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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和谈尚未有
眉目，华盛顿与布鲁塞尔的算盘声
已然啪啪作响。当美国总统特朗普
高调宣布美乌矿产协议已“非常接
近完成”，欧盟官员同一天捧着“互
惠协议”空降基辅，硬是把这场西方
世界的“资源分赃会”演绎成了21世
纪地缘博弈的行为艺术。

早前，美国政府多次向乌克兰
施压，要求其拿矿产资源或“任何我
们（美国）能得到的东西”换取美方
援助。24日，乌克兰副总理斯特凡
尼希娜在社交媒体上敲下一行字：

“美乌矿产协议已敲定几乎所有关
键细节！”字里行间仿佛能听见美国
经济大鳄们的掌声。

颇为反讽的是欧洲的“截和”速
度。就在斯特凡尼希娜发帖当天，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盟委
员会分管产业战略的执行副主席塞
茹尔内联袂冒着暴雪莅临基辅，塞
给泽连斯基一份矿产合作的“互惠”
协议。塞茹尔内对乌克兰媒体表
示，欧洲需要的30种关键矿产中，乌
克兰可提供21种。

一段时间以来，欧洲一直标榜自
己诚心诚意帮助乌克兰。然而，塞茹
尔内那句“永不要求乌方达成任何不
具有互惠性质的矿产协议”之承诺，
在对比美国赤裸裸的索取时，竟显出
几分“强盗讲礼貌”的黑色幽默。

事实上，这场“跨大西洋竞赛”的
荒诞，恰似 19世纪列强瓜分非洲的
重现：当年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
高呼“传播文明”，实则用刚果千万条
人命换取橡胶暴利；如今美欧政客们

举着“支持乌克兰”的招牌，眼里闪烁
的却是矿产数据表和精炼厂蓝图。

历史总在换装重演，只不过掠
夺者从戴着礼帽的绅士换成了有AI
助力的官僚。1788年英国殖民澳洲
时，宣称“此地不属于任何人”；2025
年美国索要乌克兰矿产时，美国官
员声称“目的是帮助乌克兰开发资
源”，暗指原有资源未被有效开发。
当特朗普要求“任何我们能得到的
东西”时，与西班牙征服者皮萨罗勒
索印加帝国的黄金如出一辙。

美欧双方往往打着“为你好”的旗
号为军事干预洗白，为攫取经济利益
涂脂抹粉。2003年美军攻入巴格达
时，打的旗号是“民主和自由”，真实目
的却被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
在回忆录中泄露：“尽管政治上不方便

承认，但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是，伊拉
克战争主要是关于石油。”如今，当乌
克兰危机和谈尚无结果，美欧公司的
公关团队就已开始在布鲁塞尔和华盛
顿的旋转门间穿梭游说了。

当然，比起祖辈的坚船利炮，现
代资源猎手们更擅长用协议里的“条
款”代替炮弹，用“结构性改革”取代
殖民总督。如今乌克兰战场上，这套
机制运转得愈发精妙：美国军援化作
债务锁链，欧盟重建基金变身资源期
权，泽连斯基政府每签一份协议，国
家的发展命脉就被多套上一条绞索。

从历史的长镜头里看，从西班牙
白银舰队到东印度公司货船，从美国
石油寡头到欧洲锂矿巨头，强盗的基
因始终流淌在西方地缘博弈的血脉
中。当欧洲人宣称“乌克兰的未来在
欧洲”时，他们心中盘算的矿产分布
图或许比任何政治宣言更要诚实。

历 史 从 未 远 去 ，只 是 换 了 台
词。当有人欢呼矿产协议达成时，
第聂伯河岸边的矿砂正随着硝烟翻
涌——那或许是乌克兰被明码标价
的又一声叹息。

新华社伦敦2月26日电

未和谈先分赃

美欧打响乌克兰矿产争夺战
新华社记者 吴黎明

生活在美墨边境城市雷诺萨的墨西哥人卡琳娜·坎图面色略
显苍白，她前不久刚去美国出售自己的血浆。

“（美国的）血浆中心在社交平台上投放大量广告，一些人被
高额回报吸引，另一些则经人推荐而来。”坎图告诉新华社记者，
墨西哥卖血者告诉美方边境工作人员自己是来卖血浆的，他们便
会放行。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供应的血浆占全球使用量的约 70％，
而美国人口占全球人口之比还不到5％。2023年，美国通过出口
血液产品赚取了370亿美元，占当年美国商品出口总额的约2％。

