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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者：特朗普破壞規則 將適得其反

【大公報訊】綜合《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
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旨在加快開採深海礦產的行
政令，可能為一些大型採礦公司獲得開採許可鋪平道
路。美媒披露，總部位於加拿大溫哥華的金屬公司
（TMC）已在華盛頓游說多年，並計劃於今年6月通過
其美國子公司提交在國際水域採礦的申請。

TMC一直在尋求獲得深海採礦許可。據《華爾街
日報》報道，自2021年以來，該公司已花費68萬美元
（約530萬港元）游說美國政府。TMC行政總裁傑拉德
．巴倫日前接受採訪時聲稱，該公司已準備好進行深海
採礦的船隻。今年3月TMC首次透露計劃向特朗普政府
申請深海採礦許可時，其股價大幅上漲。此前，該公司
陷入財務危機，現金餘額僅有約300萬美元。

美媒此前披露，TMC最初將大部分游說費用花在宣
傳 「深海採礦可推動美國能源轉型」 上，但未受到美國
議員重視。2023年起，該公司將游說方向轉向國防領

域，迎合鷹派共和黨議員在關鍵礦產領域 「擺脫對中國
依賴」 的思維，成功引起這些議員的興趣。去年底，得
州共和黨人還曾致信五角大樓，要求其提供資金用於研
究能否在TMC位於得州的子公司進行礦產加工。環保組
織則表示，TMC已走投無路，並批評其違反國際法。

採礦公司重金游說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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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謀挖公海礦產 全球齊聲譴責
無視國際規則 暴露霸權本質

美國總統特朗普24日簽署旨在加快深海採礦活動的行政令，試圖繞

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單方面向企業發放在國際水域採礦的許可

證。此舉招致全球幾乎所有國家的反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25日

指出，特朗普政府的行徑再次暴露出，美方為一己之利無視國際法和國

際秩序的單邊主義做法和霸權本質。環保組織和科學家警告說，貿然進

行深海採礦恐將破壞海洋生態環境，引發生態災難。

美國美國

墨西哥墨西哥
夏威夷

各國領海範圍
國際水域

克拉里昂─
克利珀頓區

•含有大量
鎳、鈷、
錳等關
鍵礦產

▶ 環 保 人 士
2023年在美國
與墨西哥附近
海域舉行抗議
活動，反對深
海採礦。

資料圖片

Q：為何引發爭議？
•貿然進行深海採礦可能造成安全風險、破
壞海洋生態環境。根據1994年《聯合國
海洋法公約》，各國對其海岸200海里以
內的水域擁有專屬經濟權利，但國際水域
受國際海底管理局（ISA）管轄。歐盟、
中國、俄羅斯等170個締約方正在探討如

何監管深海採礦活動，在此之前ISA不會
發放採礦許可證。美國國務院一直派代表
出席相關會議，但其實美國國會從未批准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美媒指出，特朗
普政府單方面決定加快深海採礦的決定再
次表明其無視國際規則。

大公報整理

Q：特朗普想做什麼？
•美國總統特朗普於24日簽署行政令，要求根據1980年
《深海海底礦產資源法》加快在美國水域和國際水域的
深海採礦活動，包括加快向企業發放採礦許可證。美媒
指出，特朗普盯上了東太平洋克拉里昂—克利珀頓區
一帶的結核礦，該地區位於墨西哥和夏威夷之間的公
海，含有大量鎳、鈷和錳等關鍵礦產。

Q：為何此時採取行動？
•鎳、鈷、錳等礦產對可再生能
源、鋼鐵和國防生產等領域至關
重要。特朗普政府稱，此舉將
「確立美國在海底礦產勘探和開
發領域的全球領先地位」 ，抗衡
中國在該領域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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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譴責
特朗普

美國加快深海採礦Q&A

來源：紐約時報

美國盯上國際水域礦產資源

國際海底管理局（ISA）
ISA秘書長卡瓦略警告

說，美國政府單方面批准在
國際水域進行深海採礦活動
是非法的，將破壞《聯合國
海洋法公約》保護的多邊主
義、透明度和集體利益原
則，也將對相關國際談判造
成負面影響。

中國外交部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郭嘉

昆指出，美方的行政令涉及
不屬於國家管轄範圍的國際
海底區域，還涉及美國單方
面非法劃定的200海里以外
的大陸架。上述行徑再次暴
露出，美方為一己之利無視
國際法和國際秩序的單邊主
義做法和霸權本質。

環保組織
綠色和平組織表示，美

國政府無權為了少數公司的
利益而破壞深海環境，特朗
普試圖繞過聯合國程序單方
面進行深海採礦的行為是對
多邊主義的侮辱。

美國學者
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

貝尼奧夫海洋科學實驗室主
任麥考利批評說，特朗普政
府不遵守既定的全球規則，
將適得其反。美國斯克里普
斯海洋研究所海洋學家萊文
警告說，擾亂深海生態系統
可能產生連鎖反應，造成難
以預料的後果。

