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国际 1616 2021年 6月 2日 星期三

!!"!

!"#$%&'()*+,-.

!" #$%&'()*+,-./)*+0123456
789:;<=>?@ABCDEF)*GH1IJK9?L
M0'N?<OPQRSTUV>?VWXYZ[\]^_`
0'abcdefgh8ijklmno',-pd9:;<
qr?SsY8tum

ABCDv=>?JwxyFz'{|)*+,-.}
~!"#$%'z&'(()*+',v-./)0w812
JKm#345. 44"',-/O6789:23;<=>SA
BCDY'67?@ABCD8ABGHzE'>FABGH
IJKzmLM'ABCDNOPQRSTU8ABGHK
zV)*W9ABGHzEXYm

PZ[ABGH\]^_'̀ aABbk',-cdAB
CDef67ghijj&efkl8SABmnY'o^>F
\]?.8SABpqY'Orst=Iuvwx=GHvwC
D9qryYz_v{|}F~!>F'"#$%moS',
-&'()*AB+,'<Oo^p-./ 0j1w2x. 43
1wTUGJ.$1'34ef,-ABt='95ABD6'
7aO89:[;m

!"#$

%&'()*!"#$+),

%

&

■国际视点R

核心阅读

当前，世界经济不稳定性、不确定性
增加，全球绿色和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
战。刚刚落幕的第二届全球绿色目标伙
伴 2030峰会呼吁进一步强化国际合作，
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携手
推动疫情后全球经济绿色复苏。

为期两天的第二届全球绿色目标伙伴 2030 峰会 5 月 31 日

闭幕。本届峰会由韩国主办，以视频方式举行，主题为“包容性

绿色复苏”，6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出席。会后发表的

《首尔宣言》呼吁通过扩大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开发利

用，促进全球能源转型，推动绿色复苏。中方积极倡导推动疫

情后经济绿色复苏，并在推动国际合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受

到与会各方高度肯定。

强调推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

当前，疫情肆虐给全球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损失。人们

意识到，既要应对疫情带来的严重问题，也要面对推动经济可

持续发展以及气候变化的系列挑战，绿色复苏成为应对挑战的

重要方案和增长动能。

与 会 各 方 一 致 认 为 ，气 候 危 机 已 经 超 越 环 境 问 题 的 范

畴，对经济、社会、安全等相关领域都产生影响，成为亟待解

决的国际性问题。国际合作对实现《巴黎协定》和可持续发

展目标至关重要。各方表示，将努力把绿色复苏作为包容性

发展进程，同时考虑到各国不同的国情以及社会和环境脆弱

的地区需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发言中表示，要实

现更加可持续和包容的全球经济复苏，必须构建更加绿色、更

具气候韧性的世界经济。她建议扩大绿色投资，加大对较贫困

国家的支持力度，加强国际合作，统一绿色金融标准。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报告，经济政策工具可以助

力实现碳中和目标，同时为经济增长、就业和收入平等提供支

持。例如，合适的碳税和绿色投资刺激政策的组合，能在未来

15 年使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提升约 0.7%，并在 2027 年之前

创造约 1200 万个新就业岗位。

国际能源署的一项研究显示，未来各国加大在电力、交

通、工业、建筑、燃料等关键领域的新兴低碳技术投资，将推

动全球经济每年额外增长约 1.1%，创造 900 万个工作岗位，减

少 45 亿吨温室气体排放。国际能源署呼吁，各国立即大规模

部署所有可用的清洁和高效能源技术，并在全球范围大力推

动技术创新。

呼吁支持发展中国家绿色重建

目前，全球绿色复苏已经呈现积极迹象。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第一副总裁杰弗里·冈本表示，过去 10 年的技术创新发展使

得绿色复苏不仅更具可行性，而且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从地区看，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绿色复苏计划，

