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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逆流而动破坏关键矿产供应链
本报记者 林子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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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围绕镍、钴、锂、锌、锡等关键矿产，美国动
作频频：寻求与资源“富矿”合作、拉拢“矿产伙伴”组
建小圈、构建“去中国化”的关键矿产供应链……美国
试图搭建基于意识形态的关键矿产全球供应链格局，
实现自身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领先优势。然而，
美方逆潮流而动，强行拉拢“小圈子”、建立“买方集
团”，不仅扭曲了美国自身和全球关键矿物供应链的
供求关系，还可能进一步推高全球市场上关键矿产
的价格。最终，不仅美国自身得不偿失，全球供应
链安全也将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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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搭建一个基于意
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全球供
应链格局”

据 《纽约时报》 报道，美国正急于
与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达成一系列协
议，以扩大美国关键矿产获取来源，实
现关键矿产供应链“去风险”。这些协议
所涉关键矿产包括用于电动汽车电池制
造的锂、镍、钴、锰和石墨，用于风力
涡轮机和电动汽车电机永磁体的稀土元
素以及电力网络所需的铜和铝等。

美国还在紧锣密鼓打造“矿产俱乐
部”。据德国 《商报》 报道，4 月，美国
与欧盟达成一项协议，旨在围绕G7国家
建立一个矿产金属供应链网络。据路透
社报道，3月，美国和日本就锂、钴和镍
等电动汽车电池制造所需的关键矿产达成
贸易协议。彭博社报道称，2 月，美国还
寻求与欧盟和 G7 盟友建立一个“关键矿
产买方集团”，确保“可靠地获取关键矿
产”。去年6月，美国国务院提出推进“矿
产安全伙伴关系”，试图拉拢盟友保障关
键矿产供应链并加强本土加工能力。

美国在国内也忙着开矿建厂。4月4日，
美国能源部宣布从《两党基础设施建设法
案》中拨款1600万美元，支持北达科他大学
和西弗吉尼亚大学研究从矿山废料中回收
和提炼稀土元素等关键矿物。在15个月内，
美国能源部将对这些研究进行审查，并依
据相关成果建设关键矿物提炼工厂。2022
年 9 月，《两党基础设施建设法案》曾拨款
1.56亿美元支持建造美国首个此类工厂。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出了美国
这些举动的背后考量：美国目前只生产全
球 4%的锂、13%的钴、0%镍和 0%石墨，
而“全球 80%以上的关键矿物由中国加
工”。因此，为增强清洁能源供应链的

“安全性”，美国必须增强国内生产能力并
加强与伙伴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国
际政治研究部主任赵海对本报记者表示，
当前，关键矿产问题已成为美国全球经济
战略的组成部分。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

《国防生产法案》 把提高关键矿物的国内
产能纳入计划。此后，特朗普曾签署行政
命令，大肆渲染“中国威胁”并宣布矿产
资源进入“国家紧急状态”。2021 年 2 月，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不久发起“百日供应
链评估报告”，对半导体、药品、关键矿
产、高容量电池 4 个领域的供应链进行全
面审查，进一步把关键矿产供应链问题提
高到国家安全的战略位置。近期，美国政
府开始“落子”：投资发展国内生产，同
时通过联盟形成排他性集团。

美国四处“找矿”，既出于自身产业
发展需求，也出于所谓对华战略竞争的需
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研

究员龚婷对本报记者表示，关键矿产不仅
是国防工业的基础，也是许多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原料来源。美国越来越认为，确保
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对确保美国在
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的领先地位至关重要。
作为全球关键矿产主要消费国之一，美国
的多种关键矿产依赖进口，而且很大程度
上依赖中国，这让美国感到了“风险”。
因此，近年来，美国不断开展“关键矿产
外交”，推进与盟友间的政策协调和产业合
作，试图搭建一个基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的全球供应链格局。

不“划算”的方案画了一
张“大饼”

美国的“矿产安全行动”能否奏效？
不少分析对此表示怀疑。矿产储量及产能
问题是一大限制因素。

“尽管美国强调与盟友加强伙伴关系
并与一些 G7国家签署合作协议，但这些富
裕国家都缺矿产资源。和美国一样，这些
国家对关键矿物的需求都远大于供应。”

