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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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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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克兰矿产协议：

披着和平外衣的资源争夺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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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斯社汇总数据显示，2024年全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

动区域外的30余个地区共击落乌军7345架固定翼无人机。

俄多地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新华社开罗2月26日电（记者张猛）喀土穆消息：苏丹喀

土穆州政府26日说，25日发生的军用飞机坠毁事故造成46

名军人和平民死亡，另有10人受伤。

喀土穆州政府新闻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说，事故发生后，

喀土穆州卫生部门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将遇难者遗体和

伤者送往附近医院。目前伤者正在接受治疗，救援工作仍在

继续。

苏丹武装部队发言人办公室25日发表声明说，军方一

架军用飞机当晚在首都喀土穆西部恩图曼市坠毁，造成多

名军人和平民伤亡。军方人士告诉新华社记者，这架安东

诺夫型军用飞机因技术故障坠毁，当时该飞机正在执行军

事任务。

苏丹军用飞机坠毁致46人死亡

新华社洛杉矶2月25日电（记者谭晶晶）根据美国航天

局最新测算结果，一颗编号为“2024 YR4”的小行星在2032年

12月22日撞击地球的可能性已基本排除，撞击概率已降至

0.004%。

这颗近地小行星于2024年12月27日由位于智利的“小

行星撞击地球最后警报系统”首次发现，预计直径在40至90

米之间。自去年年底以来，天文学家一直持续追踪观测这

颗小行星，并调整分析数据。近期，美国航天局持续下调撞

击概率。

美航天局24日表示，随着对“2024 YR4”的持续观测，美

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近地天体研究中心的专家对该小行星

的轨道进行了更精确的计算，将其在2032年12月22日撞击

地球的概率下调至0.004%，并认为未来一个世纪内，该小行

星对地球没有显著威胁。此外，该小行星在2032年12月22

日有很小的可能性会撞击月球，目前计算的撞击概率为

1.7%。

美航天局表示，小行星“2024 YR4”不再对地球构成重大

威胁，它为天文学家提供了宝贵的机会来测试行星防御科研

和预警流程。美航天局将继续观测该小行星，获取有关科学

数据。

美航天局：

小行星“2024 YR4”撞击地球可能性基本排除

新华社东京2月26日电（记者李子越 陈泽安）美国海军

运输舰和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26日停靠日本冲绳县石垣岛

民用港口，引发当地民众强烈抗议。

26日上午，日本海上自卫队“黑部”号训练支援舰与美

国海军“圣迭戈”号两栖船坞运输舰先后抵达石垣岛，并列

停靠在石垣港码头。据石垣市消息，两舰此次靠泊将持续

至28日，主要目的是“物资补给和船员休整”。据冲绳当地

媒体《琉球新报》报道，美军运输机定于26日降落在新石垣

机场。

不少日本民众26日聚集在港口附近抗议，高喊“让美日

军舰回去”“拒绝一切关联战争的事物”等口号。此前，当地市

民团体针对美军和日本自卫队舰艇停靠计划举行集会并发表

声明，表示“坚决反对美日军舰停靠石垣港”。

石垣岛没有美军基地，当地港口和机场均为民用设施。

当地媒体报道，2023年以来，美军军舰已连续3年在此靠泊，

此前也发生过美军军机未事先通知就临时降落当地机场的情

况，给当地民众生活造成影响，引发广泛担忧。

日本冲绳民众抗议美日军舰停靠民用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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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宣布美国政府效率部代理主管人选，并再次

谈论埃隆·马斯克在特朗普政府中的身份。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这些辞职雇员致信白宫办公厅主

任苏茜·怀尔斯，称马斯克招募的人手只会空谈政治，没有完

成任务所需的技能或经验。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说，这

些雇员不辞职也会被开除。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1月20日在宣誓就职当天签署行政