并制定中长期碳排放目标。中国宣布力争于 2030 年前二氧化

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欧盟计划把恢复基

金中的至少 37%投入到绿色转型领域。日本和韩国也宣布了

自己的碳中和目标，并公布相关支持政策。

与会人士指出，绿色复苏让所有人受益，但急需弥补资金

和技术等缺口，尤其是要支持发展中国家疫情后绿色重建和绿

色发展政策。

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表示，绿色增长和投资以及创造就业

机会之间的协同作用非常重要。金融援助和技术转让等绿色

合作，将助力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

约耶夫表示，乌计划通过太阳能及风力发电等大规模项目，在

今后 10 年内将可再生能源比重增加 3 倍以上。

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艾哈迈德·赛义德表示，到 2030 年，

亚洲开发银行约 75%的金融项目都会支持绿色发展，为了实现

这一目标，国际合作尤为重要。启动绿色复苏还要解决资金、

技术和承诺等问题，特别是要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技术

支持力度。

肯定中国贡献和重要作用

作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中国坚持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积极倡导推动疫情后全球经济

绿色复苏，努力推动国际合作，受到与会人士支持和肯定。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表示，中国在清洁能源技

术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如太阳能、水电、核电等领域，为其他国

家作出很好的示范。该机构数据显示，在电力部门，中国新增

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持续增加，这对于实现净零排放目标非常

重要。

韩国中国政经文化研究院理事长李映周表示，近年来中国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各方一道为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地

球不懈努力，取得显著成绩。中国主动提升《巴黎协定》下的减

排承诺并倡导世界经济绿色复苏，体现出对自身绿色发展的自

信和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担当。

比利时中欧数字协会负责人克劳迪亚·威尔诺迪表示，中

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整

体布局，这是中国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有力证明，对于应对全

球气候变化而言非常关键。

格奥尔基耶娃称，中国提出的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在应

对全球气候变化领域展现了重要的领导作用，也凸显在这方面

达成的全球共识。 （本报首尔、布鲁塞尔 6月 1日电）

加强国际合作，携手推动绿色复苏
本报驻韩国记者 马 菲 本报驻比利时记者 张朋辉

（上接第三版）

（三）应使多边组织反应更加迅速，更加有效、透明、民主、

客观，坚持聚焦行动和聚焦问题，更加可信，并基于国际法准

则、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精神以及当代世界现实加

强构建国际关系的合作。

（四）应利用数字和技术工具等创新包容的解决方案，促

进可持续发展，并帮助所有人可负担和公平地获取全球公共

产品。

（五）应加强各国及国际组织的能力，使其能够更好地应

对新的、突发的、传统和非传统挑战，包括来自恐怖主义、洗

钱、网络领域、信息流行病和虚假新闻的挑战。

（六）应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国际合作作为核心，促进国际

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保护大自然平衡。

十、外长们回顾了联合国大会第 75/1 号决议，再次呼吁

改革联合国主要机构。他们致力于为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相关

讨论注入新活力，继续努力振兴联合国大会，并加强联合国经

社理事会。他们对 2020 年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评审表示满

意，同意加强在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合作。

十一、外长们回顾 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重申

需要对联合国包括其安理会进行全面改革，使之更具代表性、

效力和效率，增强发展中国家代表性，以应对全球挑战。中国

和俄罗斯重申重视巴西、印度和南非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

作用，支持其希望在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

十二、外长们赞赏印度和南非当前和近期担任联合国安

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期间所做贡献。他们也注意到巴西提出竞

选 2022—2023 年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

十三、外长们强调，迫切需要振兴联合国大会，以根据《联

合国宪章》增强其作用和权威，并为此呼吁确定各委员会的最

佳实践和工作方法，以执行大会决议。

十四、外长们重申致力于加强经社理事会在政策指导、监

督和协调方面的作用。他们呼吁理事会继续平衡、全面地从

经济、社会、环境三大领域推进可持续发展。他们认为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包含全面完整、影响深远、以人民为

中心的、具有普遍性和变革性的目标，应通过地区发展倡议等

加以落实，以应对未来十年的挑战。外长们同意，联合国需要

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中心位置。

十五、外长们强调，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各自授权，在不

同的主要机构、特派团、专门机构及基金间，保持平衡重视度

以及合理分工具有重要意义。

十六、外长们认识到，为了有效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和目标，需要一个高效和负责的联合国秘书处，并为此呼吁建

