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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韓聯社、共同社、中新社5日消息：朝鮮定於4月12
日至16日間發射地球觀測衛星 「光明星3號」，美國、俄羅斯及日本日
前表示，拒絕赴朝現場觀摩衛星發射試驗。

據報，朝方以 「朝鮮宇宙空間技術委員會」名義發出邀請函，邀請美
國、中國、俄羅斯、日本、印度、伊朗等多個國家的宇航機構及歐洲航天

局相關專家赴朝現場觀摩朝鮮衛星發射試驗。美國政府4日表示，美國將
不會向朝鮮派遣參觀團，美國航空航天局已拒絕接受朝方的參觀邀請。

俄羅斯聯邦航天署4日表示，雖已收到朝方邀請，但在朝鮮發射衛星
一事上該機構與俄政府立場一致。作為政府機構，俄航天署不會派人到朝
鮮監督其衛星發射過程。

日導彈抵達石垣島
日本宇航探索局則根據日本內閣指示，3日已向朝鮮通報將不接受邀

請觀摩衛星發射。與此同時，日本政府為攔截朝鮮發射衛星而部署的愛國
者-3型防空導彈，5日上午運抵沖繩縣的石垣島。此外，約100輛陸上自
衛隊車輛，亦將在今日由水路送到石垣島。

據報，愛國者-3型地對空攔截導彈部隊已經抵達那霸市、南城市和
宮古島，4日分別在各自基地對活動據點進行了整備，並檢查了裝備等。

若制裁或第三次核試
另據，日本親朝報紙《朝鮮新報》發表文章說，美國對朝鮮發射 「光

明星3號」計劃的表態，似乎會讓朝鮮重演2009年4月以後的情況。2009
年5月，作為應對聯合國安理會制裁的自衛性措施，朝鮮進行了第二次核
試驗。

報道還說，朝鮮認為，美國向朝鮮提供糧食援助包括在朝美協議之內
，因此美國取消糧援等於是違反協議核心內容。若這樣，朝鮮將取消暫停
核子試驗、遠端導彈發射，以及鈾濃縮活動的承諾。報道說，朝鮮根據建
設強盛大國的時間表推進了 「衛星」發射計劃。雖然部分國家敦促取消該
計劃，但這屬於朝鮮自主權範圍，因此不會取消計劃。

美對緬甸鬆綁

中方表示歡迎 籲全面解除制裁

【本報訊】一艘香港註冊的貨輪 「新吉祥
七號」，3日起在日本南部鹿兒島附近海域失
去聯繫，船上載有 17 名船員。日本海上保安
廳表示，當地時間 5 日下午，該貨輪的 11 名
船員相繼獲救。香港海事處和入境處證實，失
蹤人員中沒有香港船員。

失蹤船員無港人
失蹤貨輪 「新吉祥七號」排水量 4100 噸

，搭載約 2300 根木材，從太平洋島國巴布
亞新幾內亞駛往中國，原定4日往靖江卸貨。
船上有17名船員，其中包括3名中國人，2名
來自內地，1名來自台灣，沒有香港人，其餘

14船員均來自印尼。當地時間3日清晨7時，
該貨輪在奄美大島以西100公里處最後一次與
輪船公司定時聯絡，之後便音訊全無。

不排除沉船可能
當地時間5日凌晨2時30分左右，日本海

上保安廳收到香港海上救援協調中心的搜救請
求，隨即在上午派出一架飛機和兩艘巡邏艇，
赴出事海域搜救。當天下午，日本保安廳的巡
邏艇在奄美大島西南126公里至145公里的海
面上，相繼發現並救援 11 名失蹤船員。當時
，他們乘坐兩個救生筏上，據悉獲救者身體並
無大礙。

日本傳媒報道，巡邏艇在出事海域發現大
量油污，不排除該船有沉沒的可能。據悉，如
果該船沉沒，會自動發出遇難信號，但至今沒
有確認收到該信號。香港入境處則表示，暫時
未收到有港人求助個案，但會繼續和外交部駐
港特派員公署、中國駐福岡總領館，以及船公
司保持聯絡。

