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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厂房仓库
低价出租厂房仓库，2000平方米，可分租，水电齐全，

沧州市南10公里，紧靠新104国道。电话：15100818128

美国为一己私利在俄罗斯
和乌克兰之间点燃战火，而这场
战火也让美国在世界各地进行
的秘密生物实验活动在黑暗中
若隐若现。虽然其一再声称，自
己没有研制生物武器，然而众多
事实表明，这一说法难以让人信
服。

生物武器一直是国际军事
和政治领域一个极为敏感的话
题。美国先是推动各国达成《禁
止生物武器公约》，之后又在 20
多年时间里独家反对建立公约
核查机制。隐藏在这种翻云覆雨
立场背后的，是美国对国际国内
现实的精细算计，是在其狭隘安
全观主导下试图谋取全球霸权
的又一恶劣行径。

美国对核查说“不”

世界上公认的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一共就3种，“老大”核武
器、“老二”化学武器、“老三”生
物武器。当全世界看到这“哥仨”
都眉头紧锁的时候，美国却“幸
福感”爆棚。因为美国的核武器
独步天下，几乎实现了“核武器
自由”。在化学武器方面，用中国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话来说，

“美国是迄今唯一一个仍然拥有
化学武器的国家”。在各方面都

“优秀”的美国，不可能在生物武
器上“挂科”。它是到目前为止，
唯一反对建立生物武器核查机
制的国家。

作为国际生物军控的基石，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于 1972年
开放签署，1975 年生效，拥有
180多个缔约国。这是国际社会
第一个禁止一整类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的国际公约，与《日内瓦
议定书》、联合国安理会第 1540
（2004）号决议等，共同构成了国
际生物军控体系的基本制度安
排。

由于公约对缔约国的遵守
情况缺乏监督、核查和惩罚措
施，所以各国普遍意识到，有必
要制定一项包括核查机制在内
的议定书。经过多年谈判，形成
了综合各方立场，包含 23条法
律条款、7个附件和 8个附录的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

书草案。但是，2001 年，公约缔
约国突然发现，多年的努力“白
费了”。

当时，小布什政府明确表
示，因核查议定书草案存在众多
问题和严重错误，所以美国拒绝
接受。随后，在历次审议会上，美
国都明确表示反对重启相关谈
判。其实，美国是最初推动《禁止
生物武器公约》达成的国家之
一。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
专家王小理表示，美国的生物武
器政策受国际及国内政治、科技
人文等多重因素影响，是一种基
于精准算计的策略性取向，是基
于现实主义的脆弱平衡。随着时
代的发展，特别是生物科技的变
革，这种策略性取向和脆弱平衡
很容易转向、坍塌。

冷战后“收割”苏联国家
实验室和科学家

美国之所以“拒绝核查”，
有一个大的历史背景，那就是
冷战结束后，美国以“防止生物
恐怖威胁”等名义“收割”苏联
国家的生物实验室和专家。苏
联解体后，俄罗斯没有足够的
财力来实现核武器以及生化武
器的销毁。在参议员萨姆·纳恩
和理查德·卢格的推动下，美国
国会 1991年通过立法，之后开
启“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用以销
毁苏联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
拆除相关设施。

这一计划由美国国防减少
威胁局负责，其中包括“减少生
物威胁计划”。在华盛顿的一再
延长下，相关工作持续了约 20
年。美国《原子科学家公报》2008
年报道称，该计划最初的重点是
在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
兰实现无核化，之后将工作重点
转向应对生物威胁。

在后续的实施过程中，“减
少生物威胁计划”慢慢走了样，
并非所有存放危险病原体的苏
联国家研究设施都被淘汰，其中
很多实验室都被美国升级改造。
虽然这些实验室设在美国之外，
但俄罗斯近期曝光的证据却显
示，很多实验室是由华盛顿实际
控制的。华盛顿还将这些海外实
验室的研究材料和成果转移至
美国。

