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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美国《华盛顿邮报》1 日刊载 1974 年起为该
报撰稿的乔治·威尔专栏文章，指出民主党籍总
统拜登力推的“买美国货”政策实际已“误入歧
途”，滋生出种种弊端，如推高人力和原材料成
本、加重联邦政府财政负担、遏制经济活力、“养
肥”职业说客……

拜登2021年7月视察位于宾夕法尼亚州斯克
兰顿市的麦克卡车公司组装厂，其间宣布扩大版
的“买美国货”政策，适用面覆盖联邦政府当时一
年 6000亿美元采购预算中大约三分之一的商品
和服务。他要求联邦政府采购的制成品中“美国
制造”成分最低占比从 55%提高至 60%，到 2029
年则提高至75%。

麦克卡车公司属瑞典沃尔沃集团旗下，在
拜登视察时，其制造卡车所用钢材大多来自欧
洲。按照美国凯托学会经济学者斯科特·林西
科姆的说法，这是因为这家企业当时“不知道
哪里有合适的美制替代品”。到现在，这种情
况可能并未改变。

据《华邮》解读，宾州属于可能左右选情的“摇
摆州”之一，拜登此次视察旨在讨好日益疏远民主
党的美国蓝领选民。和其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一
样，“买美国货”可以保护部分蓝领就业岗位，但代
价实属高昂。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一项研究显
示，要留住受保护行业的一个就业岗位，美国每
年要花费 25万美元的财政税收。而各企业为规

避和适应新规，不得不新增大批白领岗位，比如
聘用大批律师以为产品争取“豁免”待遇，还得
聘用更多财会人员，以计算和填报产品的“美
制”成分比重。

“买美国货”政策或许有助于保护美国本土
列车车厢生产商。2018 年，这一产业员工占美
国全部工厂就业岗位的 0.2%。然而，美国国会
研究服务部 2019年援引一项加拿大出资的研究
报告称，撤销相关政策虽然可能导致美国制造
业流失 5.7万个就业岗位，却能同时激发经济活
力、促进效率提升，从而在其他行业创造超过 30
万个就业岗位。

文章提到，拜登上月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时
有一点“不寻常”：当他誓言“联邦基础设施项目所
用全部建筑材料都要在美国本土制造”时，两党议
员均报以掌声。

照此承诺，材料成本将被推高，从而降低投入
联邦基础设施项目税款的购买力。这意味着美国
联邦政府将增加而非减少借贷。美国联邦政府当
下本来就“钱紧”，而拜登实际是在承诺抬高财政
赤字。

代表运输企业利益的美国公共运输协会警
告，“买美国货”可能导致“建筑材料成本达到原来
的双倍、三倍乃至四倍”，另一方面则使美国本土
建筑材料得到“意外收获”。

不过，无论政策让哪个行业受损、哪个行业得
益，职业说客总是赢家。民主党籍前总统贝拉克·

奥巴马任内，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弗里蒙特
的可再生能源企业索林德拉公司斥资近
180万美元游说政府批准贷款，“吃”掉 5.35
亿美元联邦资金后，宣布破产。

文章认为，当下在美国，所谓“进步主
义”派别主张政府理应对市场有所干预；

“民粹主义”阵营认为“买美国货”受民众欢
迎，因此理应支持。因而在政治极化对立
的氛围中，“买美国货”这一“坏主意”却获
得了两党一致支持。

（海洋）

围绕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美国与俄罗斯方
面2日在印度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交锋。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当天要求俄方延
长这一协议，称俄方有意造成运粮船“积压”。俄
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则批评西方“无耻
地埋葬”了这份由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
斯斡旋而来的协议。

前一天，俄外交部通报，拉夫罗夫已经与土耳
其外交部长梅夫吕特·恰武什奥卢在印度新德里
会晤，讨论了延长这一协议的前景。俄方强调，只
有在俄罗斯农民和化肥商的利益获得考虑、俄农
产品和化肥产品“不受阻碍”地进入世界市场的前
提下，俄方才会继续执行协议。

