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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
我们可以在石油里游泳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新兴的工业国家为瓜分世界资源
发动的第一次机械化战争。战争的最重要启示，就是现代
的机械化战争打的是钢铁和石油的消耗战，打的是矿产资
源消耗战，如果自己国家没有充足的矿物原料保障，就容
易遭受外来的攻击而被切断供应。 一战时， 因为英国成功
切断了德国战时所需的锡这种关键性原料的供应，迫使德
国不得不从焊料中回收锡，甚至收集空罐头盒、钟、铃和管
风琴，以满足对锡的需求。

因此二战前，希特勒毫不掩饰对资源的贪婪。希特勒
说：“如果我们能够占有乌拉尔无穷的原料宝藏和西伯利
亚的森林，而且，乌克兰无际的麦田也展现在德国境内，那
么我们的国家就可以优游自得了。”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正
在进行的时候，希特勒再次提到他的这种狂妄企图：“在很
大程度上说，没有一个国家能比欧洲更能自给自足。哪一
个地区能供应乌克兰的优质铁矿？到哪里还能找到更多的
镍、更多的煤、更多的锰和更多的钼？”希特勒说，如果能把
这块地方弄到手，“不管从哪一方面说，包括棉花，我们将
是世界上最能自给自足的国家。 木材， 我们将有的是；铁
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锰矿，是世界上最大的；至于石
油，我们简直可以在里面游泳。”

日本：
仅南京一城就抢夺黄金6000吨，连尸体镶的金牙也敲下

二战中的日本，在东方扮演资源抢夺的角色，不亚于
德国。1927�年， 以陆军大将田中义一为首的新内阁组成，
田中就认为，日本要称霸世界，首先要解决资源问题，特别

是煤、铁、钢。二战中，日本掠夺了大量受侵略国家的资源
财富。美国作者斯特林·西格雷夫和佩吉·西格雷夫共同著
作的《黄金武士———二战日本掠夺亚洲巨额黄金黑幕》中
披露，战争期间，日本秘密实施了一项掠夺被占领国财富
的计划，即“金百合计划”。1000多年来，南京一直是一个富
裕的城市，也多次被洗劫，但这次却最仔细和系统。据说，
日本秘密宪兵至少收集了6000吨黄金，另外还有无数中国
人喜欢储存的小金块、白金、钻石、红宝石、蓝宝石、艺术品
和古董。日本人做得如此彻底，甚至挖开坟墓，把尸体镶的
金牙也敲下。这些战利品有的直接用船运往日本，或由火
车、汽车运往满洲处理，稀有金属进行分等，其他的首饰被
融化后，重新浇铸为统一尺寸的金锭，再运回日本。

美国：
称“20世纪第一贪”为“最好的朋友”

几内亚是全球铝矾土储藏量最丰富的国家，在殖民时
代遭受了法国殖民者的残酷掠夺。几内亚开国总统塞古·杜
尔斩断“几内亚与法国脐带”后，法国便利用其在铝矾土国
际市场上的定价权、话语权，对几内亚实施全面报复，令这
个昔日西非最富饶的国家一度到了“守着金碗要饭吃” 的
地步。

前扎伊尔（现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蒙博托1997年被
赶下台之前，被人称为“20世纪第一贪”。这个非洲国家拥
有全球绝大多数钶钽矿、镍矿和钴矿资源，为了获取这些
战略资源，一贯打人权、民主和反贪牌的美国，却对蒙博托
百般呵护。美国前总统里根甚至在公开场合亲热地称蒙博
托为“美国最好的朋友”、“一个好人”。为了争夺这些宝贵
资源，一些西方大财团不惜在当地操纵代理人，挑起没完
没了的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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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种原材料诉讼“投石问路” 惯于玩弄双重标准

因为欧美日的买方垄断并不能左右稀土价格的市场
变化趋势，它们把希望寄托在世贸组织的WTO仲裁上，希
望通过其对世贸组织的影响力，做出有利于西方国家的仲
裁结果。 为了争夺中国稀土，这些国家早已结成“统一联合
战线”，打了不少前战。

2009年6月，美欧就将中国对于铝土、焦炭等九种原材
料的出口政策诉讼至WTO。

2012年1月30日，WTO判定中国九种原材料出口限制
制度违规。当时，就有业内人士担忧，美欧对于九种原材料
的诉讼，只是“投石问路”，在得到WTO的支持后，很有可
能将下一个目标锁定稀土。

果不其然，今年3月1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美国
已经联合欧盟和日本， 向WTO提起一项针对中国限制稀
土、钨、钼等在内的17种原材料出口的贸易诉讼，还告状称
中国“囤积资源”。

