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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联合国 2 月 26 日电 （记者王建

刚）联合国安理会 26 日一致通过第 2656 号决议，

呼吁所有成员国支持在冲突地区实现“持续的人

道主义停火”，以确保新冠疫苗在世界各地，包括

在冲突地区都能实现公平获取。

这一决议呼吁所有成员国为世界卫生组织

主导的“新冠疫苗实施

计 划 ”提 供 资 金 ，以 帮

助 发 展 中 国 家 获 得 新

冠疫苗，共同克服阻碍

公 平 获 取 疫 苗 的 运 输

障碍，支持局部停火，使新冠疫苗得以在冲突地

区接种。

对于安理会通过的这一决议，世卫组织总干

事谭德塞当天在日内瓦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很

高兴，他认为要真正解决公平分配问题，还必须

严肃考虑“专利豁免问题”。

联合国安理会呼吁——

冲突地区实现停火以确保各国公平获取疫苗

据新华社罗马 2月 26日电 （记者叶心可、

陈占杰）二十国集团（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

会议 26 日以视频方式举行，会议强调应保持扩

张性政策，以帮助各经济体摆脱新冠肺炎疫情带

来的负面影响，并让各国公平地获得安全的新冠

疫 苗 以 及 诊 疗 手 段 。

与会者一致认为，应避

免 过 早 退 出 财 政 和 货

币政策支持。

根据意大利财政部

发表的声明，与会者呼吁国际金融机构开发更多

工具，以满足长期全球融资和储备需求；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IMF）应制定一项总体特别提款权分

配建议。与会者普遍支持强化 IMF 储备，扩大其

放贷能力，以支持遭到疫情重创的贫困国家。

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强调——

应 保 持 扩 张 性 财 政 和 货 币 政 策

世界贸易组织近日发布的最新一期《货物

贸易晴雨表》显示，2020 年第四季度全球货物

贸易增长强劲，延续了第三季度谷底反弹的势

头。不过，由于全球贸易的关键领先指标出口

订单指数和汽车产品指数均出现见顶下滑趋

势，其扩张步伐在 2021 年上半年恐难以持续。

全球贸易有望拉动经济增长，但其正面效应需

要更长时间显现。

短期来看，疫苗接种工作的有效性将直接

影响全球贸易和经济复苏势头。受疫情影响，

企业普遍开工不足甚至停产，造成国际物流迟

滞和货物贸易成本增加，人们的收入和消费信

心降低也从需求端对全球产业链形成挤压。如

果全球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发达经济体和东亚

各国的生产供应能力有望充分释放，届时宽松

的财政和货币环境将助推北美、欧盟和亚太等

地区的贸易投资活动快速修复，从而促进全球

经济增长。

早在疫情发生前，全球贸易投资活动对经

济增长的支撑力度就有所减弱，在经历最初一

个阶段的补偿性反弹后，国际贸易可能保持与

全球产出增速一致的缓慢增长。 2008—2019
年，世界货物贸易年平均增速与该时期全球总

产出增速几乎持平，与此前 10 年二者接近 2∶1
的比例形成鲜明对比，表明在贸易保护、地缘政

治、各国要素成本优势相对变化等结构性因素

推动下，国际贸易格局正逐步发生改变，贸易及

其带来的专业化分工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

地位被削弱。因此，全球贸易规模和经济增长

回归疫情前水平尚需时日。

中长期看，各国应对结构性因素的变化、全

球产业链重构是全球贸易复苏和发展的关键。

2020 年，我们既看到全球货物贸易相关保护措

施新增 1146 条，较前一年增加 5.2%；也看到多

边、双边经贸合作得到维护，如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中欧投资协定

谈判如期完成等。后疫情时代，为强化供应链

的韧性和灵活性，政府和企业将积极推动产业

链布局多元化和区域化。

总体而言，短期内，疫情形势的缓解有利于全球经济增长，并在

二者间形成良性循环。全球贸易的中长期发展前景及其对经济增长

的促进作用，则有赖于结构性因素的变化、全球产业链的调整以及各

国政府对国际合作、维护贸易环境的态度。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坚持

多边合作是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期望。全球通力合作克服现有障碍，

国际贸易将有望在未来 10 年焕发新生，为实现可持续经济复苏提供

助力。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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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美国联邦航空局发布一项紧急适航