另據中新社報道，自4月3日開始，日本
全國被一股強低氣壓影響，暴風席捲了整個日
本。據分析，該艘香港籍貨船的失蹤也與此有
關。失去聯絡時所處海域受強低氣壓影響海浪
較大，當時海面上風力在10米每秒。

港貨輪在日失蹤 11船員獲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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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美聯社曼谷4 日消息：緬
甸歷史最長的少數民族武裝反對派克倫民主
聯盟，日前與當局重啟停火談判，這突顯了
緬甸在重新開放、確立政治改革之際的又一
重要任務。

由軍方支持但屬於民選政府總理的吳登
盛，正與少數民族武裝團體就停火進行談判
。克倫民族聯盟的一份聲明表示，雙方周三

在靠近泰國邊境的武裝組織總部會面。聲明
稱，雙方就設定維持停火狀態的行動準則，
以及派遣監督團等內容進行商議。

克倫民族聯盟在聲明稱， 「此會議的目
的，是讓社會各個層次參與國家的和平進程
，這個國家數十年來武裝衝突持續不斷。克
倫民族聯盟相信，透過各方民眾的聯合努力
，他們受到即將來臨的政治改革直接或間接

影響，持久和平最終能夠實現。」
該份聲明也表示，談判重點在於克倫民

族聯盟與政府之間的停火協議細節、逐步拓
展停火協議至全國、民眾安全、建立互信和
確保人權等。克倫民族聯盟透露，當前的談
判將持續到4月11日，未來幾輪談判會在緬
甸中部的仰光市和勃固市舉行。

這是美國自 3 年前開始改善與緬甸的外交
關係以來的最新措施，也是美國在緬甸選後 3
天正式表達美方對選舉結果的立場。希拉里稱
讚緬甸總統吳登盛的 「領導能力和勇氣」。在
補選中，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昂山素姬首次贏得
議會席位。希拉里說： 「我們完全承認並接受
緬甸的（民主）進程，我們將繼續堅持與緬甸
接觸的政策。」

要求繼續改善人權狀況
希拉里說，美國將於 「數日內」完成派駐

大使的手續，從而履行逐步升級、最終建立全
面關係的承諾。近二十年間，美國沒有向緬甸
派駐大使。美國還準備允許個人援助組織在緬
甸開展廣泛的非盈利項目，涉及民主建設、醫
療和教育等領域；美國國際開發署將在緬甸設
立辦事處，考慮增加對緬甸的年度援助，現時
年度援助為3500萬美元；美國並開始 「有選擇
地」解除美國金融與投資業在緬甸活動的限制
，以協助緬甸經濟現代化與政治改革。

希拉里說，只要緬甸政府繼續改革，美國
將繼續放鬆制裁。她要求緬甸政府繼續改善人
權狀況，包括無條件釋放所有仍在押的政治犯
。她還呼籲緬甸當局與少數民族和解，以及
「有效終止」緬甸與朝鮮的任何軍事合作。希

拉里指出，美國還將選擇性協助緬甸官員與國
會議員訪美；但對站在改革錯誤一邊的個人或

機構，國際制裁與禁運則將持續。

使用信用卡或解禁
美國官員表示，尚未確定具體放鬆制裁的

措施和時間框架，但首要的項目將包括允許在
緬甸使用信用卡。由於美國幾十年來的禁令，
主要的信用卡如萬事達卡、維薩卡以及美國運
通卡等都不能在緬甸使用，這導致遊客、當地
以及外國商人必須攜帶大量現金。

不過，緬甸還將繼續面對美國國會一系列
的嚴厲制裁，包括禁止緬甸主要出口產品，例
如翡翠。美國參議員約翰．麥凱恩則表示，國
會 5 月休會結束後，議員們將考慮進一步放鬆
制裁。

奧巴馬總統的政府在 2009 年執政之後，
便與緬甸展開談判，理由是西方多年來對緬
甸軍事政權採取的孤立政策，並未能奏效。
如今，在奧巴馬尋求連任的時候，緬甸已成