立有效机制，加强对秘书处的问责和监督，提高管理绩效、透

明度和代表性，加强道德操守。外长们呼吁在联合国系统实

现公平的地域代表性，注意到联合国性别平等状况有所改进。

十七、外长们呼吁持续努力加强军控、裁军、防扩散条约

和协议体系，保持其完整性，以维护全球稳定及国际和平与安

全。外长们进一步强调，需维护裁军、防扩散及军控领域有关

多边机制的有效性、高效性和协商一致性质。

十八、外长们重申致力于扩大和加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

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决策和规则制定进程，在新冠肺炎疫情后

更加迫切。为此，外长们注意到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中的发言权

和参与度仍持续引发关切，并强调继续努力改革国际金融体

系的重要性。

十九、外长们重申致力于支持一个以份额为基础、资源充

足的强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全球金融安全网发挥中心作

用。他们对第 15轮份额总检查未能完成份额和治理改革深感

失望，并呼吁于 2023年 12月 15日前如期圆满完成第 16次份额

总检查，以减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临时资源的依赖并解决新

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不足的问题，使其实质性参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并保护最贫穷和最弱小成员国的发言

权和份额。为此，新配额划分要更好反映成员国经济体量。

二十、外长们注意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有

通过建立更民主的治理结构并增强融资能力，才能实现其真

正潜力。他们呼吁通过公开择优遴选，改革世界银行和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的招聘程序。

二十一、外长们重申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透明、

以规则为基础、开放、包容和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系，并为此

重申支持必要和迫切的改革，维护世界贸易组织核心地位、核

心价值和基本原则。世界贸易组织大部分成员均为发展中国

家，要兼顾包括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成员

的利益。至关重要的是，所有成员均应避免采取同世贸组织

精神和规则相违背的单边和保护主义措施。

二十二、外长们强调，应根据 2020 年金砖国家经贸部长

关于多边贸易体制和世贸组织改革的联合声明，恢复世界贸

易组织正常功能。外长们强调，确保恢复和维护两阶段的世

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正常运转至关重要，包括尽快遴

选上诉机构成员。

二十三、外长们认识到，在愈发紧密相连的世界，全球经

济治理对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尽管过去几年已作

出努力，但仍需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加强全球经济治理和联合

国的作用。

二十四、外长们重申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在统筹处理

贸易发展、金融、技术、投资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并重申支持其关键职能，以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经济，并

提供发展导向的政策分析。

二十五、外长们认识到，当前的全球性挑战，尤其是新冠肺

炎疫情，有力提醒我们迫切需要加强国家间合作。外长们注意

到世界卫生组织、政府、非营利组织、学术和工商界为应对疫情

采取的措施，期待国际社会改革和加强世界卫生组织的政策应

对，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其他当下或未来的健康挑战。

二十六、外长们认识到大规模免疫接种是预防、遏制和阻

断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公共卫生产品，可结束疫情并推动实

现快速、包容、强韧、可持续的疫后复苏。他们强调尽快研发

和分发疫苗的紧迫性，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并呼吁利益攸

关方进一步就疫苗组合多样化密切合作。

二十七、外长们强调，需要推进旨在确保新冠肺炎疫情诊

疗手段、药物及疫苗、关键卫生产品和技术及其配件、设备等

实现及时、可负担的公平可及和分配的相关倡议，支持全面健

康覆盖取得的成就，包括采取预防措施和行动。外长们重申，

大疫当前，需要采取全部相关措施，包括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正

在进行的有关新冠肺炎疫苗知识产权豁免的讨论，以及运用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及《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