大公報整理

【大公報訊】據《華盛頓郵報》報道：美國總統特
朗普以 「對抗中國在關鍵礦產領域的影響力」 為藉口，
試圖繞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進行深海採礦，受到廣
泛質疑。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貝尼奧夫海洋科學實驗
室主任麥考利指出，特朗普政府此舉將適得其反。

麥考利表示，特朗普政府不遵守既定的全球規則，
將在地緣政治和資源控制領域讓美國不進反退。一些分
析師亦質疑貿然進行深海採礦的必要性。美媒表示，目
前傳統採礦業提供的鎳和鈷已經過剩，且對這些礦產需
求最大的電動汽車電池製造商正在轉向依賴其他元素的
電池設計。在這種情況下，急於推進高成本的深海採礦
項目似乎得不償失。

美媒指出，特朗普政府試圖減輕在稀土等關鍵礦產
領域對中國依賴的目標也難以實現。建立新的供應鏈既
繁瑣又成本高昂，而且中國在稀土產業規模和供應鏈完
整性方面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其他國家難以複製。澳

洲礦業項目投資和運營商Cove Capital行政總裁阿爾陶
斯表示，想要建立一條不依賴中國的供應鏈，至少需要
10至15年時間。伯明翰大學的哈珀博士指出，特朗普希
望從烏克蘭、格陵蘭島等地獲得關鍵礦產，但其關稅政
策和其他敵對行為惹怒曾經的盟友， 「這些國家和地區
是否還會把美國視為優先合作的對象，還有待觀察」 。

【大公報訊】特朗普在行政令中指示美國政府根據
1980年《深海海底礦產資源法》，加快向企業發放在美國
水域和國際水域採礦的許可證。他聲稱，此舉將 「確立美國
在國家管轄範圍之內和之外的海底礦產勘探和開發領域的全
球領先地位」 ，並對抗中國在該領域的影響力。美媒指出，
特朗普盯上了東太平洋國際水域克拉里昂─克利珀頓區一帶
的結核礦，該地區估計藏有210億噸多金屬結核，包括鎳、
鈷和錳等關鍵礦產，對可再生能源、鋼鐵和國防生產等領域
有重要意義。

特朗普的行政令試圖繞過《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招致
全球幾乎所有國家的反對。根據該公約，各國對其海岸200
海里以內的水域擁有專屬經濟權利，但國際水域受國際海底
管理局（ISA）管轄。據《華盛頓郵報》報道，歐盟、中
國、俄羅斯等170個締約方正在探討如何監管深海採礦活
動，在各方達成共識前ISA不會發放採礦許可證。

中方：違國際法、損國際社會利益
除美國外的所有主要沿海國家均已批准《聯合國海洋法

公約》。美國國務院一直派代表出席相關會議，營造出美國
有意遵守公約的假象，但美國國會始終未正式批准該公約。
ISA秘書長卡瓦略指出，儘管美國未批准該公約，特朗普政
府單方面批准在ISA管轄水域進行深海採礦的行為仍是非法
的。她補充說，美方此舉將破壞公約保護的多邊主義、透明
度和集體利益原則，也將對相關國際談判造成負面影響。

郭嘉昆強調，根據國際法，國際海底區域及其資源屬於
人類共同繼承財產，在國際海底區域從事礦產資源的勘探和
開發活動，必須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ISA框架內
進行。郭嘉昆指出，美方行政令還提到在所謂 「外大陸架」
開採礦產資源，這同樣是違反國際法、損害國際社會整體利
益的行為。200海里以外大陸架定界規則源自《聯合國海洋
法公約》，美國在未批准該公約的情況下無權主張外大陸
架，卻單方面非法劃定界限，將大面積礦產資源豐富的海床
納入其管轄。

綠色和平組織批評說，特朗普政府試圖繞過聯合國程序
的行為是對多邊主義的侮辱。該組織表示： 「美國政府無權
單方面允許一個行業破壞人類的共同遺產，也無權為了少數
公司的利益而破壞深海環境。」

深海開採恐釀生態災難
深海採礦涉及使用重型機械採集海床中薯仔大小的多金

屬結核，對技術要求極高，且可能造成無法預料的環境風
險。美媒表示，許多國家有意進行深海採礦，但普遍共識是
經濟利益不應凌駕於環境風險之上。

多名科學家表示，被開採的海床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恢
復，並且人類目前對多金屬結核在海洋生態系統中的作用知
之甚少。克拉里昂─克利珀頓區棲息着許多罕見的海底生
物，深海保護聯盟聯合創始人詹尼說： 「我們認為，生活在
該地區的大約一半物種的發育都離不開多金屬結核。」

美國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海洋學家萊文警告說，地球
上的生態系統是互
相關聯的，擾亂海
洋生態系統可能引
發連鎖反應。貿然
進行深海採礦將損
害漁業，甚至影響
海洋吸收和儲存二
氧化碳的能力，進
而導致全球加速變
暖。

（綜合報道）

◀特朗普無視
國際規則，受
到國際社會廣
泛譴責。

法新社

▲貿然進行深海採礦可能破壞海洋生態
系統，影響生物多樣性，圖為棲息在海
底礦產附近的海綿。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