令，组建由马斯克牵头的名为政府效率部的顾问委员会，并声

称这将大幅削减联邦开支，以恢复联邦政府的能力和效率。

近期，美国政府效率部因获取多个联邦政府部门信息，遭多方

批评，并在多地引发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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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白宫宣布任命艾米·格利森为美国政府效率部代

理主管。据介绍，格利森曾在特朗普首届政府中任职。过去

一段时间里，格利森担任美国政府效率部与其他机构之间的

联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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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悉，特朗普将于26日召开自重返白宫以来首次内阁会

议，马斯克将出席会议。

美政府效率部21名雇员辞职
白 宫 再 谈 马 斯 克 身 份

加沙地带实现了停火，但在约旦河西岸，

另一场战争恐怕正在酝酿。连日来，记者在

约旦河西岸不断听到这样的担忧。

加沙地带停火协议不久前正式生效，那

里的巴勒斯坦人暂时得到了喘息之机，而巴

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战火并没有停止。以色

列军方自1月21日起又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发

起大规模、长时间的军事行动，已造成数十名

巴勒斯坦人死亡。

联合国2月13日发布报告说，由于以军

持续袭击，位于杰宁、图勒凯尔姆和图巴斯的

共计4个难民营及其周边地区，已有超过4万

名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其中，杰宁难民营

里几乎已空无一人。许多流离失所者被迫租

房，高昂的租金让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

“家被炸毁后，我们逃了出来。现在我们

住在亲戚家，但没有电，没有水，也不知道什

么时候才能回去。生活变成了地狱。”从杰宁

难民营逃离的巴勒斯坦人奥姆·艾哈迈德告

诉记者。

以军行动造成当地基础设施大规模破

坏。联合国2月20日发布报告说，在杰宁省，

超过3.3公里的污水管网和21.4公里的供水

管道严重损毁。在图勒凯尔姆省，约2.7万

人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在图巴斯省，超过

4公里的供水管道和卫生基础设施遭破坏，

约1万人受到影响。

记者2月中旬在以军撤离后的法拉难民

营看到，难民营主干道被整条挖开，管道破

裂，最近又经常下雨，导致现场泥泞不堪，当

地民众在其中艰难行走。

在法拉难民营一处被炸毁的楼房废墟

旁，巴勒斯坦人艾哈迈德·索布赫告诉记者，

这栋三层楼房曾经住着他的三个兄弟和家

属，一共15口人。以军对难民营进行了大规

模入户搜查，并告知他们要炸楼。

“我很害怕，很伤心。现在我们没有房子

了，我们没有任何地方可去，也不想去任何地

方，因为这里才是我们的家。”艾哈迈德的女

儿拉万达·索布赫告诉记者。

“以军想把所有巴勒斯坦人都赶出巴勒

斯坦的土地。”拉万达表示，即便如此，当地民

众也不会离开，“我们会留在这里。巴勒斯坦

属于我们。”

近来，记者明显感觉到，以军提高了在

约旦河西岸军事行动的强度。无人机频繁

轰炸约旦河西岸北部，造成大面积的破坏。

国际社会不断表达对约旦河西岸“加沙化”

的担忧。

据《以色列时报》2月 23日报道，以色

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他已指示以军至少

在未来一年内驻扎在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

营，不允许约 4万名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

人返回。

更令人担忧的是，多辆以军坦克当天开

进约旦河西岸，这是自2002年以来首次。

约旦河西岸不断紧张的局势在当地居民

中造成恐慌。杰宁居民马哈茂德·法拉杰对

记者说：“很多个晚上，我们都因飞机声和子

弹声无法入眠，现在他们的坦克又来了。我

们的家园被摧毁了，我们中有人被逮捕和杀

害。我们又能去哪里？”

（新华社拉姆安拉2月26日电）

何以为家？约旦河西岸正成为第二个加沙
新华社记者 黄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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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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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2月26日在泰国东
部巴真府拍摄的事故现场。
据泰国东部巴真府道路安全
指挥中心26日消息，一辆旅
游巴士当天在该府发生翻车
事故，已造成 17 人死亡、32
人受伤。

新华社/路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