令人震惊的数字背后，是大资本唯利是图的身影：美国商业
采血机构犹如贪婪的“吸血鬼”，通过各种手段廉价获取学生、移
民、囚犯等群体的血液并转卖给制药公司。后者再将血浆制成各
种血液制品在世界各地高价出售牟利，其中不少“问题血液”引发
血液污染事件，对很多人的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唯利是图、政策漏洞、监管缺失……美国血液产业的种种怪
象和乱象正是美国社会治理失能的一个缩影。

允许有偿献血的“少数派”

美国费城居民杰奎琳·沃森获知，她在监狱服刑的儿子需要
用钱。于是，手头紧张的她来到一家采血机构进行有偿献血。“我
总是因为钱而来这里。”沃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

英国《卫报》报道说，据不完全估计，每年约有2000万美国人
出售自己的血浆，全美有 1000 多家合法经营的营利性献血机
构。这造就了美国庞大的血液产业。“美国是血浆欧佩克。”非营
利性献血机构协会“美国血液中心”前负责人吉姆·麦克弗森曾这
样形容美国血液产业在世界上的地位。

美国血液产业之所以在全球一家独大，与其允许有偿献血相
关。世界卫生组织 1975年就提出，各国血液和血液制品应通过
自愿无偿捐献的方式实现自给自足。此后，大多数国家都依据世
卫组织的建议来制定和执行血液政策。美国却是例外，它是少数
几个至今仍然允许有偿献血的国家之一。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曾在 1978年规定，用于输血的血液
或血液制品需明确标记捐献者是有偿还是自愿献血。此后，美国
医院基本停止使用有偿献血的血液。但在社会层面，有偿献血并
未被禁止，其背后是制药企业利用美国血液管理政策大发横财。

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由于美国的法律法规对大规模采集血
浆并无限制，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许多制药公司都从美国获取用于
生产药物的血浆。每当全球血浆需求增加时，美国就会出现更多
血浆采集机构。

“吸血”目标瞄准低收入群体

2020年，墨西哥人冈萨雷斯在朋友陪伴下前往美国得克萨
斯州伊达尔戈的一个采血机构有偿献血。谈起这段经历，他的表
情复杂而痛苦：“整个过程非常漫长，约一个小时，我感到疼痛和
不适。”采血结束后，他得到一张银行卡，卡里存有120美元。

墨西哥人是美国血浆采集机构瞄准的群体之一。根据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2021
年的数据，与墨西哥接壤的得克萨斯州设有 84个采血机构，是美国拥有采血机构最多的
州，其中许多采血站点就设在美墨边境附近。

缺钱的美国人同样也是美国采血机构的目标。美国凯斯西储大学学者希瑟·奥尔森
在研究全美各地采血机构40年的数据信息后得出结论：这些机构对区位布局进行了精心
谋划。比如，美国高等教育的高昂费用迫使一些大学生成为有偿献血的重要群体，不少采
血机构就设在各地大学城附近，尤其是有大量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大型公立大学附近。

研究相关问题的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博士生安娜利迪丝·奥乔亚说，有偿献血在美
国已成为一种维持生计的手段。在设有采血机构的地区，生活在半贫困至完全贫困状态
的居民比例比未设立采血机构的地区高出约50％。

为吸引更多人献血，采血机构还推出“促销活动”。在新泽西州经营采血机构的本杰
明·鲁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你这个月来 6次，你就有机会参加抽奖并赢得
200美元。如果你能介绍一位新人献血，你就能获得50美元，那位新人也能得到奖励。”

