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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观天下·苏丹局势

全球变暖严重威胁农业生产

新华社北京 7 月 24 日电 《参考消
息》日前刊登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报道
《热浪先行，食品价格通胀接踵而至》。 报
道摘要如下：

今年夏天即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
的夏天之一。在美国菲尼克斯，最近几天的
气温达到了 118 华氏度 （约合 48 摄氏度）
的历史新高。 欧洲正在与发生在希腊和瑞
士阿尔卑斯山的野火作斗争。 意大利的多
数大城市都发布了极端高温红色警报。

在重要的粮食产区， 农民正遭受苦
难。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地球观测站的数
据显示，在这个生长季节，堪萨斯州的农
田里到处都是生长不良和被烤焦的作物，
因为该州大部分地区都处于干旱状态。堪
萨斯州的冬小麦收成预计将创历史新低：
美国农业部最近估计，该州的收成将比去
年减少 22%。

据欧盟委员会估计，西班牙小麦产量

预计将比 5 年平均水平低 38%。 意大利一
家大型乳品组织说，受高温影响，奶牛产
奶量将比正常情况少 10%。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地球系统科学教授
蒂姆·伦顿说：“随着极端天气开始出现，一
些有数百年历史的粮食产区可能崩溃。 ”

不稳定的天气还意味着，农民将更频
繁地面对极端天气。 发表在英国《自然合
作期刊-气候与大气科学》 杂志上的一项
研究显示，1981 年，美国中西部的小麦种
植者可能预计每 100 年会出现异常极端
的天气。 如今，极端天气每 6 年就可能对
美国的收成造成破坏。

农业面临的恶劣条件意味着，消费者
将在杂货店受到惊吓。一些地区的中央银
行已经在考虑气候变化对物价的影响。欧
洲中央银行估计，去年夏天欧洲的热浪将
食品价格通胀率推高了 0.67 个百分点 。
欧洲中央银行认为，到 2035 年，气温升高
每年将使全球食品价格通胀率上升 0.92
到 3.23 个百分点。 结果最终会落在这个
宽大区间中的何处，部分取决于从现在起
到那时全世界能减少多少碳排放。

这场武装冲突，已经持续一百天了！

截至 23 日 ， 苏丹武装部队同准军
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的冲突已经持续
100 天 。 在首都喀土穆等地 ，大量平民
遭战火围困 ，缺水少粮 ，度日如年 。

在喀土穆北部，市民阿巴斯·穆罕默德·
巴比克尔告诉法新社记者，他们全家眼下每
天只能吃上一顿饭。 即便这样，能撑多久也
是疑问。 “我们的粮食只够吃两天了。 ”

留在喀土穆、尤其是北部城区的居民
眼下面临缺水危机。 当地自来水厂在武装
冲突 4 月 15 日爆发后不久就遭破坏。 供
电同样断断续续。

市民埃萨姆·阿巴斯说：“交战不停，
再也没有集市，我们也没有钱了。 ”

在与喀土穆隔河相望的恩图曼市，当
地颇有名气的小提琴家哈立德·森胡里上
周去世，其友人在社交媒体上说他“死于
饥饿”。 森胡里生前在网上发帖说，因为战
火，他没法离家去买吃的，家里仅有的食
物远远不够果腹。

路透社以一些目击者为消息源报道，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快速支援部队向
喀土穆以南的杰济拉州进军，进入一些村
庄，苏丹武装部队则对他们发动空袭。

在全国主要城市之一、南达尔富尔州
首府尼亚拉， 冲突双方 20 日开始在一些
居民区交火。路透社援引医疗机构消息报
道，至少 20 人丧生。 联合国方面说，当地
5000 户居民被迫逃难，一些关键设施据报

遭到劫掠。
现年 35 岁的萨拉赫·阿卜杜拉说 ：

“子弹朝房子飞来。 我们很害怕，没人保护
我们。 ”

苏丹军方 23 日说，一架民用飞机当晚
因“技术故障”在东部苏丹港机场坠毁，导致
9 人丧生，包括 4 名军人。 一名女童幸存。

苏丹港位于红海西岸，是苏丹唯一的海
港，冲突爆发后遭战火波及较轻。 苏丹港机
场是苏丹全国唯一仍在正常运营的机场。

据关注全球冲突活动的“武装冲突地
点与事件数据库项目”追踪，这场冲突已
经导致超过 3900 人死亡。 国际移民组织
说， 冲突导致超过 260 万人流离失所，大
多数是喀土穆居民。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说，冲突爆发
前，苏丹三分之一人口已然面临饥饿。 冲
突爆发以来，这一机构已向 140 多万人提
供紧急食品援助。

