起至本月30日期
間，取消在所有機場隨機要求旅客接受新
冠病毒檢測的安排，指這將有助紓緩機場
運作延誤情況。

加國政府2月底開始放寬多項入境防疫措
施，4月初起已完成接種疫苗人士入境時，
不再需要提供病毒檢測報告，但旅客仍可
能在入境時被隨機抽檢。 隨着乘搭飛機人
數回升，部分機場近月出現大批旅客排長
龍情況，有機場管理部門稱是由於當局的
病毒檢測要求，導致處理旅客時間大增，
故此呼籲當局暫停隨機病毒抽檢。

◆綜合報道

31難民上訴失敗 勢被英轉送盧旺達安置

美撤入境出示陰性證明要求 加國暫停機場抽檢

澳洲前總理莫里森政府去年單方面撕毀與法國軍用艦
艇製造商「海軍集團」的潛艇交易合同，事件觸怒法
國，更引發外交風波。澳洲總理阿爾巴內塞11日透露，
澳洲將向「海軍集團」支付8.35億澳元賠償金，就取消
潛艇交易事件和解。
阿爾巴內塞稱，他希望能早日訪問法國，以重建澳法
關係，並且不點名批評莫里森前政府。法國國防部長勒
科爾尼稱，這項和解協議非常重要，有助修復法澳關
係。「海軍集團」確認已與澳洲就終止潛艇合同達成協
議。
澳洲於2016年決定由「海軍集團」建造其潛艇編隊，
取代已長時間服役的潛艇，但隨着澳洲與美國達成核潛
艇合作協議，澳洲不再需要法國建造的常規潛艇，並於
去年9月取消與法國總值900億澳元的合同。「海軍集
團」當時指澳洲在沒有任何事先通知的情況下，向法方
宣布有關決定。
法國BFM電視台11日評論稱，在發生潛艇風波後，
法澳關係持續冷淡，直至阿爾巴內塞上月勝出大選，兩
國關係才開始破冰。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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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衝突已持續逾100天，烏克
蘭方面開始擔心曠日持久的戰局，
可能削弱西方援烏的決心。有烏克
蘭政治分析人士稱，隨着俄烏衝突
的「衝擊力」逐漸消退，俄方或藉
着「持久戰」和「西方援助興趣的
減弱」來迫使烏克蘭和談。部分歐
洲智庫人士則認為，歐盟部分國家
已愈來愈不願意繼續制裁俄羅斯。

軍援目標未明確
烏克蘭智庫「五角中心」的政治
分析家費申科表示，俄烏衝突令烏
克蘭每月損失50億美元，促使基輔
依賴於西方國家統一的立場，「俄
羅斯明顯決心要拖垮西方，現在它
的戰略建立在一個假設上，就是西
方國家將對俄烏衝突感到厭倦，並

逐漸開始將其激進的言辭，轉變為
更溫和的言辭。」
英國智庫「國際戰略研究所」俄
羅斯和歐亞大陸高級研究員戴維斯
則認為，儘管西方國家在「援烏反
俄」的問題上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態
度，但也有跡象表明西方對於他們
的目標應是什麼，存在不同的緊張
關係，該問題目前還沒有明確的結
論。
意大利智庫「國際政治研究
所」分析師維拉說，即使歐洲領
導人認為歐盟在年底對俄進口石
油削減 90%的決定是「完全成
功」，但該決定的談判花了4周，
其間還對匈牙利繼續進口俄油的
問題讓步，後續還要花數周進行
政治微調，「這表明在俄烏衝突

問題上，歐洲的團結程度有所下
降。在尋找制裁俄的新方法方面，
歐盟成員國開始感到疲憊。很
明顯，在歐盟內部，有些
國家愈來愈不願意繼續制
裁俄國。」意大利右翼
領袖薩爾維尼早前表
示，他領導的政黨聯
盟願意支持對俄制
裁，但這種支持
「 不 是 無 限
的」，稱這對
意大利北部的
小企業東主造
成傷害，而這
些人士主要是他
的支持者。
◆綜合報道

德國《明鏡周刊》10日報道，全
球第5大武器出口國德國計劃修訂
軍武出口規定，以簡化對烏克蘭等
國家出口武器的程序。
報道稱，由於德國遲遲未向烏供
應重型武器抗俄，遭反對派、盟友
和烏方批評，故此德國經濟部決定
草擬這項新指引，將被納入新武器
出口法。新指引將着重接收國家的
內政和外交政策具體行動是否符合
民主價值，而非這些武器是否可能

被用作侵犯人權的問題。掌握德國
聯合政府經濟和外交事務的綠黨領
袖布魯格表示，這將導致共享「和
平、西方價值」的國家受到較少限
制。
英國《衛報》網站日前刊登評論
文章，批評西方國家不斷向烏提供武
器，會將衝突推向更大範圍的升級並
引發災難，指西方不該火上澆油，應
為俄烏留出妥協空間，俄烏之間的事
務須由兩國自行決定。

文章稱，西方大國向烏提供
殺傷力愈來愈大的武器，西
方鷹派希望藉此考驗俄羅斯總
統普京的膽量，從衝突變得白
熱化那一刻起，戰爭狂熱就
以情感扭曲了理智，阻礙對
和平的追求。無論烏克蘭東部
達成什麼解決方案，都將是一
種妥協，俄烏之間的事務必
須由他們自己來決定。

◆綜合報道

德傳簡化對烏武器出口程序
英媒：應減軍援留妥協空間

衝擊力消退 持久戰削西方援助意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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