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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路透社、新華社報道：原蘇聯成員
國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27日起在具領土爭議的納戈爾諾─卡拉巴
赫（以下簡稱納卡）地區爆發2016年以來最嚴重武裝衝突，已導致
包括平民在內超過60人死亡，超過200人受傷。亞美尼亞已宣布實
施軍事總動員，阿塞拜疆亦宣布進入戰爭狀態，進行部分軍事動員
。分析人士指出，納卡問題被稱為 「高加索火藥桶」 ，亞阿因納卡
積怨已久，今年新冠疫情嚴重影響兩國經濟，助長了民族主義情緒
，令納卡問題變得更加敏感，因此極易擦槍走火。

引爆火藥桶亞阿激戰逾200死傷

納卡地區法律上屬於阿塞拜疆，但
實際受亞美尼亞控制，雙方多年來圍繞
該地區衝突不斷。27日，亞阿在納卡地
區爆發武裝衝突，據報雙方均動用重型
武器。兩國均指責對方違反停火協議，
率先發動進攻。28日，阿塞拜疆國防部
宣稱亞美尼亞當天清晨轟炸了阿方邊境
城鎮泰爾泰爾，並威脅進行報復。

阿塞拜疆方面28日表示，超過550
名亞美尼亞士兵已被 「摧毀」 （包括傷
者），但遭到亞美尼亞否認。根據納卡
官員的說法，至少59名亞美尼亞士兵和2
名平民在衝突中喪生，約200人受傷。阿
塞拜疆則透露己方有6名平民死亡，19名
平民受傷。納卡武裝28日公布據稱是阿
塞拜疆陣亡士兵的影片，但具體情況未
獲證實。

土耳其媒體稱，阿塞拜疆已暫停除
土耳其外的國際航班。中國駐阿塞拜疆
大使館發布安全提醒，呼籲在阿中資機
構人員、華僑華人、留學生等注意人身
安全，盡量避免外出。

土國參戰支援阿塞拜疆
亞阿兩國均公布了大量擊毀對方軍

事設備的影片和照片，以此證明己方在
前線佔據優勢。亞美尼亞宣稱摧毀了33
輛坦克和步兵戰車、4架武裝直升機和27
架無人機，阿塞拜疆則宣稱摧毀了12台
防空導彈系統，並迫使敵人遺棄大量坦
克等裝備。

土耳其因 「亞美尼亞大屠殺」 問題
與亞美尼亞結怨，又與阿塞拜疆在民族
、語言、宗教等方面聯繫緊密，27日宣
稱將 「全力支持」 阿塞拜疆。土耳其總
統埃爾多安甚至呼籲亞美尼亞人民推翻
政府。

亞美尼亞外交部28日稱，土耳其已
直接參戰，其軍事專家正與阿塞拜疆人
並肩作戰，且提供了無人機、軍用飛機
等裝備。亞美尼亞駐俄羅斯大使瓦爾丹
．托加尼揚也表示，土耳其已經從敘利
亞北部，向阿塞拜疆派遣約4000名戰鬥
人員。

土耳其國防部長阿卡爾28日要求亞
美尼亞立即停止攻擊，「撤回從外國帶來
的傭兵和恐怖分子」，並歸還阿塞拜疆領
土。亞美尼亞官方媒體否認僱用外國武
裝，並指這是土、阿兩國為掩飾僱用敘
利亞極端分子而蓄意傳播的假新聞。

大國博弈左右納卡局勢
除土耳其疑似 「火上澆油」 外，國

際社會基本以呼籲雙方停火為主。聯合
國、歐盟、美國、俄羅斯、伊朗等均呼
籲兩國停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28日亦表示，希望所有相關方保持克制
和審慎，採取措施緩和緊張，以對話途
徑解決分歧和矛盾。

納卡問題被稱為 「高加索火藥桶」
，牽涉多方利益，尤其是俄羅斯。亞美
尼亞長期與俄羅斯關係密切，阿塞拜疆
亦希望在納卡問題上獲得俄方支持。有
分析指，納卡關係到俄羅斯南部安全，
若納卡衝突失控，或將刺激俄南部地區
民族宗教衝突，導致恐怖主義威脅捲土
重來，因此俄羅斯不會坐視不管。

另一方面，美國多年來以地緣政治
博弈為抓手，攪亂歐亞地區局勢，遏制
俄羅斯影響力，此次亦很有可能介入納
卡衝突。美國總統特朗普27日稱 「我們
在當地有很多良好關係」 ，並表示將尋
求停止暴力，但暫不清楚美國將如何介
入。

傳土國僱傭兵介入 中美俄歐籲止干戈

平民家毀人亡
兩國互相指責

【大公報訊】綜合阿塞拜疆國家新聞社、路透社報
道：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27日起在納卡地區爆發武裝衝
突，已導致大量平民傷亡。兩國官方媒體均不斷放出己
方平民的慘狀，並指控對方手段殘忍。

亞美尼亞聯合新聞中心在推特上傳大量納卡居民在
衝突中受傷和接受治療的照片，包括一名躺在病床上、
頭部纏着繃帶的幼童，並配文稱： 「這就是阿塞拜疆侵
略造成的後果。」 居住在納卡首府斯捷潘納克特的紀錄
片製作人安吉拉告訴媒體，當地居民已進入防空洞藏身
，且能聽到持續的轟炸聲。她表示，街上幾乎空無一人
，商店亦全部關閉。