在苏联解体后，成千上万科
学家失去工作。美国以防止生物
武器专家因为生活困窘而前往

“流氓国家”为由，建立民用研究
和开发基金会(CRDF)，招揽相
关科学家。公开资料显示，美国
国会 1992年通过立法，之后于
1995年成立CRDF，该基金会的
公共支持机构包括美国国务院、
国防部等，私人支持机构包括索
罗斯基金会等。在成立之初，
CRDF从美国国防部获得500万
美元启动资金，并得到乔治·索
罗斯 1000万美元的捐赠。在最
开始，该基金会每年的预算约为
1000万美元。2000年，美国时任

总统克林顿表示，对CRDF的资
金支持应从当年的 6400万美元
增至1.765亿美元。

美国出尔反尔

可能是随着对生物武器研
究的加深，以及自身生物研究能
力的提高，美国于 2001年，也就
是冷战结束 10年后，明确表示
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核查机制。对于持这一立场的原
因，2002年，美国当时负责武器
控制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
卿约翰·博尔顿说，美国的理由
有 3个：首先，生物武器不可核
查。不同于核武器，生物武器制
造材料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且
生物研究具有双重性，既可以用
于和平目的，也可以用于战争目
的，而研究的真实目的难以确
定；其次，公约核查议定书草案
可能损害美国国家安全，泄露企
业商业机密；第三，草案可能会
被有心之人利用，伊朗、伊拉克
等国可能以公约缔约国的身份，
要求获得有关生物研究的技术
和设备，用于研制生物武器。

对于美国的说法，中国现代
国际关系研究院军控研究中心
主任郭晓兵表示，生物军控有其
特殊性，但公约核查议定书草案
提出的申报、访问、核查等措施
是可行的，也是得到多数国家支
持的。郭晓兵认为，美国在生物
领域似乎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例
如，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非常
不透明，因此美国是否借防御性
生物研究之名行研制生物武器
之实不得而知。

王小理认为，美国出尔反
尔，拒绝建立核查机制有更深层
次原因。首先，美国将国内政治
置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之前。无
论是《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还是
公约核查议定书草案，都是各缔
约国求同存异的产物，是国际利
益最大化的结果，但美国国内多
变的政治气候显然很容易打破
这一脆弱平衡。其次，美国推动
生物武器问题解决的动力机制
发生改变。进入新世纪后，合成
生物学、基因编辑等生物科技的
发展，促使美国重新审视生物武

器的战略价值，签署《禁止生物
武器公约》的原初动力日渐减
弱。相反，以防范生物恐怖威胁
为名，美国生物防御预算急剧攀
升。维护生物科技优势和科技霸
权，实现生物领域的绝对安全，
一跃成为美国的重要战略目标。
再次，美国基于维护本国军事和
工业利益以及同盟利益，对要求
有透明度和受国际法制约的生
物武器军控多边协议持谨慎态
度。加上美国生物制药和生物技
术产业对政府进行游说，美国离
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桌越来越
远。

美国“信誉欠费”

虽然美国总统拜登近期郑
重声明，华盛顿在欧洲没有生物
武器，然而美国历史上曾多次倒
行逆施，导致其信誉破产。在二
战结束后，美国为获得在生物武
器研究方面的优势，曾和日本达
成秘密协议，为 731部队头目石
井四郎等提供庇护。石井四郎后
来还当过美国德特里克营，也就
是后来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
室的生物武器顾问。此外，二战
结束后，美国还将大批纳粹科学
家强行“招募”到美国，为美国服
务。这些人中就包括第三帝国纳
粹生物武器计划负责人库尔特·
布洛梅。

不管是“收割”苏联国家生
物实验室和专家，还是反对建立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
美国给出的理由都很冠冕堂皇。
然而美国资助的多个生物实验
室，被爆曾进行致命的人体实
验。华盛顿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分
布也与当地多起事故发生地高
度重合。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
化学武器的国家，也是唯一反对
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
机制的国家。对海外生物实验室
所进行的研究，美国三缄其口。
面对俄罗斯提出的证据，美国也
只是想用一句“虚假信息”搪塞
过去。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
立坚所说，美国的回应难以交
代，难以服众。

