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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各國進口俄天然氣數量
單位：億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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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俄羅斯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左）29日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
與阿聯酋阿布扎比王儲穆罕默德會晤。 法新社

俄稱談判無突破 美英續援烏軍備

▶烏西北部一處燃料
儲存設施27日遭炮
擊起火，消防員28
日在救火。 法新社

美太空人搭乘俄飛船返地球
【大公報訊】據CNN報道：3月30

日，美國太空人范德海和俄羅斯太空人
什卡普列羅夫、杜布羅夫共同乘坐俄
「聯盟MS-19」 號太空飛船，從國際空
間站返回地球。飛船已順利在哈薩
克斯坦中部着陸。什卡普列羅夫離
開空間站前表示： 「地球上的人鬧
了矛盾，但在太空軌道上，我們屬
於同一個團隊。在我眼中，國際空
間站是友誼與合作的象徵。」

俄羅斯航天局負責人羅戈津此
前表示，稱美國制裁可能 「摧毀」
國際空間站的團隊合作，甚至導致
國際空間站脫離軌道墜毀。

俄烏衝突爆發後，西方國家對
俄制裁不斷升級，甚至蔓延到科學

研究領域，導致美歐科學家與俄羅斯同
行的交流合作受到影響。來自美國、加
拿大和英國的多名科學家日前發表聯名
公開信，批評對俄制裁有損西方乃至全

人類的共同利益。
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環境科學與政

策教授、曾任美國前總統奧巴馬科學顧
問的霍爾德倫是公開信作者之一。他表

示，合作對於科學技術領域的發展
非常重要，但西方國家如今 「全盤
妖魔化」 俄羅斯科學家，並試圖孤
立他們。公開信稱，這種行為將阻
礙各國合作應對全球性挑戰。

CNN指，德國對俄羅斯的科
技制裁力度最大。德國3月初宣布
暫停與俄羅斯在太空領域的科研合
作，並關閉了搭載於俄羅斯衛星上
的eROSITA黑洞望遠鏡。該望遠
鏡繪製了有史以來最大的黑洞地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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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太空人范德海（左）和兩名俄羅斯太空人
30日返回地球。 美聯社

德國啟應急計劃 美增供應淪空談

烏總統促挪威增能源供應
【大公報訊】據法新社報道：烏克

蘭總統澤連斯基30日向挪威議會發表演
講，希望這個僅次於俄羅斯的歐洲第二
大天然氣供應國向烏克蘭和歐盟提供更
多能源，他同時呼籲歐洲各國禁止俄船
隻靠港。

挪威供應了歐盟和英國20%到25%
的天然氣需求，俄羅斯供應的部分則佔
45%到50%。澤連斯基通過視頻演說告

訴挪威議會： 「你們可以通過為歐盟國
家和烏克蘭提供必要資源，為歐洲能源
安全做出決定性貢獻。我們已開始就下
一個供暖季節的50億立方米天然氣供應
展開對話。」

據悉，挪威已採取相關措施，希望
在今年夏季將天然氣產量維持在最高水
準。

一般來說，夏季通常是低需求時

期，天然氣公司通常會利用這段時間，
進行其海上平台的維修、保養等工作。

在演說中，澤連斯基也呼籲歐洲國
家禁止俄羅斯船隻使用各國港口，
「（俄羅斯人）目前封鎖了我們的港
口，他們根本不應該享有使用自由世界
港口的權利。」 此外，他也不忘再度呼
籲各國援助更多武器，包括反坦克系統
和防空系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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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總統普京上周要求俄政府和
央行在3月31日前制定機制，對 「不友好
國家」 供應的天然氣只能用盧布進行結
算。 「不友好國家」 名單包含了英、
美、日、韓以及歐盟全部27個成員國

等。七國集團（G7）28日宣布拒絕以盧
布購買俄天然氣。

俄總統發言人佩斯科夫30日表示，
盧布購買俄羅斯天然氣的新機制不會從3
月31日起立即投入使用， 「因為在技術
上，這是一個耗時的過程。」 讓外界鬆
了一口氣。

不過，俄國家杜馬主席沃洛金30日
還表示，除了天然氣以外，用盧布支付
的出口產品還將延伸至石油、穀物、
金屬、化肥、煤炭和木材等。

德缺氣將陷嚴重衰退
根據國際能源署的數據，歐盟

約40%的天然氣供應來自俄羅斯，
去年從俄羅斯進口天然氣1550億立方

米。歐盟委員會發言人28日直言，歐盟
對俄能源依賴至少還將持續5年。

德國從俄羅斯進口的天然氣佔其總
量的55%。德國副總理兼經濟和氣候保
護部部長哈貝克30日啟動了 「天然氣應
急計劃」 的第一級別──預警。據報這
項措施屬於 「預防性質」 ，目的在確保
燃料供應無缺。只有在進入第三級別
「緊急」 後，政府才會干預市場，分配
有限的供應量，優先考慮家庭和醫院