美欧等国在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上，总是惯于玩弄双
重标准。美国一直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军民两用品实行出
口管制，到今天没有对中国放开。中国将稀土卖给美国，美
国却以安全为由拒将生产出来的产品卖给中国。

对自己不缺少的产品，就对中国封闭市场，强行让中
国卖不出去，而他们稀缺的东西，就强逼中国卖。这样的逻
辑令人反感。一名中国稀土业内人士质问：这难道就是世
界贸易的法则吗？他同时认为，稀土战略收储的作用，主要
还是提高中国在稀土国际贸易中的定价权，避免中国稀土
贱卖，但由于稀土元素作用巨大而用量很小的特性，中国
稀土储备战略基本上不可能对外构成战略制约。 因此，美
国等西方国家的指责毫无道理。

稀土官司暴露了西方哄抢中国资源、遏制中国的嘴脸

针对这场气势逼人的稀土诉讼， 中国也摆出了绝不屈
服的阵式。

美欧等国起诉中国的动机，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3月2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说，稀土官司暴露
了西方哄抢中国资源的嘴脸，还想在稀土贸易中支付“白菜
价”。 有些西方国家自己稀土资源不开采， 当成战略储备，
反逼中国低价出口稀土。有消息称，日本仅将稀土进口总量
的1/3用于生产，其余用作战略储备。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
称，美国就是要打掉中国战略资源的主导权，从各方面把中
国的资源主导权给瓦解掉。

也有观点认为，此事有奥巴马为竞选作秀的因素，但中
华商务网首席分析师马忠普认为，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为
了维护美元霸主既得利益地位， 美国的国家战略重点已经
提出遏制中国，控制亚洲。很显然，遏制中国经济是美国全
方位的国家战略重点。不仅试图针对南海石油组织反华势
力，更从全球资源能源开发上对中国的资源、能源的国际化
开发搅局、争夺。他认为，对稀土资源的开采、生产和出口进
行必要的系统管控措施，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
展到一定阶段后，都会对有限资源管理采取的必要措施。

但世界贸易组织能否站到中国这一边？ 恐怕还是个未
知数。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能源之战。 面对这些资源掠夺
的老手， 中国在应战手段、 方式和心理上似乎都还不太适
应。比如面对美国频频祭出的所谓“337”调查，我们还缺少
更多成功的实战经验。而对方则得寸进尺，再三挑战中国的
利益红线。中国似乎没有做好突然成为对手的准备，以致外
媒认为，中国还有种自卑心理。

资源之争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历史之鉴

对资源的争夺，从来都是发达国家的暴力史

目前，稀土已经纳入中国国家矿产地资源战略储备首批试点。2012年3月12日，工信部部长苗圩表示，为保护我国的稀
土资源及可持续利用，全国稀土企业将整合组建为两至三家大型企业，不断提升稀土产品的附加值。这不仅能加强对稀土
资源的保护，更重要的是在稀土的国际纷争中，增加话语权，进一步谋求定价权。

显然， 美国等一些国家绝不乐意中国这么干。 美欧日这场诉讼的目的，就是还想在稀土贸易中支付“白菜价”。

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在《全球预警》中指出，“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获取和控制自然资源(土地、水、能源和矿产)的
战争，一直是国际紧张和武装冲突的根源。”

从古至今人类历史上大大小小的战争，大部分与侵占和掠夺资源有直接关系。为了争夺资源，老牌发达国家从来都不
遗余力。从一战到二战，到看似平和的今天，资源的争夺，从来都是发达国家的暴力史，甚至是血淋淋的战争豪夺史。

刚果的娃娃兵。 这本该是个富饶繁荣的国
家，但数十年来各种力量对资源的抢夺，导致内
战连连， 超过400万刚果人惨死在这不停歇的争
夺中。

包钢和尾矿坝邻近的新光村，一刮风，尘土飞扬。

“双反”：

指对来自某一个（或几个）
国家或地区的同一种产品同时
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自
2004年加拿大首次对我国烧烤
架产品发起“双反”调查以来，
截至去年11月， 我国已先后遭
受“双反”调查37起，连续15年
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
的国家，连续4年成为全球遭受
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

“337调查”：

根据美国 《1930年关税
法》，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可以
对进口贸易中的不公平行为发
起调查并采取制裁措施。 由于
其所依据的是《1930年关税法》
第337节的规定，因此，此类调
查一般称为“337调查”。2011
年， 我国出口产品共遭受69起
贸易救济调查， 涉案总金额约
59亿美元，其中17起美国337调
查，涉案总金额约7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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