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角大樓在聲明中指出，試射在加州

范登堡空軍基地進行，這枚陸基常規彈道

導彈於美國西部時間上午8時30分發射，

在飛行超過500公里後落入公海。這是自

美8月退出《中導條約》後第二次試射被

條約禁止的導彈，也是美國40年來首度試

射陸基中程彈道導彈。

聲明強調，此次試射的數據與經驗，

將應用於國防部對未來中程導彈的研發中

。雖然沒有透露導彈具體性能，但聲明補

充說，美軍自今年2月終止《中導條約》

義務後開始導彈研發工作，並在9個月內

完成了發射任務，而這一過程通常需要24

個月。美防長埃斯珀還提到，如果有指揮

官需要，美軍將就任何潛在部署事宜，

與在歐洲、亞洲和其他地區的盟友密切

合作。

九個月即完成發射任務
蘇聯和美國1987年簽署《中導條約》

，規定兩國不再保有、生產或試驗射程在

500至5500公里的陸基巡航導彈、彈道導

彈及其發射裝置。今年2月，美國認定俄

方違反條約並單方面啟動退出條約的程序

，但克里姆林宮否認違約。

美國於8月2日正式退出條約，埃斯珀

在退約當天表示，既然美國已退出該條約

，國防部將開始全面研發陸基常規中程導

彈，並稱這是對俄羅斯方面有關行為的 「
審慎回應」 。專家指出，中程核導彈條約

瓦解，恐拖累其他武器控制協議，並加速

破壞避免核武擴散的全球機制。

俄羅斯總統普京本月初表示，俄方無

意展開軍備競賽，無意在目前沒有部署中

短程彈道導彈的地區部署導彈。此外，俄

方多次促美延長2011年生效的軍控條約《

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New START）

，該條約將於2021年2月到期，但特朗普

政府似無續約意願。除了於11月底向美方

展示新型高超音速導彈 「先鋒」 ，顯示續

約必要性外，俄外交部長拉夫羅夫10日與

特朗普和蓬佩奧會面時亦重申，俄方願意

延續條約，但美方並無確切回應。

外交部：美炒作中俄威脅
對美軍12日試射彈道導彈的舉動，美

國軍備控制協會批評稱其是魯莽、不必要

的舉措，將加劇與俄羅斯、中國和朝鮮的

緊張關係。

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當天就

此事表態稱，美方此舉證明其破壞《中導

條約》早有準備。 「俄方已多次重申美方

違反《中導條約》早有準備。此舉充分證

明實際上是美方主動破壞了這一條約。我

們對此感到遺憾。」
針對美國最新的試射活動，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華春瑩亦表示，美國此舉再次印

證其退約早有預謀，真實目的是通過 「自
我鬆綁」 放手發展先進導彈，謀求單方面

軍事優勢。美方上演的 「俄羅斯違約」 和

「中國導彈威脅」 的把戲，不過是其蒙騙

別人的拙劣表演。

華春瑩指出，國際社會應擦亮眼睛，

認清美國接連毀約退群、頻繁射導的險惡

用心及消極影響，共同維護好現有的國際

軍控體系。中方奉勸美方摒棄冷戰思維和

零和博弈的過時觀念，多做有利於維護全

球戰略平衡與穩定、有利於國際和地區和

平的事。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法新社、新華社報道：美國國防部12日在加州成功試射一枚陸
基常規彈道導彈，這是美國退出《中導條約》3個月來第二次進行原來被禁止的試射活動，也
是第一次試射彈道導彈。同時，美方還透露有意與歐亞地區盟友合作，推動潛在部署事宜。中
俄就美此舉發出嚴肅批評，指美國再次印證退約是早有預謀，謀求單方面軍事優勢。中方亦呼
籲維護現有的國際軍控體系，推動全球、地區和平穩定。

美再射導彈 中方：華府退約有預謀
退《中導條約》後 三個月內再度試射

責任編輯：郭思佳 美術編輯：譚志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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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路透社報

