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烏共同創建一個投資基金，雙方各佔一半股權，共同管
理。烏克蘭未來開發自然資源所得收入的50%將投入該基
金；美國對烏克蘭的新軍援將被計入對該基金的出資。

•該基金專門投資烏克蘭項目，包括礦產和能源開採等，美烏
雙方將共同決定具體投資方向。該基金收入和捐款在美烏均
不徵稅。

•協議未明確提及烏方尋求的安全保障，也未包含特朗普提出
的讓烏克蘭 「償還」 美國軍援等條件。 大公報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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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多次波折，美國與烏克蘭4月30日終於簽署《美烏重建投資基金
成立協議》（即美烏礦產協議），讓美國得以從烏克蘭礦產資源中獲利。
美國總統特朗普稱，該協議意味着 「美國從烏克蘭獲得的將比付出的
多」 。與此同時，特朗普政府通知美國國會，將向烏克蘭出售價值至少
5000萬美元（約3.9億港元）的軍事裝備。值得注意的是，協議仍未明確
提及烏方尋求的安全保障。

【大公報訊】烏克蘭第一副總理兼
經濟部長斯維里堅科4月30日抵達華盛
頓，與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共同簽署美
烏礦產協議，核心內容是美烏共同創建
一個投資基金，各佔一半股權；烏方未
來開發自然資源所得收入的50%將投入
該基金；美國對烏克蘭的新軍援將被計
入對該基金的出資。按照協議，該基金
的資金將專門投資烏克蘭項目，包括礦
產、石油和天然氣開採以及相關基礎設
施建設或加工項目。協議還需經美國國
會和烏克蘭議會批准才能正式生效。

斯維里堅科稱，美烏雙方在管理基
金時均無主導投票權，體現了 「平等夥
伴關係」 ，且烏克蘭保留對境內礦產資
源的所有權和控制權。但烏政府承諾，
當本國法律與協議存在衝突時，以協議
規定為準，不得以國內法為由拒絕履行
協議義務。特朗普則稱，這份協議 「理
論上」 意味着美國從烏克蘭獲得的將比
付出的多，美國獲得的收益 「將遠遠超
過3500億美元」 。特朗普此前聲稱，前
任美國總統拜登向烏克蘭提供了3500億
美元援助。他補充說，自己不想因為沒
有收回 「投資的資金」 而顯得愚蠢。

特朗普擬重啟對烏軍售
烏克蘭總理什梅加爾稱，協議沒有

要求烏克蘭就三年多來美國對烏軍事及
其他援助償還任何 「債務」 ，滿足了烏
方一項關鍵訴求。但協議也沒有明確提
及烏方一直尋求的安全保障。什梅加爾
提到的基金治理原則、美方10年內不提
取收益、100%資金再投資烏克蘭重建等
細節同樣未包含在4月30日
簽署的協議中。

俄聯邦安全會議副主席
梅德韋傑夫表示，特朗普實
際上是在迫使基輔用礦產資
源換取新的軍援。烏媒援引
消息人士披露，在美烏達成
礦產協議當天，特朗普政府
通知美國國會，計劃通過直
接商業銷售向烏克蘭出口價
值至少5000萬美元的 「國防
相關產品」 。報道指出，這
是特朗普重返白宮以來首次

計劃批准對烏軍售。3月3日，他下令暫
停所有對烏軍援。

特朗普承諾上台後迅速結束俄烏衝
突，但迄今進展有限，且美方侵吞瓜分
烏克蘭資源的企圖昭然若揭。克里姆林
宮前顧問馬爾科夫表示，美國此時與烏
克蘭達成礦產協議，意味着通過和平談
判結束俄烏衝突更加困難，因為特朗普
政府將自己視為烏克蘭的 「共同所有
人」 。烏克蘭智庫新歐洲中心4月29日公
布的最新民調顯示，89%的烏克蘭民眾
不信任特朗普，相較去年底幾乎翻倍。

最後一刻仍在討價還價
美媒援引消息人士披露，為敲定協

議文本，美烏雙方團隊上周五通宵工作
至周六早上，簽署協議當天亦工作至凌
晨。但斯維里堅科抵達美國後，雙方仍
就協議內容爭論不休。貝森特稱，烏方
決定在最後一刻做出一些修改，但並未
透露具體修改內容。據悉，基輔方面認
為，最初的協議草案過分偏向美國，因
此引入了新條款。

今年1月特朗普重返白宮以來，多次
施壓烏方簽署礦產協議，並要求烏方用
礦產等資源 「償還」 美國軍援。烏方認
為特朗普嚴重誇大美國援助金額，並否
認基輔有償債義務。經過艱難談判，烏
方準備接受協議，但澤連斯基2月28日在
白宮與特朗普及美國副總統萬斯激烈爭
吵，雙方不歡而散，協議也被擱置。3
月，美方在新版協議草案中提出更過分
要求，包括控制烏境內能源基礎設施。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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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以色列時報》
報道：當地時間4月30日，耶路撒冷
郊區突發山火，以色列進入 「國家緊
急狀態」 。以總理內塔尼亞胡5月1日
表示，已有18人因涉嫌縱火而被逮
捕，其中一人是在縱火時被當場抓
獲。

據悉，起火點位於耶路撒冷以西
地區，隨後迅速蔓延至1號高速公
路，導致該高速公路雙向封閉。目
前，火災已導致多個社區、旅遊景點
的居民和遊客緊急疏散。以防長卡茨
宣布，以色列進入 「國家緊急狀
態」 。