《纽约时报》报道称。欧洲议会发布的数据
显示，欧盟的矿产对外依存度很高：约 98%
的硼酸盐来自土耳其，93%的镁来自中国，
85%的铌来自巴西。另据麻省理工学院“经
济复杂性观察”国际贸易数据网站的信息，
日本的矿产也高度依赖进口，其中，稀土对
外依存度近100%，钴超过80%，锂超过95%。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近日发文称，
鉴于不同国家在关键矿产方面的资源禀赋
不同，美国及盟友可加强“友岸外包”。
但考虑到这些国家在关键矿产方面的产能
都较为有限，要实现 2030 年清洁能源目
标，有必要对采矿业进行大力度的扩建。
短期内，这些国家根本不可能将中国排除
在关键矿产供应链之外。

美国要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格局中
“另起炉灶”，“缺钱”是另一大难题。美

国“外交政策”网站发文称，去年，美国
国会批准了预算 10 亿美元的国防储备计
划，用于增加战略性关键矿产储备。然
而，2023财年用于增加矿产库存的拨款实
际只有9350万美元。

“在部分关键矿产的生产、冶炼、加
工等领域，中国已形成了技术和成本方面
的比较优势，美国要想加入这些领域并且
实现盈利，难度较高。如果没有大量政府
投资，很难把中国的产能封锁在供应链

‘小圈子’之外。而美国和不少盟友当前
都面临债务高企、利率上升的难题，政府
财政支出本就捉襟见肘，很难拿出大量资
源改造整个供应链。”赵海说，“与此同
时，向发展中国家寻求新的矿源也需要大
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然而，美国自去年提
出筹集6000亿美元组建‘全球基础设施和
投资伙伴关系’以来，至今没能拿出任何
真金白银。投资不足严重制约了美国在关
键矿产领域的行动。”

与此同时，美国高调进军关键矿产开
发，还可能与自身的清洁能源转型目标

“撞车”。
“尽管全球尚有大量未加工的关键矿

产，但开采它们并提炼成可利用产品的代
价十分高昂，不仅技术上有挑战，而且耗
能高、污染严重。”彭博社日前报道称。
美国“外交政策”网站文章表示，美国国
防部一直提倡增加关键矿产库存，然而，
美国不仅面临数十年来阻碍美国采矿、生
产和供应链行业发展的监管、法律障碍，
政客、监管者和环保组织间的分歧也使五
角大楼“独木难支”。

赵海表示，发展清洁能源是美国尤
其是民主党应对气候变化的一项主要政
策措施，而关键矿产的开发及冶炼，尤
其是与稀土、锂相关的开采及冶炼是典
型的污染型产业。在过去的全球产业转
移及国际分工过程中，美国把大量资源
消耗型及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至发展中
国家。如今，美国要在国内重拾矿产开

发及生产，可能造成政策自相矛盾。如
何平衡工业污染和能源转型目标，也是
美国面临的一项巨大考验。

“此外，美国还面临着盟国间的协调
问题。只要‘小圈子’内有一两个国家不愿
意与中国‘脱钩’，美国所谓的供应链联
盟谋划就会落空。而且这将给共和党人以
口实，因此，从国内政治角度来看，美国
的方案也不‘划算’。”赵海说，“总体而
言，围绕关键矿产，美国画了一张‘大
饼’，很难实现其目标。”

引发“资源民族主义”浪潮

《纽约时报》 称，美国的矿产保护行
为正在引发一波“资源民族主义”浪潮。
欧盟成员和加拿大等国政府各自出台了补
贴计划，推进本国新矿山和电池工厂建
设。印度尼西亚、智利、玻利维亚等矿产
资源国也加强了本国矿产保护，给美国的
计划增添更多困难。

国际能源署发布的 《关键矿物在清洁
能源转型中的作用》 报告表示，全球关键
矿产分布高度不均，各国普遍存在矿产供
应与产业发展需求错配的现象，任何国家
要实现关键矿产“自给自足”都十分困
难，加强国际合作才是正确的应对之道。

龚婷表示，美国围绕关键矿物的举
动，是美国逆全球化思潮进一步发酵的表
现。近年来，在半导体、电动汽车、生物
制造等多个领域，美国政府都试图无视全
球产业分工，基于地缘战略需求和同盟关
系，试图打造基于价值观的供应链体系。
美国国会也不断围绕这些领域的供应链