去年 7 月，俄罗斯、乌克兰就恢复黑海港口
农产品外运与联合国和土耳其签署协议。协议
有效期 120 天，同年 11 月 19 日到期。同时，俄

罗斯与联合国签署有关俄农产品出口的谅解备
忘录，以确保俄粮食和化肥畅通无阻地进入世
界市场。

去年10月底，俄罗斯指认乌克兰袭击参与保
障海上粮食走廊安全的俄方船只，一度宣布暂停
参与执行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俄方还多次
就协议涉俄部分落实情况表达不满，指出俄方农
作物和化肥出口仍因西方制裁遇阻，涉及支付、运
输、保险等多个方面。

去年11月17日，俄外交部宣布将黑海农产品
外运协议延长120天。这一协议将于今年3月18
日到期，只有在各方没有正式提出反对的情况下
才会继续延长。

联合国方面已多次呼吁再次延长这一协议。
（郑昊宁）

俄罗斯官员 2日说，俄南部与乌克兰接壤的
布良斯克州发生“恐怖袭击”，一个乌克兰武装团
体开火打死一人并劫持一批人质。不过，乌方官
员迅速否认这一说法。

俄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告诉媒
体记者，这是一起“恐怖袭击”，俄方“正采取措施
消灭这些恐怖分子”，同时试图查明“谁应对此负
责”，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正在听取安全部门有
关此事的汇报。

普京晚些时候发表电视讲话说，一个乌克兰
破坏团体在俄罗斯边境向平民开火，犯下恐怖主

义罪行。
布良斯克州州长亚历山大·博戈马兹在社交

媒体上说，乌克兰一个“破坏和侦察团伙”向一辆
行驶中的汽车开枪，打死一名当地居民，一名 10
岁儿童受伤。他说，乌方还在其他一些边境地区
发动无人机袭击和发射炮弹。

俄罗斯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乌方人
员还潜入俄罗斯村庄，扣押多名村民作为人质。

对于俄方说法，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米哈
伊洛·波多利亚克迅速予以否认。他在社交媒体
上写道，俄方说法不实，是“蓄意挑衅”。（郑昊宁）

美媒：“买美国货”政策已“误入歧途”

俄罗斯说俄乌边境现“恐怖袭击”
乌方否认

美吁俄延长黑海运粮协议
俄批西方“埋葬”协议

多因素叠加
致英国“西红柿荒”

当英国人突然遭遇西红柿和黄瓜
限购，英国政府把原因归结于异常天
气所致的海外供货地农作物减产。然
而，不少民众质疑，欧洲这么大，为何
英国深陷困境乃至限购，“脱欧”因素
在其中起到多大作用？

对此，美联社2日援引专家的说法
报道，“脱欧”可能助长了果蔬短缺局
面，但并非主要原因。不利天气、英国
冬季果蔬供应过于依赖进口和能源价
格飙升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这
场“果蔬荒”。

过去两周来，英国不少超市果蔬
货架变空，包括乐购在内的大型超市
对西红柿和黄瓜等果蔬实施限购，还
有超市限制成品沙拉的购买数量。英
国政府安抚民众称，短缺情况可望数
周内好转。

在英国，冬季果蔬供应严重依赖
进口。据报道，英国冬季超市中供应
的西红柿和黄瓜仅 5%为本土生产，有
时这一比例甚至更低。在西红柿海外
供货地摩洛哥，强降雨和洪灾导致减
产；另一产地西班牙去年经历罕见高
温干旱，今年又出现反常低温。在果
蔬出口约占全国出口量约四成的西班
牙南部农业大省阿尔梅里亚，西红柿、
黄瓜和茄子 2月前三周的产量较去年
同期减少了20%以上。

英国全国农民联合会已多次呼吁
降低对进口农产品的过度依赖，以减
少英国人餐桌所承受的外部风险。

然而，本土冬季种植面临能源成
本压力。英格兰南部温室种植业者理
查德·迪普洛克说，他的能源账单达到
往年冬季的六倍。“我们无力负担（去
年）12 月和（今年）1 月的温室供暖费
用，要到2月才开始种植。很多西红柿
种植业者都陷于同样境地。”

在迪普洛克看来，通胀高企大背
景下，英国超市却不愿提高采购价格，
令其在与欧洲其他国家争取货源时处
于劣势。

至于“脱欧”影响，埃克塞特大学农
业研究教授迈克尔·温特说，果蔬供应
已然紧张，向非欧盟成员国英国出口意
味着需要更多手续，这进一步降低了英
国市场吸引力。“‘脱欧’令问题更为严
重，这一点毋庸置疑。” （陈立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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