指令，要求美国各航空公司对配备普惠 PW4000
引擎的飞机在执飞前进行特定检查。美国国家

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此前出现引擎故障的美

联航波音 777—200 客机的引擎风扇叶片受损与

金属疲劳有关。

出事的美联航客机 2 月 20 日从美国科罗拉

多州首府丹佛国际机场起飞后，右引擎外壳解

体并爆炸起火。飞机被迫返回丹佛国际机场并

安全着陆，返航途中引擎碎片掉落，所幸没有造

成人员伤亡。波音 777 客机是由波音公司制造

的双引擎宽体客机，出事飞机已经飞行了 26 年，

使用的是普惠公司生产的 PW4000—112 引擎。

美国联邦航空局在声明中表示，在审查现

有数据并考虑了其他安全因素后，操作人员必

须对每个 PW4000 引擎前部的大型钛风扇叶片

进行热声成像检查。美国联邦航空局称，在获

得进一步数据后，可能会修订指令，设定新的检

查间隔时间。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罗伯特·萨姆

沃特表示，出事引擎的 22个风扇叶片中有一个从

根部断裂，另一个从中间折断。事故中，飞机机

身有轻微损坏，机翼与机体连接处的一块玻璃纤

维被刺穿，但没有出现结构性破损。接下来，美

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调查引擎整流罩与飞

机分离的原因，以及引擎燃料已关闭但仍发生火

灾的原因。普惠公司表示，正积极与运营商和监

管机构协调，支持更新 PW4000 引擎的检查间隔

时间。

类似引擎故障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就在

美联航客机出事的同一天，一架波音 747—400
货机从荷兰马斯特里赫特机场起飞后，引擎出

现故障，部分金属零部件碎片掉落。这架货机

也使用了普惠公司 PW4000 系列引擎。2018 年

2 月和 2020 年 12 月，美联航和日本航空公司的

波音 777 客机搭载的普惠引擎也发生类似故障。

波音公司称，目前生产的波音 777 飞机均搭

载通用电气公司的引擎，事故不会影响相关机

型飞机生产和交付。美联航和美国航空公司相

继表示，旗下的部分波音 777 飞机的引擎由通用

或罗尔斯—罗伊斯提供，将正常执行飞行任务。

（本报华盛顿 2月 28日电）

美国监管机构初步评估显示—

波音777飞机引擎故障与金属疲劳有关
本报驻美国记者 吴乐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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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举行的联合国环境大会发出
呼吁，强调自然的恢复对于地球及人类
生存至关重要，敦促各国加快履行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全球倡
议中作出的承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近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

各成员国代表及环保人士通过视频方式参会。大会主题为

“加大力度保护自然，实现可持续发展”。与会代表呼吁各国

加强协调合作，采取有力行动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助力

实现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及疫后世界经济复苏。

强调优先应对环境问题

“如何在疫后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中，优先考虑基于自然

的解决方案”成为本次大会重点议题。大会通过的声明指

出：“如果我们在与自然的互动中保持目前不可持续的模

式，未来将面临疫情反复的风险。”大会呼吁推动更具包容

性的多边主义，携手应对环境挑战，“人类的健康和福祉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自然”。

大会上提到的一系列惊人数字警示着环境问题的严峻

性：以目前的速度，全球平均气温将在 2040 年左右甚至更

早上升 1.5 摄氏度；自然界 780 万个物种中，约有 100 万个物

种正面临灭绝；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约有 1/3 的河流受到

严重污染；人类每年丢弃 5000 万吨电子垃圾……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报告指出，目前世界上 1/4
的疾病负担源于与环境相关的风险，包括暴露在人类自己

