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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東南歐國家塞爾維亞數
千名反對派聯盟支持者，12月24日衝擊
首都貝爾格萊德的市政府大樓，抗議執
政黨在上周大選中舞弊。總統武契奇指
示威者受外國勢力指使，試圖推翻政
府，事件中至少38人被捕。
反對派聯盟「塞爾維亞反對暴力」的

支持者，佔領市議會和行政機構大樓前
的台階，還封堵鄰近街道。騷亂分子打
破玻璃，並向議會大樓內投擲石塊，試
圖向大樓內發起衝擊。警方在場嚴陣以
待，用盾牌阻擋示威者闖入，警告強行
闖入屬犯罪行為，最終使用催淚彈和胡
椒噴霧驅散人群。

不滿大選結果 38人被捕
武契奇25日凌晨召開國家安全委員會

緊急會議，討論安全局勢。武契奇形容
騷亂分子為暴徒，表示有人企圖發動
「顏色革命」，但沒有成功。此次抗議
活動造成 8名警察受傷，其中兩人重
傷，約38名示威者被拘留。武契奇還
稱，抗議活動是「在西方勢力的支持下
發起」的，這些勢力不滿他與俄羅斯關
係友好，以及拒絕放棄塞爾維亞對科索
沃的主權要求，企圖迫使他下台。當局
早有準備應對，強調塞爾維亞有能力捍
衛主權，又表示正盡可能以冷靜溫和手
段，避免傷害和平示威者。
武契奇同時感謝「外國情報機構」預

先提供情報，讓塞爾維亞安全部門「清
楚地知道暴徒們準備做什麼」。塞爾維
亞總理布爾納比奇其後證實，有關此次
騷亂的相關情報，是由俄羅斯安全部門

提供，並向俄羅斯的預警表示感謝。武
契奇25日上午會見俄羅斯駐塞爾維亞大
使哈爾琴科，討論此次騷亂相關情況。
武契奇所屬的塞爾維亞進步黨於本月

17日的大選取得逾46%選票，成為大贏
家。贏得獨立組閣所需的逾半數國會席
位。
塞爾維亞多個反對黨對選舉結果提出

異議，要求歐盟展開調查及拒絕承認選
舉結果，一些反對黨支持者更上街抗
議，多個國際監察組織組成的選舉觀察
團也質疑武契奇干預選舉。武契奇否認
指控，指這是政敵宣傳的謊言。
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25日就

事件評論稱，西方國家企圖利用煽動政
變的手段，集體煽動塞爾維亞本已緊張
的政治局勢。

塞爾維亞政府大樓爆騷亂
總統指西方煽動「顏色革命」

美強搶北極資源惹俄炮轟
單方面提出擴大主權要求 百萬平方公里面積相當於加州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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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上周單方面宣布擴大在北極地區的主權要

求，明顯覬覦該水域蘊藏的大量礦藏資源。俄羅斯衛星通訊社12

月25日報道，針對美國此舉，俄方表示單方面採取這種做法是

不可接受，強調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維護國家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 彭博社表示，美國正試圖
以擴展北極地區大陸架的方式，保護對未
來技術發展至關重要的礦產儲備。有專家
分析稱，美國未有簽署和確認規管海洋資
源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
卻單方面宣布大幅擴大北極地區的主權要
求，預料會引起其他簽署國強烈不滿。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國際海事法教授克拉
斯卡指出，北極水域蘊藏鋰等50種固體礦
物，以及16種稀土元素。根據美國地質調
查局 2008 年估計，北極圈以下還蘊藏約
900億桶未發現的石油和1.670萬億立方英
尺天然氣，以及電氣化所需的關鍵金屬。
全球多國於1982年通過UNCLOS，對各
國周邊海域進行管理。根據該文件，各國
對其專屬經濟區（從海岸延伸至200海里）

內的海洋或海底的任何資源享有權利。此
外，各國可對其大陸架延伸的海底或海底
以下的資源主張經濟權利，它們上方的海
域則仍是國際水域。
至今已有160個國家簽署並批准該公約，
然而美國卻是全球唯一大國未有批准。多年
來，俄羅斯、丹麥和加拿大一直在等待聯合
國支持的大陸架界限委員會（CLCS）審議其
有爭議的北極海底主張。
美國威爾遜中心極地研究所所長平卡斯指
出，美國單方面劃定大陸架邊界，而不是批
准並採用UNCLOS的決定，可能會引起其
他國家的強烈不滿。平卡斯認為，此舉也降
低美國批准該公約的可能性。畢竟若批准公
約，美國要宣布對海底的控制權時，就要考
慮CLCS的要求。

據彭博社報道，美國國務院19日發布聲
明，單方面宣布擴大對北極和白令海

大片區域的外大陸架（ECS）的主權要
求。此次提出主權要求的大陸架總面積約
100萬平方公里，約是加州面積的兩倍。

俄批不可接受 加劇緊張局勢
美國國務院解釋稱，美國對劃定大陸架邊
界的擴展，不會引起與俄羅斯的領土爭端，
但需要與加拿大和日本協調解決。美國政府
其後公布擴展大陸架的官方地圖，大陸架起
始於北極、大西洋、白令海、太平洋、墨西
哥灣的兩段，以及馬里亞納群島的海岸線外
200海里處。
俄羅斯國家杜馬北極委員會主席哈里托
諾夫對此表示，單方面擴大在北極的邊界
是不可接受，只會導致緊張局勢加劇。他
強調，「首先有必要證明這些領土的地質層
面歸屬關係，就像俄羅斯當時所做的那
樣。當時俄羅斯科學家將科學儀器潛到水
下，並進行地核研究，收集了大量證據。
我們的申請得到了聯合國小組委員會的審
議，而美國至今尚未批准《海洋法公約》。」

