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郵：tkpgj@takungpao.com.hk 傳真：2572 5593 責任編輯：王可嘉 美術編輯：賴國良

2024年11月21日 星期四A 23 國際

俄
烏
衝
突
三
周
年

國
際
fb

2月24日 ：俄羅斯總統普京宣布對烏
克蘭發起 「特別軍事行
動」。

3月4日 ：俄軍佔領歐洲最大核電站
扎波羅熱核電站。

3月25日 ：俄羅斯稱第一階段軍事行
動基本完成，將專注「解
放」烏東頓巴斯地區。

5月18日 ：芬蘭和瑞典申請加入北
約。

5月21日 ：俄軍佔領馬里烏波爾，亞
速鋼鐵廠內最後守軍投
降。

8月30日 ：烏軍在南部赫爾松地區展
開反攻。

9月23日 ：俄羅斯就烏東四地加入俄
聯邦舉行全民公投。

9月27日 ：俄羅斯向歐洲輸送天然氣
的 「北溪」管道遇襲。

9月30日 ：普京稱烏東四地加入俄羅
斯。

10月8日 ：連接克里米亞半島與俄本
土的克里米亞大橋發生
爆炸。

12月22日：烏總統澤連斯基訪美，拜
登政府宣布向烏提供「愛
國者」防空導彈系統。

俄烏衝突千日大事記
2022年

1月25日 ：美國宣布向烏提供 「M1
艾布拉姆斯」主戰坦
克，德國承諾提供 「豹
2」主戰坦克。

4月3日 ：俄傭兵組織 「瓦格納集
團」佔領巴赫穆特。

5月3日 ：烏克蘭無人機襲擊克里姆
林宮。

6月10日 ：澤連斯基表示已展開大反
攻。

6月23日 ： 「瓦格納集團」首領普里
戈任發動「一日兵變」。

2023年

俄烏衝突已持續千日，美英火上澆油，挑
動緊張局勢進一步升級。19日，烏克蘭首次使
用美製遠程導彈襲擊俄本土；俄總統普京批准
新版核威懾政策，首次宣布俄方有權對得到核
大國支持的非核國家使用核武器。在此緊張時
刻，美國官員披露，即將卸任的美國總統拜登
同意向烏克蘭提供國際禁用的反步兵地雷。20
日，美國駐基輔大使館由於收到 「重大空襲」
警告而關閉，意大利、希臘、西班牙等國亦關
閉駐烏大使館。

德國重申不向烏提供金牛座導彈 英媒稱普京願和談 俄方：凍結衝突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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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烏軍收回部分土地 2024年11月：俄軍持續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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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軍今年8
月起越境襲
擊庫爾斯克

俄軍控制地區
俄軍有限度控制地區
親俄勢力控制地區

烏軍反攻地區
2014年併入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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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媒流傳的畫面顯示，烏軍19日發射美製ATACMS
導彈。 美聯社

【大公報訊】據路透社報道：英媒
20日爆料稱，俄總統普京願意與美國候
任總統特朗普討論俄烏停火協議。消息
人士稱，普京拒絕在領土問題上作出任
何重大讓步，並堅持要求基輔放棄加入
北約的計劃，但可能同意 「凍結」 前線
的衝突。俄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回應
說，凍結衝突的方案不可行。

5名現任和前任俄羅斯官員告訴路
透社，俄方可能會同意 「凍結」 前線的
衝突，並願意就頓涅茨克、盧甘斯克、
赫爾松和扎波羅熱四地的領土分割進行
談判。俄方在哈爾科夫、尼古拉耶夫等
地控制部分土地，2名官員稱，俄軍或
將從這些地區撤出。但俄方不會討論克

里米亞半島問題，也不會允許烏克蘭加
入北約或讓北約士兵進駐烏克蘭。這些
官員指出，即將卸任的美國總統拜登允
許烏軍使用美製遠程導彈攻擊俄本土，
令局勢複雜化，也使俄方態度變得更強

硬。
佩斯科夫20日強調，普京已經說

過，凍結衝突的方案不可行，實現俄方
目標至關重要。今年6月，普京提出關
於解決俄烏衝突的新建議，包括承認克
里米亞、頓涅茨克、盧甘斯克、赫爾松
和扎波羅熱為俄羅斯領土，明確烏克蘭
的不結盟和無核地位，實現烏克蘭去軍
事化和去納粹化等。8月烏軍越境襲擊
庫爾斯克後，普京稱不可能與襲擊平民
和民用設施、試圖威脅核電設施的人進
行談判。

▲烏克蘭蘇梅地區的住宅樓19日遭空襲。
路透社

▲俄軍19日準備用無人機襲擊烏軍陣地。
美聯社

◀俄方稱，普京拒絕凍結衝突的方案。
路透社

【大公報訊】11月19日，俄烏衝
突踏入第1000日，烏軍當天凌晨首
次 使 用 美 製 陸 軍 戰 術 導 彈 系 統
（ATACMS）襲擊俄本土，向布良斯
克地區發射6枚ATACMS導彈。俄外長
拉夫羅夫表示，沒有美國的技術援助，
這些射程達300公里的導彈無法發射。
他指出，此次襲擊標誌着西方對俄羅斯
發動的戰爭進入全新階段，俄方將作出
回應。20日，一名西方官員透露，烏軍
首次使用英國提供的 「風暴陰影」 導彈
襲擊俄本土。據英媒報道，俄羅斯庫爾
斯克州一個村莊的居民在襲擊現場發現
了這種導彈的殘骸。