路透社分析， 无论苏丹武装部队，还
是快速支援部队，都无法宣称获胜。 前者
拥有空军和炮兵，而后者在喀土穆地面战
占据绝对优势。

尽管冲突双方表示愿意接受国际斡
旋，但无论东非邻国还是美国、沙特阿拉
伯等国参与调停，都没能带来持续停火。

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均派出
代表团到沙特红海港城吉达，试图重启停
火对话。 但代表武装部队阵营的苏丹外交
官员 21 日说，谈判未能“严肃”开始。 双方
先前达成过数份临时停火协议，但一直未
能得到真正落实。

（新华社专特稿 胡若愚）

普京：俄罗斯今年粮食丰收
将持续供应非洲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 24
日发表的文章中说，俄罗斯今年粮食收成
有望再创新高，“将继续大力向非洲供应
谷物、食品、化肥和其他产品”。

克里姆林宫网站当天发表一篇普京
署名文章，标题为《俄罗斯和非洲：共同努
力实现和平、进步和成功的未来》。俄第二
大城市圣彼得堡定于 27 日主办第二届俄
罗斯-非洲峰会和俄罗斯-非洲经济和人
道主义论坛。

普京在文中说，俄罗斯去年向非洲出
口 1150 万吨谷物， 今年上半年出口量将
近 1000 万吨。

普京说， 欧洲国家以执行欧洲联盟对
俄制裁为由， 在欧洲港口累计扣留 26.2 万
吨俄罗斯化肥。 虽然俄方承诺把这些化肥
无偿捐赠给发展中国家， 但欧洲国家仍不

断制造障碍，其中只有 5.4 万吨化肥运抵非
洲国家马拉维和肯尼亚。 另一方面，在黑海
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执行期间，乌克兰运出
3280 万吨农产品， 其中 70%以上运往包括
欧盟国家在内的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只
有不到 3%送抵最贫穷国家。

普京说，签署粮食协议的初衷是为确
保全球粮食安全、 帮助亚非拉发展中国
家，而执行过程中“受益者却是那些贩卖
粮食的欧美企业”， 协议因此已失去其人
道主义意义。

俄罗斯、乌克兰去年 7 月与土耳其和
联合国签署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协
议本月 17 日到期。 俄外交部 17 日说，这
一协议遭公然破坏，继续执行协议“毫无
意义”，因此不再延长该协议。

（新华社微特稿 王宏彬）

期待为乌干达赢得奖牌
———乌大学生运动员憧憬成都大运会

“我将发挥出最好水平，期待遇到强的
对手， 我会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赢得比赛
上。 ”乌干达羽毛球运动员、工程学专业在
读大学生肯尼思·姆万布日前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起成都大运会，脸上写满了憧憬。

姆万布将与其他 30 多名乌干达大学
生一起参加成都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
运动会。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一处设施简
陋的羽毛球馆里，他在训练之余向记者讲
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

姆万布的家庭十分贫寒， 他自 2016
年开始正式羽毛球训练以来，一直努力通
过各种渠道获得训练装备，包括最基本的
球拍和羽毛球。 凭着对羽毛球的热爱，他
克服各种困难， 通过刻苦训练， 终于在
2021 年进入乌干达国家羽毛球队，这使得
他有机会参加一些国际比赛。

姆万布没有到过中国， 十分期待此次
成都之行。 他同时表示，大运会的比赛将十
分艰苦和激烈， 他已经做好充分的心理准
备。

姆万布所在羽毛球队的带队教练弗
雷迪·基拉博表示，成都大运会机会难得，
“对我们的团队、我们的羽毛球项目来说，

都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
在坎帕拉的一座游泳馆里，多媒体专

业大学生伊曼纽尔·基瓦努卡正和队友们
进行大运会赛前的最后集训。 他告诉记
者， 他已为成都大运会备战很长时间，期
待在成都为自己的国家取得好成绩。

“我一周要练六天。 我的愿望是创造
个人最佳成绩，并能拿到奖牌。 ”他说，他
对即将到来的大运会比赛十分期待，同时
“在成都将认识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
体验他们所代表的不同文化。 ”

成都大运会乌干达代表团副团长帕
特里克·赛布里巴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
对成都大运会的高水平准备工作表示赞
赏。 他说，赛事筹备方与包括乌干达在内
的参赛方之间的沟通一直非常顺畅。