“重塑”和“去中国化”提出诸多法案，
试图把相关举动进一步制度化和框架化。
这些做法不仅违反经济规律，造成效率损
失，也与经济全球化的大势背道而驰。美
国更趋“内顾”、本土主义、保护主义，
将持续损害开放的世界经济和贸易体系，
阻碍全球经济复苏和进一步增长。

专家表示，扰乱全球产业链，美国自
己也得不偿失。“美方逆潮流而动，强行
拉起‘小圈子’、建立‘买方集团’，不仅
扭曲了美国自身和全球关键矿物供应链的
供求关系，还可能进一步推高获取关键矿
产的成本，且成本最终要由买方承担，这
也 将 给 美 国 自 身 相 关 产 业 发 展 带 来 挑
战。”龚婷说。

“美国近年来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
即通过‘美式产业政策’强行改变市场和
全球化竞争形成的全球供应链网络。这种
政府强行干预的后果必然是效率下降及供
应链稳定性降低。美国自己也要承担更高
的成本、更低的效率和更复杂的盟友关
系。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所谓‘去风险’
和‘安全性’，实际上导致人人自危，引
发各方竖起‘高墙’，最终损害全球供应
链安全。”赵海说。

“在加纳首都，要走完阿克拉社
区，必须穿过聚苯乙烯托盘、塑料瓶
以及破衣烂衫堆成的山丘。这些大部
分是由发达国家旧纺织品大量倾泻造
成的污染。”法国 《世界报》 网站日前
报道称。

当前，多个非洲国家面临“洋垃
圾”问题。来自西方国家的大量废旧
电子电气设备、塑料制品、二手衣物
及化学品等，由于超过当地消化能
力，逐渐成为非洲国家的负担。

垃圾大量流入

西班牙 《公众》 日报网站援引国
际环保组织“巴塞尔行动网络”近期
的一项研究称，每天，装满富裕国家
各种废弃物品的海运集装箱都会运抵
非洲的一些港口。这些集装箱多发自
英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爱尔
兰和波兰，最终流入加纳、尼日利
亚、坦桑尼亚等国家。

据 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数 据 ， 当
前，全世界每年产生的 5000 万吨电子
垃圾中，有一半以上最终被填埋或非
法出口到非洲和亚洲。另据世界海关
组织和国际刑警组织的报告，欧洲每
年至少向非洲和亚洲输送 110 万吨电
子垃圾。

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2021 年，
每周约有 1500 万件旧衣物从英国、欧
盟国家、北美国家和澳大利亚运抵加
纳，其中有40%被送往垃圾填埋场。南
非汽车行业协会去年8月也在一份声明

中表示：“非洲已成为欧洲国家二手汽
车的垃圾场。”

经济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瑞士联合通讯社报道称，不少发
展中国家需要进口收音机、电视机、
计算机等二手电器，这在客观上导致
了“洋垃圾”现象长期存在。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西 亚 非 洲 研 究
所、中国非洲研究院研究员杨宝荣接
受本报采访时表示，非洲国家陷入

“垃圾围城”，背后折射出南北发展和
消费水平的巨大差异及国际分工严重
不均衡。

“从供需关系上看，多年来，不少
发达国家存在过度消费现象，造成了
衣物鞋帽等快消品过度生产，随之而
来的二手物品倾销让部分发展中国家
成为了‘牺牲品’。”杨宝荣说，“另一
方面，由于位居全球产业链末端且缺
乏本土制造业支撑，部分非洲国家对
价格低廉的二手商品存在市场需求，
客观上带动了‘洋垃圾’进口。当
前，西方国家有不少机构或企业组织
专门从事垃圾售卖及运输业务，非洲
当地也有不少民众把资源回收、加工
及转售当作谋生之计，由此形成了一
条完整、庞大的产业链。”

杨宝荣表示，“洋垃圾”涌入给非洲
带来了一系列治理难题。随着价格低廉
的进口衣物大量涌入，非洲本土布料与
服装的销售遭遇挑战，这进一步遏制了
非洲本土印染业、纺织机械行业、服装

行业发展，阻碍了非洲本土制造业提
升。与此同时，当地政府还需花费大量
资金投入垃圾回收及环境治理，财政难
以投入扩大生产，使经济发展陷入“恶
性循环”。

“西方国家对非洲的二手产品出口
虽然明面上属于‘合法贸易’‘慈善援
助’，本质上还是为了缓解国内垃圾危
机、转嫁垃圾处理成本而进行的垃圾转
移，其污染后果、治理成本、严重后果最
终由发展中国家承担。”杨宝荣说。