哈佛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亚当·加夫尼指出，这些做法凸显了美国社会的不平等，还
暴露出一个严重问题——血液的商品化。

“产生一个被剥削的新阶层”

《纽约时报》曾刊文指出，支配美国经济运转的游戏规则从来都有利于富人。美国血
液产业也是如此。从血液到血浆衍生产品，血液制品的起点和终点之间是一个由利益链
串联起来的巨大市场，支撑着这个产值数百亿美元的产业。

鲁德经营的采血机构每周都能采集到约 1200瓶一升装的血浆。根据所含蛋白质成
分的不同，每瓶血浆能卖到数百甚至数千美元，远高于献血者的所得。而购买这些血浆的
制药公司会将血浆制成各种衍生产品，再以更高价格出售给患者。

“在美国，血液意味着大买卖。”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一语道破本质。
据美国《大西洋》月刊报道，2018年，采集加工一升血浆的成本是150美元，而售价高

达500美元。“对任何行业来说，这都是很高的利润。”
血浆衍生产品通常非常昂贵，例如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VIG），注射一次就需花费

数千美元，是最昂贵的药物之一。2022年，仅 IVIG一项血浆药品的全球贸易额就高达
121亿美元。正因为 IVIG可以带来丰厚利润，它在临床上长期存在过度使用的情况。

20世纪70年代，英国社会学家理查德·蒂特马斯在《礼物关系：从人血到社会政策》一
书中指出，美国以营利为目的从贫困群体采集大量血液，导致血液“从穷人到富人的再分
配”，并由此“产生一个被剥削的新阶层”。

“问题血液”贻害生命

2024年 5月，英国污染血丑闻的调查结果公布。结果显示，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
初，英国有约 3万人因使用从美国进口的受污染血液制品而感染艾滋病病毒或丙型肝炎
病毒，迄今已造成约3000人死亡。

调查报告指出，许多被感染者是血友病患者，他们接受了一种新型血液疗法，其中用
于制造血液制品的美国进口血浆来自包括监狱囚犯在内的高风险捐献者。由于药品制造
商将数千份血浆混合在一起，因此少量“问题血液”就污染了整批血浆。

随之曝光的是美国血液产业的黑历史。从 20世纪 60年代起，美国阿肯色州小石城
一家采血公司就从囚犯身上抽取血浆，这些血浆被卖给制药公司，后者将其出售到世界各
地。负责管理监狱的阿肯色州管教局因此收入颇丰，成为全美关押囚犯“日均成本最低”
的管教局之一。

由于缺乏监管和筛查，一些“问题血液”最终流入英国、加拿大、瑞士、意大利、西班牙
等国血友病患者的血管里。

1982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非正式地要求血浆公司停止从囚犯身上抽取血浆用
于国内销售，但依然允许阿肯色州、亚利桑那州、路易斯安那州、内华达州、田纳西州和密
苏里州的监狱设立血浆中心，采血用于出口。

据美国《监狱法律新闻》杂志网站报道，1991年，当时的阿肯色州管教局医疗主管约
翰·拜厄斯被媒体问及何时终止监狱内的采血项目，他回答：“我们计划坚持到最后一天，
坚持到售出最后一滴血。”直到1993年，阿肯色州这一做法才被叫停。

美国东北大学公共卫生与健康科学实践教授琼·麦奎尔指出，即便采血机构不再从囚犯、
流浪汉等群体采集血液，如果缺乏有效的筛查和监管，通过血液传播疾病的风险依然存在。

利润至上的“企业国家”

时至今日，美国政府及相关部门依旧没有切实担负起监管责任，继续漠视贫困群体的
健康乃至生命。

以献血次数为例，按照美国官方规定，献血者每周可捐献两次血浆，每年最多可捐献
104次。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为保护献血者健康，禁止每周献血浆超过一次，每年允许的
献血次数也远低于美国标准。近年来，美国国内相关监管工作不紧反松。2018年，加利
福尼亚州取消了对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故意献血的处罚，而在此之前这一行为属于重罪。