中国在推动体育事业发展方面取得
的成就让赛布里巴赞叹。 “我非常渴望去
成都， 想亲眼看一看照片里的那些场馆，
体验那里的运动设施。 ”他说，乌干达代表
团已经为成都大运会做好了准备，相信成
都大运会将是一场令人难忘的盛会。

（新华社坎帕拉 7月 24 日电
记者 聂祖国）

从“盗版者”到“卫道士”
———起底美国假借保护知识产权维护霸权内在逻辑

鼓励发现发明， 保护创新创造，促
进科技应用———这是保护知识产权的
应有之义； 推动经济和社会效益最大
化，改善人类生活质量，促进全球共同
发展———这是保护知识产权的终极目
标。

然而，作为技术上具有先发优势的
国家，美国长期以来把保护知识产权工
具化、政治化，动辄以长臂管辖、高额关
税等举措打压别国，以此谋求美方一己
私利，巩固自身霸权，阻遏其他国家尤
其是新兴国家发展进步。

从早期 “抄近道”， 到现在 “耍霸
道”，美国从“盗版者”摇身一变为所谓
“卫道士”， 以保护之名行垄断之实，根
本目的是谋取自我利益最大化。众多专
家指出，美国的知识产权政策奉行实用
主义、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违背国际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初衷。

以“窃取来的产权”建立
头号工业强国

美国知识产权保护有着不光彩的
过去。现在动辄对别国“指手画脚”的美
国，曾是全球知识产权盗窃行为的“温
床”。 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与公共事
务研究所教授彼得·安德烈亚斯表示，
美国只是在成为领先的工业强国之后，
才变成知识产权保护的“捍卫者”。

享有“美国工业革命之父”美誉的
塞缪尔·斯莱特曾是英国纺织厂学徒，
违反英国法律把当时先进的水力纺纱
机技术带到美国， 被家乡人斥为 “叛
徒”。 波士顿商人弗朗西斯·卡博特·洛
厄尔在英国工厂窃取动力织布机技术，
并成功在美国“复制”。

建国初期，美国政治精英不仅不排
斥窃取欧洲先进技术，还公然鼓吹和支
持。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对屡屡在英国
入狱的美国商业间谍托马斯·迪格斯不
吝赞美，认为他“不仅友善 ，还充满热
情”。 华盛顿还曾推荐英国商人豪厄尔
到美国弗吉尼亚州设厂，专门嘱咐州长
不要公开豪厄尔姓名，避免给后者在英
国“惹麻烦”。

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更是
在影响深远的 《关于制造业问题的报

告》中声称，欧洲国家先进技术出口禁
令“自私”“排外”，还称应激励将“具有
超凡价值的技术改良和秘密”带到美国
的人。

美国福德姆大学历史学教授多伦·
本-阿塔尔感叹道， 美国的工业革命
“诞生于窃取来的产权”。

尽管美国很早就制定版权法 、设
立专利局， 但缺乏监督申请真实性的
意愿和手段，仅仅依赖个人“宣誓”，而
且还不保护外国人权利。 美国政治经
济学家帕特·乔特认为，当时的美国就
是全球工业盗版者逃避法律追责的
“超级避难所”。

美国一度也是图书盗版大国 ，甚
至图书馆和书店都充斥盗版书。 19 世
纪英国文学大师狄更斯曾是美国盗版
之风的受害者， 他和其他知名英国作
家联名向美国国会请愿， 希望阻止盗
版，但并未得到认真回应，最后只能不
了了之。

1886 年，旨在维护国际版权的《保
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 缔结。
尽管美国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通过公
约文本的国际会议，但因美国出版业不
发达，参加公约对美国不利，所以美国
没有签署该公约， 直到一百多年后的
1989 年，美国才最终加入这一公约。

用“美式标准”推动美国
利益最大化

美国巩固经济先发优势和全球霸
权，重要工具之一就是强推保护知识产
权的“美式标准”。美国把保护知识产权
纳入其霸权工具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
当时，日本技术和经济迅猛发展，长期
保持对美贸易顺差，让美国对自身全球
竞争力产生危机感。

1985 年， 美国总统工业竞争力委
员会在一份报告中强调，要充分发挥美
国优势，就要把知识产权保护作为政策
议程上优先事项。不仅扩大美国国内知
识产权保护范围，还要推动美国的贸易
伙伴———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
遵守美式规则。

这就是说，美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实
质是维护其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地位。
也正因此，美国将所谓“保护知识产权”
与 “市场准入”“操纵汇率”“反倾销、反
补贴” 等一同纳入维护其全球霸权的
“工具箱”。 在美国《1974 年贸易法》第