等 「受保護」 的消費者。

哈貝克表示，德正在從比利時、法
國和荷蘭的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獲取天然
氣，目前天然氣庫存填充約25%，他同
時敦促民眾盡量節約用氣。

工業用氣佔德國天然氣需求的四分
之一，如果德國天然氣短缺，工業部門
勢必受到打擊。負責為德國政府提供宏
觀經濟政策諮詢的智庫 「經濟五賢人」
30日大幅調低了本年度德國經濟增長預
期至1.8%，此前預計這一數字為
4.6%。該專家小組指出，一旦俄天然氣
供應中斷，德國經濟就會陷入更嚴重的
衰退，通脹率會進一步升高。

美天然氣遠水難救近火
目前歐洲各國正想方設法拓展 「氣

源」 。美歐25日簽署協議，美國今年將
向歐洲多提供至少150億立方米的液化
天然氣。美國前能源部長布魯伊萊特周
一表示，即使美國加大對歐供氣，仍無
法彌補歐洲禁運俄天然氣的巨大缺口。

美媒也 「潑冷水」 稱，歐洲進口俄
天然氣可以走管道，成本便宜，美國輸
氣到歐洲，要先把美國開採的天然氣降
溫加壓液化，灌入有特製氣槽的油輪，
遠渡重洋到歐洲，到港後又需要將液態
氣恢復成氣態的設施，才能生產出可使

用的燃料，不僅成本大大提高，相關設
施的建設更非短期內能完成。

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基30日宣布，最
遲將在5月前停止進口俄羅斯煤炭，並於
今年底前停止進口俄石油和天然氣。莫
拉維茨基稱，得益於本國可再生能源的
發展，波蘭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依賴俄
羅斯油氣。

OPEC+拒美政治化要求
另一方面，石油生產聯盟OPEC+的

主要成員沙特和阿聯酋29日表示，拒絕
將俄羅斯排除在OPEC+之外。阿聯酋能
源部長馬茲魯伊29日在迪拜表示， 「美
國及其夥伴要求將OPEC+與俄羅斯的關
係政治化，但我們不會這樣做。」 馬茲
魯伊說， 「我們只有一個任務，那就是
穩定市場。如果我們要求任何國家離
開，油價還會上漲。」

沙特能源大臣薩勒曼稱，俄羅斯每
天生產的石油相當於世界消費總量的
10%左右。馬茲魯伊稍早前還在大西洋
理事會年度全球能源論壇上說： 「現在
誰能取代俄羅斯？我想不出有哪個國家
能夠在一年、兩年、三年、四年甚至十
年內給出這1000萬桶。這是不現實
的。」

【大公報訊】綜合俄新社、路
透社報道：俄烏雙方29日在土耳其
舉行的談判釋放出積極信號，但以
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卻對俄方縮減
軍事行動的承諾持懷疑態度。美英
等五國繼續拱火，聲稱將加大對俄
制裁。

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30
日表示，歡迎烏方開始有具體書面
提議，但認為談判 「不能說有突
破，未來仍有非常多的工作要
做。」

五角大樓發言人柯比29日稱，
雖然部分俄軍從基輔方向撤離，但
只是重新部署、變換陣地，不是真
正的撤軍。

美國總統拜登當天與英法德意
領導人通話，表示將繼
續向烏克蘭提供安全援
助，並加強對俄制裁。
據悉，駐波蘭的美軍正
在與烏克蘭軍隊進行接
觸，並移交武器。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29日播出對
里根政府財政部助理部長羅伯茨的
採訪內容。這位美國前官員表示，
即使拜登政府允許烏克蘭與俄羅斯
簽署和平協議，美國也將繼續給莫
斯科製造麻煩。他指出，在基輔拒
絕遵守明斯克協議條款時，俄羅斯
應該考慮是否能夠繼續信任烏克
蘭。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30日
表示，呼籲俄烏雙方堅持對話談判
的大方向，相向而行，就政治解決
方案形成共識，避免局勢進一步升
級，早日恢復和平。要警惕和防止
拱火澆油、激化矛盾，為通過外交
手段解決問題設置障礙、增添阻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