全球性议题

当前，“洋垃圾”问题还在持续威
胁当地人的生命健康。《国际环境研究
与公共卫生杂志》 的一项研究显示，
2020 年，居住在阿格博格布洛谢附近
的人中，有 79%的人身体有剧烈疼痛，
需要每天服用止痛药。其他常见疾病
包括眼部灼痛、消化系统疾病、咳
嗽、皮肤问题、听力受损、呼吸困
难、偏头痛和长期恶心等。

“‘垃圾围城’既关乎非洲国家治
理，也是一个全球性议题。”杨宝荣表
示，为尽快缓解非洲国家压力，国际社
会应秉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予以援助，其中，发达国家应承担切实
责任，完善垃圾处理机制，同时给予非
洲国家资金或技术支持，协助当地建立
废物管理约束机制。与此同时，各方也
应共同发力，促进非洲本土经济工业体
系进步，提升非洲自主发展能力，让这
些国家有一天能对“洋垃圾”说“不”。

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孔圣米克洛什—陶什站至伯斯特尔站区间首对钢轨日前开
始铺设。随着首对钢轨落入承轨槽，匈塞铁路匈牙利段中方段正式启动轨道铺设
工作，标志着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全面进入铺轨施工阶段。

图为孔圣米克洛什—陶什站施工现场，工作人员调整铺轨机作业状态。
弗尔季·奥蒂洛摄 （新华社发）

匈塞铁路匈牙利段铺轨施工匈塞铁路匈牙利段铺轨施工

据英国广播公司近日
报道，今年5月，英国伍斯
特郡一名 79 岁的老人亚当
斯在家中意外跌倒，护工
第一时间拨打急救电话，
然而等来救护车已经是 11
个小时之后。其间，亚当
斯的家人拨打了 12 次急救
电 话 ， 得 到 的 回 复 却 是

“一旦有空余救护车，会马
上派出”。

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
系曾是英国人引以为傲的
全民医疗典范，如今却引
发民众广泛批评。最新统
计数据显示，英国有733万
人在排队等候诊疗，其中
等候时间超过 18 周的人数
超过 330 万，更有将近 36
万人等候时间超过1年，人
数 是 2019 年 同 期 的 261
倍。据统计，民众接受公
立 医 疗 平 均 等 候 时 间 为
14.1 周，是 2019 年同期的
两倍多。在心脏病、中风
等患者中，每 10 人中就有
1人等待救护车的时间超过
1 小时。在医院急诊部中，
等候时间不超过4小时的患
者 比 例 为 74.6%， 远 低 于
95%的设定目标。

统计数据还显示，去
年急诊排队超过 12 个小时
的英国患者人数达到创纪
录的165万。英国皇家急诊
医学院估算，去年英国医
院急诊部有 2.3万名患者因
等候时间过长耽误了治疗
而去世。据英国医疗调查
机构“纳菲尔德基金会”
最新的调查，仅有 36%的
英国民众对国家医疗服务
体系表示满意，为 1997 年
以来最低；不满意比例达
41%，近 20 年来首次超过
满意比例。

英国 《泰晤士报》 分
析称：“英国医疗服务能力
持续退化，是目前危机的
根本原因。”该报引述英国医疗智库健康基金
会的研究报告指出，英国卫生服务水平在近
10年间呈现“持续下降”趋势。

根 据 《英 国 医 学 杂 志》 发 布 的 数 据 ，
2009年至 2019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医
院可用床位分别减少 8.3%和 14.9%。欧盟国
家每 1000 人平均床位数为 4.6 张，英国只有
2.4 张。与 2015 年相比，英国全科医生数量
减少 1800人。因无法获得后续护理支持，大
量达到出院标准的患者不得不继续占用医院
床位，数量占住院床位数的 1/7，导致急诊
患者住不进来、诊疗环节患者积压，服务效
率低下。

英国媒体分析指出，政府投资不足致使
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医护人员、床位、救护
车等资源持续紧张。通胀高企、收入水平下
降等因素也导致大量医护人员选择离职。去
年 12月，英国最大护士工会组织皇家护理学
院组织了其成立106年以来的首次罢工。今年
6 月，英国初级医生计划进行持续 3 天的罢
工。受这些因素影响，去年 12月以来，英国
已有50万例就诊和手术预约被迫延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