道：美國國會眾議院司法委員會12日對總

統特朗普彈劾條款展開激烈辯論，聽證會

耗時14小時，民主黨籍的司法委員會主席

納德勒當日晚間決定，將原定於當日進行

的針對彈劾條款表決被延期至13日，最後

以23票贊成，17票反對，通過了針對特朗

普的彈劾案。

聽證會原本預計於晚間稍早結束，但

因柯林斯領導的共和黨人提出一堆不可能

通過的修正案，一直拖延至深夜。共和黨

眾議員就修正案發表數小時的言論，不僅

經常重複同樣內容，還突然離題，從天然

氣鑽探活動講到經濟狀況。

由於該聽證會已進行至午夜，納德勒

突然叫停聽證會，並將原定於當日進行的

彈劾總統條款表決延期至次日上午10時。

但柯林斯質疑，納德勒的決定出人意料、

非常不妥。他憤怒回應納德勒，說他沒在

重新安排表決前與他商量，稱此事是有史

以來看過 「最二流的事」 。與此同時，民

主黨人則指責共和黨人故意將辯論拖延至

深夜以降低曝光度。

在聽證會進行期間，特朗普在社交媒

體頻繁發文表示自己沒做錯任何事，並稱

民主黨發起的彈劾總統調查是 「騙局」 ，

民主黨議員在 「說謊」 ，民主黨舉行的聽

證會是 「虛假聽證會」 。

彈劾總統條款在民主黨佔多數的司法

委員會獲通過，按照美國憲法規定，該條

款接下來將在眾議院全院進行表決。如果

表決通過，總統將被正式彈劾。

美眾院司法委員會通過：彈劾特朗普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美國

《外交政策》報道：美國國防部12日

證實，國防部負責印太事務的助理部

長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已提出

辭職，將於年底離任。有分析指，他

或因與同事意見相左，無法推行自己

的政治理念而感到失望。

五角大樓發言人霍夫曼沒有說明

薛瑞福離職的具體原因，僅透露 「他
有一個年輕的家庭，他已經擔任了兩

年非常緊張的角色。」 霍夫曼稱因工

作需要，薛瑞福幾乎每兩周往返日本

、中國、澳洲等多個印太地區國家，

為家庭帶來很大不便，因此希望換一

份工作。

但美媒分析，薛瑞福與國防部副

部長魯德意見相左產生摩擦而離開，

他對無法將自己的政策理念推行到國

防部和白宮感到沮喪。

薛瑞福的離職為五角大樓高層職

位再添一個空缺，儘管國防部部長埃

斯珀努力填補，空缺卻越來越多。

薛瑞福畢業於哈佛大學，於1988

年至1991年擔任海軍情報員，2018年

1月被總統特朗普任命為國防部印太事

務助理部長。薛瑞福、國務院助理國

務卿史迪威與副國家安全顧問博明，

皆被譽為特朗普政府的對華鷹派，大

力推動美國在印太地區軍事部署和政

策，對抗中國的地區影響力。

五角大樓對華鷹派辭任助理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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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拒接受 歐盟《綠色協議》現分歧
【大公報訊】據法新社報道：歐盟

各國領袖於13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召開

的峰會上達成《綠色協議》，讓歐盟在

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但歐盟27個成員

國中，只有波蘭未完全同意協議，要求把

目標延至2070年，但在現階段容許波蘭

不受這個目標約束，歐盟將於明年6月與

波蘭再次召開特別會議，以解決分歧。

經過10多個小時討論後，歐洲理事

會主席米歇爾稱，理事會已就《綠色協議

》達成共識。協議以在2050年實現 「碳
中和」 為目標，並對高污染的外國企業徵稅、投

入巨額資金幫助成員國能源轉型等。米歇爾稱讚

其為 「鑒定的承諾」 ，使歐洲在全球應對氣候變

化中處於領先地位。

但嚴重依賴煤炭的波蘭要求將實現 「碳中和

」 目標定於2070年，並想要得到牢靠保證，確

保歐盟在對抗氣候變遷上的投資，不會排擠歐

盟撥給貧窮成員國的發展援助金。為避免協議

在波蘭的反對聲中崩潰，米歇爾稱將於

明年6月與波蘭另開特別會議，希望解

決分歧。

除波蘭外，捷克、匈牙利等同樣依賴

煤炭的國家亦有不同意見，但最終達成共

識。捷克要求歐盟保證該國可發展核能，

並計劃在捷克境內興建核電廠。

奧地利、德國及盧森堡群起反對，稱

核能 「既不可持續，也不安全」 ；但國內

大部分電力由核能提供的法國表示支持和

理解， 「對於那些被要求放棄煤炭的國家

來說，他們不可能一夜之間應用可再生能源」 。

匈牙利亦支持核能，認為 「沒有核能，歐洲無法

實現碳中和」 。最終協議同意，部分國家可以 「
將核能作為國家能源組合的一部分」 。

【大公報訊】據路透社報道

：世界貿易組織（WTO）12日

表示，過去一年裏，逾100項新

貿易限制措施影響了價值約7470

億美元的商品和服務，這是自

2012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WTO發展報告指出，截至

10月中旬，各成員國在過去一年

內共實施了102項新貿易限制措

施，包括關稅、數量限制、進口

稅和出口關稅在內，比上一年度

期間增加了27%，達到了2012

年以來的最高水平。10月1日，

WTO將今年全球貿易增長預估

從4月時預計的2.6%下調至

1.2%。

而過去10年實施的且目前仍

生效的累計進口限制預計將影響

價值1.7萬億美元的貿易，佔全

球進口的7.5%。受新進口限制

影響最嚴重的行業包括礦物油和

燃料油、機械和機械設備、電機

和貴金屬。此外，成員國還實施

了120項貿易促進措施，涵蓋價

值5450億美元的商品和服務，為

2012年以來的第二高水平。

分析指出，此舉加劇了國際

貿易和全球經濟的不穩定性。世

貿組織總幹事阿澤維多指出： 「
史無前例的貿易限制措施，正在

損害全球經濟增長、就業和購買

力。」

WTO：全球貿易壁壘增高 加劇經貿不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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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峰會13日在布魯塞爾召開，探討達成《綠色協議》
法新社

◀◀美軍美軍1212日在加州試射陸基日在加州試射陸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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