301 条基础上，《1988 年综合贸易与竞
争法》 设立专门针对知识产权问题的
“特别 301 条款”。 该条款规定，美国贸
易代表有权对别国是否充分保护美国
知识产权进行评估，并采取报复措施。

专家表示，美国表面上是为了保护
知识产权所有者的合法利益，但由于它
把持定义“合法利益”的权力，强行让他
国遵守美国法律，实施长臂管辖，实际
上是在维护其全球经济霸权。

相关政策甫一出台，美国就向拉美
第一大经济体巴西“动手”。为支持美国
制药业利益集团的侵权指控， 美国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对巴西部分输美产
品加征关税，并阻挠巴西在关贸总协定
框架下申诉，迫使巴西修改国内法维护
美企利益。

日美贸易谈判中，日本也不得不就
保护美企知识产权作出承诺。有分析指
出，被迫采纳“美式标准”是日本经济走
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美国不仅强迫贸易伙伴适用 “美
式标准”，还试图在国际机制中推动保
护知识产权的“美式标准”。 美国联合
发达国家在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
谈判中纳入知识产权议题， 推动达成
《 与 贸 易 有 关 的 知 识 产 权 协 定 》
（TRIPS）。TRIPS 对不同发展水平国家
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采取“一刀切”模
式，其达成被看作是美国“特别 301 条
款”的国际化。

美国在国际上推动知识产权保护，
不是简单地为了维护创新或推动进步，
更多是要对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施加
“美式标准”，把发展中国家应得利益转
移到发达国家，推动美国利益最大化。

高筑技术壁垒阻遏新兴
国家发展

当今世界，多极化、全球化深入发
展，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
起，推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向着更
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成为普遍心声。在
这种背景下， 美国企图谋划 “更高标
准”、更排外的知识产权体系，以巩固其
垄断地位，阻遏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发展。

本-阿塔尔是《商业秘密：知识盗
用与美国工业力量的起源》 一书作者。
他在书中指出，美国等国家保护知识产
权的逻辑是霸权主义。 过去几十年，美

国等发达国家把高污染、高人力成本产
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经济重心集中在
高技术产业和服务，因此更加重视维护
“知识资本”。

美国并不满足于 TRIPS 带来的利
益，甚至把为保证欠发达国家获取医疗
技术和药品的条款批评为“知识产权保
护漏洞”， 寻求建立更严苛的多边知识
产权机制。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过长期
闭门谈判后，于 2011 年就《反假冒贸易
协议》达成一致。 该协议从多个方面提
高了 TRIPS 下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
将来一旦生效， 在国际贸易机制传导
下将严重侵害发展中国家利益。 此外，
美国主导的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
定”（美墨加协定） 也在知识产权方面
大做文章。

采取长臂管辖、 高额关税等是美
国在知识产权领域惯用的单边措施 。
今年 1 月颁布的 《2022 年保护美国知
识产权法》 再度扩大知识产权保护范
围和手段， 增强了可供选择的制裁力
度和范围。

美国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对发展
中国家设卡立障， 其本质是想要把发
展中国家“锁死 ”在全球产业链 、价值
链最底端。 已故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
院教授约翰·巴顿生前曾对媒体表示，
通过知识产权规则杜绝发展中国家的
模仿战略，“将彻底窄化他们实现经济
起飞的选择”。

在这种政策引导下，美国企业早已
习惯“圈知运动”。 在各国滥用规则，超
常规大量申请专利，甚至将通用词汇申
请商标，对基础性专利的定义拓展到概
念原理和操作方法，导致知识产权概念
无谓扩大，知识产权纠纷更加复杂。

从“盗版者”到所谓“卫道士”，美国
的内在行事逻辑从未改变。 盗取纺织技
术是为了谋取商业利益、发展本国经济；
利用知识产权规则给新兴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使用先进技术层层设限，也是为
了服务美国利益，保持先发优势，维持全
球霸权。 美国的相关做法扭曲保护知识
产权的初衷，不仅无益于推动创新和进
步，反而给全球创新发展造成障碍。借保
护知识产权之名行霸权主义之实，充分
暴露美国“卫道士”的虚伪本质。

（新华社北京 7 月 24 日电
记者 宿 亮）

西班牙大选初步结果
显示人民党成为
议会第一大党
7 月 24 日，在西班牙马

德里，人民党主席阿尔韦托·
努涅斯·费霍（左五）与支持
者互动。西班牙内政部 24 日
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
示，在 23 日举行的西班牙议
会选举中， 右翼政党人民党
成为议会第一大党， 但没有
获得单独组建政府所需绝对
多数席位。

新华社记者 孟鼎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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