监管缺位的背后是美国血液产业强大的游说能力。新冠疫情期间，美国海关和边境
保护局一度禁止墨西哥公民过境有偿捐献血浆，但该禁令遭到行业协会血浆蛋白治疗协
会的反对，后者立即对联邦政府官员展开游说。生物和血浆制品业两大巨头——澳大利
亚的杰特贝林公司和西班牙基立福公司则联手提起诉讼，要求废除该禁令。最终，美国法
院裁定商业巨头胜诉，理由是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未能考虑”血浆公司对墨西哥献血者的
依赖程度，且未能充分证明该政策的合理性。

英国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研究人员露西·雷诺兹表示，在血液产业方面，美国是一
个监管缺位的“企业国家”。

美国政府对血液产业放任自流，使得这一问题与贫富悬殊、毒品泛滥等其他社会问题
相互交织，成为难以根治的社会沉疴。《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网站文章指出，在美国，资本
主义的缺陷正在以极端扭曲的形式呈现出来。

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

外交部：

敦促美方停止武装台湾
停止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据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记者成欣马卓言）外交部发言人林

剑26日表示，中方敦促美方停止武装台湾，停止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特朗普政府日前解冻

53亿美元“援外资金”，其中包括 8.7亿美元对台军援。中方对此
有何评论？

林剑表示，中方对有关报道感到严重关切。美国向中国台湾
地区提供军事援助，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
信号，中方历来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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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回应加拿大
以涉俄为由制裁中国企业
据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6日就加拿大

以涉俄为由制裁中国企业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中方敦促加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中方将采取必要
措施，坚决捍卫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有记者问，2月 24日，加拿大政府发布声明，对76个向俄罗斯
提供军民两用物项支持的外国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其中包括20
家中国企业。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回应？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作
出上述回应。

俄多地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据新华社莫斯科2月26日电（记者 黄河）俄罗斯国防部26日

通报说，过去一夜，俄防空部队在多个地区拦截了128架乌克兰无
人机。塔斯社报道说，这是今年以来俄罗斯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
外遭遇的最大规模无人机打击。

根据通报，过去一夜，俄防空部队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击
落83架无人机，在克里米亚上空击落30架无人机，在黑海和亚速
海水域上空分别击落 5架和 8架无人机，在布良斯克州和库尔斯
克州上空各击落1架无人机。

乌克兰矿产协议：

披着和平外衣的资源争夺
新华社记者

美国媒体 25日引述匿名乌克兰和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说，美乌双方已
就一项美向乌索要矿产资源的协议达成一致，乌总统泽连斯基将于 28日
赴美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该协议。另据报道，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 26
日表示，乌克兰和美国“已准备好”矿产协议的最终版本，该协议将于 26
日晚些时候获得乌克兰政府批准。

分析人士指出，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三年后，这份拉锯数周、被白宫
宣传为“将带来持久和平”的协议，实则是乌克兰在美国不断施压下的“城
下之盟”。美国新一届政府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其动机并非为了和平，
而是图谋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这种“美国优先”的做法早已不是新鲜事。

这是2月25日在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拍摄的烟花表演活动。
当日，科威特举行一系列活动庆祝国庆日和解放日。2月25日和26日分别是

科威特的国庆日和解放日。 新华社发

科威特：庆祝节日

美政府效率部21名雇员辞职
白宫开始淡化马斯克作用

新华社华盛顿 2 月
26日电 美国政府效率部
21 名雇员 25 日辞职，称
拒绝利用自己的技术专
长“ 废 除 关 键 的 公 共 服
务”。同日，白宫宣布任

命艾米·格利森为美国政
府效率部代理主管。

有美国媒体称，由于
政府效率部争议缠身，白
宫近期开始淡化马斯克在
该机构中的作用，并称马

斯克为非正式负责人。白
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
特表示，尽管马斯克没有
部长职位或正式的决策
权，但他是“特殊政府雇
员”和“总统高级顾问”。