防大規模襲擊 多國關閉基輔使館
20日早上，烏防空部隊在基輔上

空擊落一架無人機，爆炸產生的碎片導
致一棟居民樓起火。基輔等多地一度拉
響防空警報。美國駐基輔大使館在官網
發布安全警報，稱大使館收到當天可能
發生 「重大空襲」 的信息。出於謹慎考
慮，大使館決定關閉，並指示工作人員
就地避難。隨後，意大利、希臘和西班
牙三國駐烏大使館也宣布，因面臨襲擊
風險，使館於當天關閉。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林劍表示，當前形勢下，各方應當
保持冷靜克制，通過對話協商，共同推
動局勢緩和，減少戰略風險。

與此同時，普京19日簽署一項法
令，批准新版俄羅斯核威懾國家基本政
策，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門檻。美媒注意
到，俄方首次宣布自己有權對一個非核
國家使用核武器，前提是這個非核國家
得到核大國的支持。烏克蘭得到美國、
英國和法國三個擁核國家的支持。俄總
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警告說，如果烏克
蘭使用西方的常規導彈攻擊俄羅斯，那
麼根據新的核威懾政策，俄方可以使用
核武器進行回應。有分析指出，俄方以
降低核武器使用門檻對美國對烏 「鬆
綁」 形成有力反制，將使美烏未來在試
圖使用美製遠程武器打擊俄羅斯時產生
更多顧忌。

傳美將供烏反步兵地雷
《華盛頓郵報》19日援引兩名匿名

美國官員披露，拜登已批准向烏克蘭提
供反步兵地雷（又稱殺傷人員地雷），
旨在 「加強基輔抵禦俄軍推進的能力」 。
此舉招致軍備控制組織批評。反步兵地雷
會在人員出現、接近或接觸時爆炸，殺傷

力巨大，且無法區分士兵和平民。1999
年生效的《渥太華禁雷公約》禁止使用、
儲存、生產和轉讓反步兵地雷。該公約有
164個締約方，其中133國已簽署公約，
包括烏克蘭。美國雖未簽署該公約，但拜
登曾於2022年重啟奧巴馬時期的一項政
策，禁止在朝鮮半島以外地區使用和轉讓
美國反步兵地雷。

在近三年的衝突中，俄烏在前線互
有進退。與2022年2月衝突前相比，俄
羅斯當前在烏控制面積為11.4萬平方公
里，約佔烏克蘭領土的19%，而烏軍則
於今年8月突然越境襲擊俄邊境州庫爾
斯克，最高控制俄境約1000平方公里
土地。目前俄軍已逐步收復庫爾斯克，
同時烏東緩慢但穩步向前推進，戰況向
不利於烏克蘭的方向發展。基輔CBA倡
議中心分析師比列斯科夫稱，當前的情
況似乎又回到了戰爭初期。不同的是，
美國對烏克蘭的援助出現更多變數。

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主張削減對烏
援助，拜登政府則在 「最後時刻」 不斷
加碼對烏軍援。美媒指出，拜登的舉動
對戰況實際影響有限，但可以給特朗普
「埋雷」 ，讓他接管白宮後不得不面對
一場風險更高的戰爭。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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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7日 ：俄軍完全控制烏軍重要防
禦樞紐阿夫傑耶夫卡
市。

5月10日 ：俄軍猛攻哈爾科夫。
8月6日 ：烏軍越境襲擊俄羅斯庫爾

斯克州，佔據部分土
地。

11月6日 ：美國大選結果出爐，主張
削減對烏軍援的特朗普
獲勝。

11月17日：拜登首次授權烏軍使用美
製遠程導彈陸軍戰術導
彈系統（ATACMS）打
擊俄境內目標。

11月19日：烏軍使用ATACMS襲擊
布良斯克地區一個彈藥
庫。同日，普京批准新
版核威懾政策，若烏克
蘭用西方非核導彈攻擊

俄羅斯，俄方可用核
武回應。

大公報整理

2024年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BBC
報道：當地時間19日，烏克蘭總統
澤連斯基呼籲西方各國向烏克蘭提
供遠程武器，並點名催促德國盡快
做出決定。德媒披露，美國總統拜
登允許烏軍使用美製遠程導彈打擊
俄本土的決定令德國總理朔爾茨
「非常惱火」 ，因為這勢必重新掀
起關於德國是否向烏克蘭提供 「金
牛座」 巡航導彈的爭論。德國政府
發言人表示，朔爾茨不希望交付遠
程武器的立場並未改變。

19日，澤連斯基發表俄烏戰爭
1000天的演說時稱，俄總統普京不會
主動停戰，並敦促歐洲對莫斯科施
壓，以實現 「公平正義」 。他當天還

提到普京降低使用核武門檻的新政
策，並對朔爾茨喊話，敦促德國提供
遠程武器。德媒稱，拜登的導彈 「擊
中」 了德美關係。據報道，德國政府
日前收到了美方將授權烏軍使用美製
遠程導彈打擊俄本土的通知，但朔爾
茨及其團隊對此並不高興。

因擔心北約直接捲入衝突，朔爾
茨一直反對向烏克蘭提供德國的 「金
牛座」 巡航導彈。這種導彈射程可達
500公里，超過美國的陸軍戰術導彈系
統（ATACMS）和英法聯合開發的
「風暴陰影」 導彈（法國稱 「斯卡

普」 導彈）。德國政府發言人18日重
申，朔爾茨不希望交付遠程導彈的立
場並未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