以消防部門1日表示，約155支消
防隊正在參與滅火工作，但火勢尚未
得到控制。至少17名消防員受傷。以
色列急救機構表示，醫護人員正在救
治數名傷者，多數是因為吸入煙霧而
身體不適。

此次山火的具體原因尚不明確。
內塔尼亞胡稱，已有18人因涉嫌縱火
而被逮捕。由於起火地區有大片森

林，加上強風影響，火情非常嚴峻。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1日表示，
歐盟已啟動民事保護機制幫助以色列
滅火。

來自希臘、塞浦路斯、克羅地
亞、意大利、法國等國的消防飛機已
被派往火場。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

亦提出派遣救援隊，但以色列政府尚
未對此作出回應。

以色列原計劃1日舉行獨立日慶
祝活動，但受火災影響，很多活動被
取消。內塔尼亞胡的兒子亞伊爾暗
示，以色列左翼人士可能參與縱火，
以擾亂獨立日慶祝活動。

耶路撒冷山火蔓延 18人涉縱火被以色列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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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夏季：
•烏總統澤連斯基提出用礦產換取美國提供安全保障的想法。

2025年
•1月20日：特朗普上台，多次施壓烏方簽署礦產協議，但提出

要求烏方 「償還」 美軍援等條件，烏方拒絕接受。

•2月28日：澤連斯基訪美，與特朗普及美國副總統萬斯發生激
烈爭吵，協議被擱置。

•3月下旬：特朗普政府提出新版協議，提出更過分條件，包括
控制烏能源基礎設施等。

•4月18日：烏政府公布與美國達成的礦產協議意向備忘錄文
本。

•4月30日：美烏終於簽署礦產協議。 大公報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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鈦和鋯（用於製造導彈、飛機、噴氣式發動機等）
石墨（用於製造電動汽車電池）
稀土（用於製造武器、電子產品等）
鋰（製造電池的另一種關鍵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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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兵力有限，無法為烏克蘭提供安全保障。
圖為英國士兵4月22日在法國參加英法聯合軍
演。 法新社

▲基輔1日因無人機襲擊發生火災，烏克蘭消防人員
正在滅火。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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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聯合
早報》報道：新加坡將於3日舉行大選。
該國總理黃循財1日表示，美國總統特朗
普發動關稅戰造成的衝擊短期內不會平
息，新加坡乃至全球經濟都將受到影
響。

黃循財1日在勞動節集會上表示，美
國關稅戰可能導致全球經濟增長放緩，
也將加劇新加坡目前面臨的挑戰，包括
生活成本上漲等。

黃循財重申，美國關稅戰引發的風
暴不會迅速平息。 「我承諾，我們會共
同面對這場風暴。」 新加坡貿工部已將
該國今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預
測 由 「1% 至 3% 」 下 調 至 「0% 至
2%」 。

特朗普4月30日在白宮內閣會議上談
到關稅影響時承認，關稅可能讓美國貨
架變空，孩子們 「以前能買30個玩具，
現在只能買兩個了，而且這兩個玩具也
會比之前正常的時候要貴一些。」 同
日，美國國會參議院擱置一項旨在阻止
特朗普徵收所謂 「對等關稅」 的提案。

目前共和黨在參議院佔53席，民主黨佔
47席。

投票時，3名共和黨議員倒戈支持提
案，兩黨各有一名潛在支持者缺席，最
終結果為49票贊成、49票反對。在提案
可能稍後獲得通過之際，參議院多數黨
領袖圖恩要求就是否擱置該提案進行第
二次投票。副總統萬斯緊急趕到國會，
投下決定性一票，以50票比49票的結果
擱置該提案。

新加坡總理：美國關稅風暴短期難平息

美烏終簽署礦產協議 未提安全保障
特朗普謀侵吞資源 或影響俄烏談判前景

▲黃循財表示，美國發動的關稅戰對新
加坡經濟造成衝擊。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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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泰晤士報》報
道：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期在所謂 「俄
烏和平計劃」 中提議由歐洲部隊為烏
克蘭提供安全保障。英媒4月29日披
露，英國國防參謀長拉達金曾詢問其
歐洲同行，歐洲方面是否能集結一支
6.4萬人的部隊前往烏克蘭，但由於各
國兵力和資金不足，連2.5萬人都難以
湊齊。

英法兩國牽頭組建 「志願聯
盟」 ，旨在為烏克蘭提供安全保障。
《泰晤士報》援引消息人士披露，歐
洲各國防長和軍方高層在制定相關計
劃時，拉達金詢問其歐洲同行，若俄
烏達成和平協議，歐洲方面是否願意
集結一支由6.4萬名士兵組成的部隊，
並將其部署至烏克蘭。拉達金此前曾
表示，英國願意向烏克蘭派遣1萬名士
兵。但其他歐洲國家的防長表示，不
可能湊齊6.4萬人，即便是2.5萬人也
需要 「各方通力合作」 才可能實現。

消息人士還透露，波蘭、西班牙
和意大利已排除向烏克蘭派兵的可能
性，芬蘭和德國亦對派兵持反對態
度。一名歐洲官員直言，若沒有美國
的深度參與，組建6.4萬人部隊的目標
就不可能實現。與俄羅斯接壤的北約
成員國愛沙尼亞4月30日稱，該國準備
好在俄烏停火之後向烏克蘭派遣一支
「連級軍事部隊」 。拉脫維亞同日表
示，該國 「理論上準備好」 加入 「志
願聯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