国际观察

拉锯后的协议

什梅加尔说，过去两周，乌美政
府就签署相关协议开展了大量工作，
并“实际上制定了最终协议版本”，该
协议名为“关于设立乌克兰重建投资
基金规则与条件的协议”。

什梅加尔同时表示，乌方不考虑
在没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签署任何
协议，美国支持“乌克兰获得安全保
障以建立持久和平的努力”。

“这是一笔数额非常巨大的交
易。”特朗普25日在白宫对记者说。

据媒体此前报道，按照协议，美
乌将共同设立一项基金，乌方会将本
国石油、天然气、矿产等资源未来收
益的 50％注入该基金。美国将最大
程度地拥有该基金产生的经济利益，
将部分收入用于对乌克兰的再投
资。协议不再包括乌克兰向美国所
有的基金注资 5000亿美元的内容，
同时也不再要求乌方以两倍数额偿
还未来任何美对乌援助。

强力施压

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不久就紧盯
乌克兰的矿产资源。特朗普、美国财政
部长贝森特、美国政府乌克兰和俄罗斯
问题特使凯洛格等轮番登场，通过电
话外交、社交媒体发帖、到访基辅等各
种形式展开外交攻势和强力施压。

一段时间以来，美乌围绕矿产协
议分歧突出。美国想利用矿产协议
逼迫乌克兰交出本国矿产开采权，以
补偿美国对乌援助，泽连斯基则认为
美方“要价”过高，还不包括对乌克兰
的安全保障，因此拒绝美方此前提出
的协议版本。

为了逼迫乌克兰速签矿产协议，
美国开启了“强压”模式：推动同俄罗
斯直接谈判，将乌克兰排除在谈判桌
外；在言论上连连向泽连斯基“开
火”；威胁禁止乌方继续使用美国太
空探索技术公司的“星链”卫星网络
服务；在联合国大会乌克兰问题紧急
特别会议上对乌克兰等多国提交的
决议草案投反对票……特朗普此前
表示，将向乌克兰索要“任何我们（美
国）能得到的东西”。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表评论
说，美国已变成基辅资源的交易型掠

夺者。美国《华盛顿邮报》也刊文指
出，美国新一届政府颠覆了美国近一
个世纪以来处理全球事务的方式，使
世界回到了强国向弱国索取贡品、通
过胁迫扩张领土的时代。

美式勒索皆为利来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加速推进对
乌矿产资源控制，一方面是想实现对
乌援助的所谓“回本”，另一方面旨在
争夺关键矿产进行战略布局。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欧洲研究所所长亚当·
图泽将该矿产协议形容为“一次非同
寻常的勒索行为”。《华盛顿邮报》认
为，特朗普政府将全球事务简化为成
本收益核算，凸显了“美国优先”的政
策立场。

美国盯上的乌克兰矿产资源具
有重要战略意义。基辅经济学院的
一项研究显示，乌克兰拥有超过 100

种关键矿产资源，其中包括被广泛用
于建筑、航天工业的钛和用于制造电
动汽车电池的锂。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刊文说，关键
矿产是“21世纪经济的基础，在地缘
政治中有着重要战略意义”，同乌克
兰的矿产协议是美国争夺未来产业
主导权的战略布局。西班牙《机密
报》网站发表文章指出，乌克兰危机

已从地缘政治冲突转变为经济争端，

“美国已将冲突的解决方案转向一种

交易逻辑”。

尽管美乌就矿产协议达成一致，

但协议落实仍面临多重现实因素制

约。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网站发表文章说，目前乌克兰安全局

势不明，基础设施受损严重，矿产开

采成本高昂，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欧盟也瞄上了乌克兰

矿产资源。据报道，欧盟方面 24日

向乌政府递交了一份矿产合作协

议。同日，乌总理什梅加尔在乌克兰

政府与欧盟委员会举行的联席会议

上说，乌克兰重建为欧洲企业提供了

巨大投资空间，乌克兰将向欧洲提供

切实的“战略优势”资源。

分析人士指出，在跨大西洋关系

裂痕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乌方的表态

进一步凸显了美欧分歧，未来双方在
乌克兰矿产上的竞争或将不断加剧。

新华社北京2月2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