阿塞拜疆國家新聞社28日亦放出邊境城鎮泰爾泰爾
遭轟炸後的照片，指控亞美尼亞不敵己方軍隊，就轉而
轟炸民居。報道稱，就像其他前線地區一樣，亞美尼亞
的襲擊導致泰爾泰爾平民出現死傷、房屋和基礎設施嚴
重損毀。當地居民伊斯梅洛夫表示，轟炸發生時他在室
外， 「我們突然聽到巨大的爆炸聲，並親眼目睹自己的
家被摧毀。」 還有人表示，自己剛剛裝修完的房屋在爆
炸中被毀。

阿塞拜疆媒體稱，泰爾泰爾居民並未被亞美尼亞的
襲擊嚇倒。84歲的穆拉多夫表示： 「上世紀90年代初和
2016年4月，泰爾泰爾多次成為敵人襲擊目標，但我和
家人從未逃離家鄉。」

美聯邦法院叫停TikTok禁令
【大公報訊】綜合彭博社、新華

社報道：當地時間27日晚，美國哥
倫比亞特區聯邦地區法院裁決，暫緩
執行美國政府要求國內應用商店下架
短視頻應用TikTok的行政令。TikTok
美國業務部門對此表示歡迎。美國商
務部亦表示服從裁決結果，但揚言仍
將積極為禁令辯護。

美國總統特朗普以 「國家安全」
為藉口，對中國公司字節跳動
旗下的TikTok圍追堵截，原計
劃當地時間27日23時59分對其
執行禁令。字節跳動23日入稟
要求叫停禁令，哥倫比亞特區
聯邦地區法院27日就此召開聽
證會。TikTok代理律師霍爾強
調，下載禁令超出特朗普的權
限， 「和政府鎖上公共論壇的
門，用繩子把廣場圍起來沒有
區別」 。最終，法官尼科爾斯

裁決，該禁令影響言論自由，且對企
業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害，因此宣布暫
停下架TikTok。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28日
表示，中方注意到相關的報道。中方
一貫反對美國泛化國家安全概念，濫
用國家力量，無理打壓別國企業的霸
凌行徑。中方希望美方切實尊重市場
經濟和公平競爭的原則，遵守國際經

貿的規則，為各國企業在美投資經營
提供公正、公平、開放、非歧視性的
營商環境。

新華社評論指，從脅迫TikTok與
相關美企進行交易，到強行要求其下
架，美國政府將自己強權至上、巧取
豪奪的霸凌行徑再次暴露於世人面前
，呈現美式 「海盜經濟學」 又一 「巔
峰」 之作。但如今已不是弱肉強食的

「叢林時代」 ，任何勢
力都沒有霸佔發展優勢
的權力。唯我獨尊、踐
踏規則、蠻橫欺凌，到
頭來必將會落得被浩蕩
前行的世界潮流拋棄的
可悲下場。

瑞士公投否決脫歐提案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路透社報

道：瑞士27日就是否中止與歐盟間的人口
自由流動協議舉行公投，最終逾六成民眾
投出反對票，這個變相 「脫歐」 的提案遭
否決。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和歐盟委員
會主席馮德萊恩對公投結果表示歡迎。

瑞士聯邦議會第一大黨、右翼民粹政
黨瑞士人民黨（SVP）推動公投，要求解
除與歐盟簽訂的人員自由流動協議，但27
日的投票結果顯示，61.7%的民眾反對解
除協議。米歇爾當晚在推特發文慶賀，表
示歡迎公投結果並期望繼續加深瑞歐合作
。馮德萊恩稱讚公投結果 「維護了我們關
係的核心支柱之一，即瑞歐互相確保人員
流動、居住、工作自由」 。

SVP一向反對移民，曾於2014年成功
推動過類似公投，但效力被議會大幅削弱
。受英國公投脫歐鼓舞，該黨近期再度推
動公投。瑞士政府則警告，若單方面撕毀
人口自由流動協議，將觸發與歐盟簽訂的
「一刀切條款」 ，失去瑞士在歐盟單一市

場享有的其他優惠待遇。有分析指，在新
冠疫情帶來的經濟不確定下，瑞士人民傾
向於 「選擇穩定」 。

據報道，公投結果有助於推動歐盟與
瑞士關於簽署框架性協議的談判。歐盟希
望把瑞歐現有多項雙邊協議整合起來，但
瑞士擔心現有優惠待遇受影響。

同日，瑞士亦對其他多項議題進行公
投，包括延長父親侍產假及斥資60億瑞士
法郎購買戰鬥機。前者獲超過60%民眾支
持，後者則以50.1%的支持率驚險過關。

蘇聯時期，納卡是伊斯蘭教
為主的阿塞拜疆的一個自治州，

但信奉基督教的亞美尼亞人佔人口絕大多
數，一直拒絕接受阿塞拜疆統治，並要求
併入亞美尼亞

1991年蘇聯解體前後，阿塞拜疆軍隊與亞
美尼亞支持的納卡武裝開戰，導致數千人
喪生，數十萬人流離失所。納卡隨後宣布
獨立，但未獲國際社會承認

1994年，亞阿達成全面停火協議。國際法
規定納卡屬於阿塞拜疆，但該地區及周邊
實際被亞美尼亞控制，雙方仍衝突不斷

2014年，亞阿在納卡地區發生軍事衝突，
造成數十人死亡

2016年，納卡地區戰火再起，導致數百人
死亡

2020年7月，亞阿邊境爆發小規模衝突

來源：大公報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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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護人員28日為一名據稱在納卡衝突中受傷男
子治療 法新社

◀法官尼科爾斯27日
叫停TikTok禁令

網絡圖片
▲瑞士人民黨推動反移民公投，但未獲通
過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