据《环球时报》

出尔反尔“信誉欠费”

美国为何“独家反对”生物武器核查机制

美国军事人员在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前站岗美国军事人员在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前站岗

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升级
以来，日本右翼势力以此为借口
大肆渲染炒作亚太安全威胁。日
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甚至公开提
出日美“核共享”论，还声称“美
国应舍弃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
模糊政策”。

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右翼借
俄乌冲突炒作安全局势，制造紧
张空气，谋求军备扩张，值得亚
太国家警惕。

妄图以“核共享”
挑战“无核三原则”

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核
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自 20世
纪70年代以来将“不拥有、不制
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
则”确立为基本政策，一直延续
至今。

然而，安倍2月27日在一档
电视节目中提出，鉴于俄乌局
势，日本应讨论类似部分北约欧
洲成员国和美国的“核共享”政
策，即美国在盟国基地部署核武
器并在发生紧急情况时由盟国
战机搭载使用。

安倍这种论调在日本政坛
不乏附和声音。执政的自民党政
务调查会长高市早苗建议党内
就“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核
武器”进行讨论，认为在紧急情
况下应允许例外。右翼在野党日
本维新会向日本外相林芳正提
交建议书，要求日本政府讨论

“核共享”以强化防卫能力，并要
求将防卫费增加到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2%。

对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虽
表示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
则”，不会就“核共享”进行讨论，

但同时声称并不反对各政党内
部讨论。自民党为此于3月16日
举行了“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
邀请相关专家介绍情况并进行
了讨论。

对于由安倍等右翼势力挑
起的此轮“核共享”讨论，日本国
内有不少反对声音。日本《朝日
新闻》发表社论批评说，安倍的
言论极其无知，从中丝毫感受不
到作为受核武器打击国家的觉
悟和责任。据日本媒体报道，在
16 日的自民党会议上，与会专
家也不赞成引入“核共享”政策。

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
会”理事长藤田高景指出，安倍
等右翼政客和右翼势力利用俄
乌冲突妄图推行“核共享”，是对
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的攻击，绝
对不能容忍这种谬论。日本应总
结过去侵略和殖民统治给亚洲

国家造成巨大灾难的历史教训，
坚持“无核三原则”。

借台湾“有事”
谋求军力扩张

在鼓吹“核共享”言论同时，
安倍在 2月 27日的电视节目中
还称“美国应舍弃在台湾问题上
的战略模糊政策”。安倍去年 12
月就曾妄称：“台湾有事即日本
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

分析人士指出，日本以往就
有借重大国际事件为自身军事
松绑找理由的先例，此次借俄乌
冲突一再炒作台湾“有事”也是
一样。以安倍为代表的右翼势力
此举意图十分明显，那就是为突
破和平宪法精神和“专守防卫”
原则提供理由。

在去年国会众议院选举中

议席大增的日本维新会目前正
煽动在今年 7月参议院选举的
同时就修宪举行国民投票。自民
党则正积极推进其 4项修宪主
张，其中包括将自卫队写入宪法
第九条，而规定日本不保持战争
力量和放弃国家交战权的第九
条正是和平宪法的核心，也是日
本在二战后走和平道路的法律
基石。自民党已将党内“修宪推
进本部”更改为“修宪实现本
部”，显示出其修宪决心。

藤田认为，目前日本正处于
能否坚守宪法第九条的关键时
刻，今年7月参议院选举结果将
对此产生重大影响。

日本前外务省官员孙崎享
指出，目前日本政坛右翼已不是
少数派，日本政治右倾已十分严
重，这令人担忧。

据新华社

妄图修宪谋求扩张

日本右翼借俄乌冲突之机蠢蠢欲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