产生的有毒废物中而导致的疾病。该报告主要作者罗伯

特·沃 森 认 为 ，当 前 的 紧 急 情 况 要 比 几 年 前 预 期 的 严 重

得多。

因环境问题衍生的安全和发展挑战不断凸显。2 月 23
日，联合国安理会就气候变化与和平和安全问题举行了高

级别辩论会。会议明确指出“气候变化的破坏是危机的放

大器和倍增器”，“气候变化使河流干涸、收成减少，破坏关

键基础设施，并导致动荡和冲突的风险加剧”。

报告称，考虑重新启动经济的国家应该把保护环境放

在首位，“危机为我们提供了重新思考如何加速向可持续未

来转型的动力”。人们必须使用更加科学的手段、作出更大

胆的决策，在保护人与自然的活动中持续创新和进行投资，

“只有这样才能在恢复生态系统、拥有更健康的生活以及稳

定的气候方面取得成就”。

敦促各方落实相关承诺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厄·安诺生在发言中强

调采取行动的重要性：“保护环境相关承诺已有多年，但仍

缺乏足够行动。克服危机的行动必须联合起来，如果部署

得当，疫情恢复和经济刺激方案可以带领我们走向一个包

容和可持续的未来。”她在大会边会活动中呼吁，各方必须

采取有力行动，推动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她敦促各国领

导人加快履行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全球倡议中

作出的承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现在是重塑我们与自然关系的关键一年。”联合国秘

书长古特雷斯在大会开幕式视频致辞中指出，疫情导致数

以百万计的民众陷入贫困，不平等现象正在加剧。当下，人

类面临三重环境危机：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每

年导致约 900 万人死亡的环境污染问题。古特雷斯强调，

所有的环境、社会和经济挑战都是相互关联的，必须共同应

对和解决。

古特雷斯呼吁更加重视通过切实行动，防止免受日益

频繁和严重的气候影响。他敦促安理会成员发挥自身影响

力，以确保《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届缔约方

会议取得成功，并动员包括国际金融机构和私营部门在内

的其他各方发挥作用。

大会主席、挪威环境大臣洛特瓦能认为，环境外交在应

对危机方面有着关键作用。未来社会是否能抵御气候危机

和致命病原体传播，关键在于政策和监管改革、充足的资

金，以及技术和创新手段的运用。

呼吁采取更多切实举措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相关报告发现，如果资金投入得

当 ，到 2030 年 ，绿 色 复 苏 可 以 促 使 全 球 碳 排 放 量 减 少

25%。大会呼吁更多国家为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做出

更有力的贡献，支持绿色复苏，“加紧行动，加强全球团结”。

大会呼吁各国拿出更雄心勃勃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同时加强对化学品和垃圾进行无害化管理，倡导“保护人类

健康和环境的替代方案”。

安诺生对非洲多国禁止进口、生产、销售和使用塑料袋

的做法表示赞赏。她呼吁“人类需要全球行动，逐步全面停

止使用塑料袋”。另外，莫桑比克、南非、泰国、越南等国鼓

励地方参与的小规模循环经济计划取得明显成效。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将于今年 5
月 在 中 国 云 南 昆 明 举 办 ，联 合 国 环 境 大 会 各 方 充 满 期

待。洛特瓦能表示，在这个危机时刻，将在中国举行的会

议很重要，希望各国在重要问题上达成一致。安诺生高

度评价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巨大进步，表示中国已

提前实现了《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中的“爱知生物多样

性目标”，一些重要物种的种群数量正在增加，中国已经

连续 7 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中国是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环境污染三大

危机的宝贵合作伙伴。”

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面对全球性的环境

问题，必须开展全球行动、全球应对和全球合作。中方愿与

国际社会分享经验，共同采取积极行动，为建设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地球生命共同体贡献更大的力量。

本 届 大 会 同 时 审 议 并 批 准 了 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

2022—2025 年中期战略、工作方案和预算。会议期间，巴

基斯坦宣布将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合作举办 2021 年世界

环境日。今年世界环境日将以“生态系统恢复”为主题，致

力于“重启我们与自然的关系”。

（本报约翰内斯堡 2月 28日电）

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在肯尼亚举行

共同行动，促进可持续发展
本报驻南非记者 吕 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