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亮點。《紐約時報》
網站發表的相關文章認為，奧巴馬政府此舉
是迄今邁向與緬甸關係正常化的 「最重要步
驟」。不過，《華盛頓郵報》的文章則指出
，奧巴馬政府宣布的措施與緬甸領導人所期
待的仍有較大差距，緬方希望美方全面解除
對緬甸的貿易制裁。

中方：補選助推政治和解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 5 日在例行記者會

上說： 「我們注意到，美國和歐盟已表示考慮
部分取消對緬制裁，中方對此表示歡迎，並呼
籲各方盡快全面解除對緬制裁。」

洪磊表示，緬甸議會補選是緬甸民選政府
去年成立以來首次舉行國內選舉，受到緬甸國
內及國際社會普遍肯定。中方希望此次補選有
利於推進緬甸國內政治和解進程，有利於促進
緬甸國家穩定與發展。

美國對緬制裁
★1997年，美國禁止美國官方或企業對緬甸投資。
★ 2003 年，禁止任何來自緬甸的進口；限制金融交易服務，加強
對官員簽證限制、資產凍結；禁止美國公司與緬甸公司的生意往來。
★ 2007 年，針對任何涉及濫用人權及腐敗的人員，以及曾向前軍
政府提供協助的人，凍結資產。
★ 2008 年，美國國會頒布《阻止緬甸玉石法案》，禁止美國從緬
甸進口翡翠和紅寶石，以及含有開採自緬甸的翡翠及紅寶石的珠寶
製品。該法案允許對在緬甸從事寶石貿易的相關人員的人施行資產
凍結和簽證限制。
★2012年1月，作為對緬甸改革的回應，美國表示，將全面派駐大
使，以提升與緬甸外交關係。
★2012年2月，美國宣布在《人口販運受害者保護法》的框架下，
減少對緬甸的部分限制，為國際金融機構的評估團和技術援助提供
支持。
歐盟對緬制裁
★ 1996 年，以 「共同立場」 對緬甸實施一系列制裁措施，包括禁
止從歐盟購買或運送任何武器或武裝技術，以及任何可能抵制國際
鎮壓的裝備。
★在木材工業、金屬礦產和寶石加工行業，限制裝備進出口、以及
相關的經濟和技術支持。禁止歐盟公司與之進行商業合作，以及在
這些領域內為緬甸的公司抵押貸款。不排除在其他領域的投資，例
如能源和旅遊業。
★歐盟成員國或公司除了在民主、 「善治」 理念、解決衝突、人權
、環境保護及貧困援助方面之外，不可向緬甸提供任何其他援助。
★2012年1月，歐盟表示年內會在緬甸開設代表辦公室，以提供援
助項目和促進對話。歐盟宣稱將在兩年內對緬甸提供 1.5 億歐元
（約 15.2 億港元）的發展援助，幾乎相當於自 1996 年至今提供的
援助總額1.73億歐元（約17.6億港元）。
★2012年2月，歐盟針對緬甸政治改革，暫停對87位緬甸高官的
簽證限制，但是他們自身、家人以及商業夥伴的資產仍被凍結。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路透社、
彭博社、中新社4日及5日報道：美國
國務卿希拉里周三宣布，將放鬆對緬甸
的部分制裁，其中包括 「有選擇地」 解
除美國公司對緬甸投資或對緬甸提供金
融服務的禁令，並且在 「近日」 向緬甸
派遣大使，以肯定緬甸政治改革的進展
及剛剛舉行的國會補選。

▲香港註冊貨輪 「新吉祥七號」 互聯網

▲裝載愛國者-3導彈的卡車5日抵達石垣島 路透社

近日派駐大使

緬重啟與克倫族停火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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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卿希拉里4日宣布美國將放鬆對緬甸一系列制裁 路透社

▼▼44月月22日，在緬甸仰光日，在緬甸仰光
一家銀行內，職員在點鈔一家銀行內，職員在點鈔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