俄羅斯聯邦委員會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席
卡拉辛也表示，「俄羅斯已經採取並將繼
續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來維護我們在這一
地理區域的國家利益。」

覬覦生產電動車電池所需礦產
根據國際法，北極及其圍繞的北冰洋海域
不屬於任何國家。加拿大、丹麥、挪威、俄
羅斯、美國均對北冰洋的海底區域提出了主
權訴求，這是因為那裏蘊藏着相當於830億
噸標準燃料的資源，其中近80%集中在巴倫
支海和喀拉海，在未探索過的大陸架區域發
現新的大型油氣產地，可能性也非常高。彭
博社指出，美希望通過擴大北極地區的主權
要求，獲得生產電動汽車電池所需的礦產。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稱，俄羅斯總統普京
此前表示，北極地區的開發是俄羅斯的優
先事項，並說包括諾瓦泰克公司的大噸位
海上設施建設中心在內的大型投資項目，
正在該地區積極實施。俄外交部官員科爾
丘諾夫則指出，俄羅斯將採取包括預防性
措施在內的一系列措施，來應對北約在北
極地區增加軍事潛力的行為。

唯一大國未批准《海洋法公約》

大國博弈新焦點 美謀求「北極霸權」

香港文匯報訊 《華爾街日報》指出，隨着海冰
融化及交通量增加，北極的重要性日益凸顯，成為
大國競爭的新戰線。然而美國缺乏可長年在北極地
區作業的破冰船，遠落後於中俄兩國。
美國目前擁有兩艘重型破冰船，但均無法長年在

北極地區作業。其中一艘「希利號」於1990年代投
入使用，主要用於科研且維修費用高昂，由於沒有
配備甲板炮，幾乎無法應對軍事衝突，同時每年冬
天還需要進行改裝，因此每年約一半時間無法在北
極巡邏。該船在2020年曾發生大火，燒毀兩部大型
電力推進引擎中的一部，導致美國半年無法在北極

正常巡邏，而2022年該船在北極經歷一次破冰後，
部分柴油發電機便出現問題。
美國另一艘破冰船「極地之星號」性能雖然較強，
但服役期即將結束。此外，受疫情和勞動力短缺影
響，美國新的現代化武裝破冰船遲遲未能交付。
相比之下，俄羅斯在北極擁有30多艘破冰船，更
是全球唯一擁有核動力破冰船隊的國家，可以全年
在北極地區活動，能將重型設備、燃料和補給等運
送到北極任何地方。中國方面，首艘自主建造的極
地科考破冰船「雪龍2號」已跨入世界最先進行
列，各方面技術實現新突破。

美媒：重型破冰船僅兩艘 設備老舊遠落後

香港文匯報訊 據專家指出，美國正加快與北歐
國家及北約盟國的軍事合作，加緊在北極地區的戰
略部署，極力渲染「大國競爭」，以爭奪極地資源
及戰略優勢，將使北極地區的安全態勢更趨嚴峻。

挪威設外交站 加緊戰略部署
事實上，美國的軍事觸角正不斷伸向北極，例如
美國與挪威2021年簽署軍事合作協議，美國空軍在
挪威部署4架B—1B戰略轟炸機（圖），實現在北極
地區首次戰略轟炸機部署。此外，美國還單獨或聯
合其他國家開展多場極地軍演。在外交層面，美國
極力加強在北極地區的「存在感」，國務卿布林肯
今年6月在挪威奧斯陸參加北約外長會議期間宣
布，美國將在挪威的北極城市特羅姆瑟開設外交站
點，成為美國在全球最北的外交駐紮點。美國總統
拜登2月則任命美國首位北極大使。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袁征指出，美
國對北極地區的重視程度愈來愈高，投入資源也愈

來愈多。早在1980年代，前總統里根政府便出台
《美國的北極政策指令》。前總統奧巴馬政府2013年
發布《北極地區國家戰略》，北極議題上升至國家戰
略層面。拜登政府去年發布新版《北極地區國家戰略
報告》，對未來10年美國「進軍北極」進行戰略規劃。
袁征指出，美國頻繁動作的背後，是北極日益增
長的經濟與戰略價值，除蘊藏豐富的油氣及各類礦
產資源外，北極和北冰洋有聯繫亞、歐、北美三大
洲的最短航線。此外，北極地區的軍事價值日益凸
顯，北極上空對部署洲際戰略彈道導彈、戰略轟炸
機有重要意義，「極地資源爭奪已成為大國博弈的
焦點。烏克蘭危機全面升級後，美國在『大國競
爭』思維主導下，試圖進一步構築對俄戰略包圍
圈，因而極力強化在北極的政治和軍事存在。」
袁征指出，在北極地區，美國試圖利用北約這一

平台，加強與盟友夥伴的雙邊和多邊合作，在北極
博弈中建立起複合型的同盟網絡。美國還試圖帶領
其盟國在北極地區設立新機制、規則和程序，甚至
制訂排他性、歧視性標準，為特定國家參與北極事
務設置障礙，以確立自身主導地位和「北極霸權」。
中國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李海東稱，美
國加快在北極的軍事部署，將加劇北極地區的大國
博弈和軍事化趨勢。隨着芬蘭加入北約，北約與俄
之間緩衝地帶將漸消失，北極的軍事化傾向將進一
步加劇。

◆俄羅斯總統普京曾
表示，北極地區的開
發是俄優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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