产权协定〉和公共卫生的多哈宣言》规定的灵活性。外长们还

重申，需要分享疫苗试剂、技术转让、发展医疗产品的本地产

能和供应链、提升价格透明度，并呼吁在采取阻碍疫苗、卫生

产品和关键要素流通的措施时尽可能保持克制。

二十八、外长们承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各相关多边

论坛和国际组织保持密切合作与协调，加强和改革多边体系。

（新华社贵阳 6月 1日电）

（上接第三版）外长们重申其坚信，为达成协议，宪法委员会成

员必须以妥协精神为指引，在不受外部干预的情况下建设性地

开展合作。外长们强调，要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原则保障人道

主义援助畅通和叙利亚冲突后重建，为叙利亚难民安全、自愿、

有尊严地回国，并为国内流离失所者返回永久居住地创造条

件，以实现叙利亚和整个地区的长期稳定与安全。

二十、外长们对也门持续冲突表示严重关切，冲突破坏

也门及整个地区的安全稳定，并造成联合国认为的“当代最

严重人道主义危机”。外长们呼吁冲突各方全面停止敌对行

动，并在联合国斡旋下启动“也人主导”的包容性谈判进程。

外长们强调向也门人民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及准入的重

要性。

二十一、外长们对非洲部分地区安全局势恶化、引发持

续武装冲突表示持续关切，呼吁国际社会根据非洲人民所提

“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原则，支持旨在促进非洲可持续

和平安全以及发展的区域和次区域倡议。外长们进一步强

调加强联合国与非盟和平与安全领域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二十二、外长们强调，一个稳定、民主、包容、独立、繁荣、主

权、和平的阿富汗是地区局势取得进展的关键。外长们对阿富

汗持续的严重暴力及安全形势深表关切，强调要维护近二十年

来取得的成果，保护阿富汗公民，特别是妇女、儿童和少数群体

的权利。外长们重申致力于“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和平进

程，支持联合国在维护、建设和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外长们

欢迎国际社会旨在实现阿富汗可持续和平的所有努力。外长

们强烈谴责在阿富汗的持续暴力，特别是恐怖组织针对平民的

袭击。外长们呼吁立即、永久、全面停火。外长们强调消除联

合国安理会列名恐怖组织对阿富汗持久和平造成的威胁具有

紧迫的必要性。

二十三、外长们重申需要根据国际法，通过和平和外交手

段解决伊朗核问题，包括在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框架下开展谈

判，同时重申全面落实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和联合国安理会第

2231 号决议的重要性。外长们欢迎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延

期双方达成的“技术谅解”，以允许继续开展必要的核查和监督

活动。

二十四、外长们强调在朝鲜半岛实现持久和平与安全的重

要性。外长们支持通过和平、外交和政治方式，解决朝鲜半岛

所有相关问题，包括实现全面无核化。

二十五、外长们重申对缅甸主权、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和统

一的坚定承诺。外长们支持东盟近期关于缅甸问题的倡议以

及落实东盟“五点共识”。外长们呼吁各方避免使用暴力。

二十六、外长们强烈谴责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无

论恐怖主义在何时、何地，由何人实施。外长们认识到恐怖主

义、助长恐怖主义的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导致的威胁。外长们

决心打击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包括恐怖分子跨境转

移、恐怖融资网络和为恐怖分子提供庇护。外长们重申决心共

同努力，支持通过《全面反恐公约》。外长们忆及 2020 年金砖

国家领导人达成的《金砖国家反恐战略》以及金砖国家开展反

恐合作的原则，重申致力于 2021 年由金砖反恐工作组及早完

成制定以结果为导向的行动计划。

二十七、外长们对全球各类毒品的非法生产和贩卖日益猖

獗表示严重关切。外长们重申对三大国际禁毒公约目的和目

标的承诺。外长们强调在金砖国家禁毒工作组及国际和地区

论坛开展禁毒合作的重要性。

二十八、外长们重申致力于根据国内法在反腐败执法，

包 括 追 缴 资 产 等 方 面 ，推 动 国 际 反 腐 败 合 作 并 加 强 金 砖 国

家协作。

二十九、外长们强调需要全面平衡处理信息通信技术进

步、经济发展、保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和尊重个人隐私

权利的关系。外长们强调联合国应发挥领导作用，推动通过对

话就信息通信技术安全和使用、普遍同意的负责任国家行为规

则、准则和原则达成共识，同时不排斥其他相关国际平台。外

长们强调适用于本领域的国际法和原则的重要性。为此，外长

们对联合国开放工作组以及政府间专家组的工作表示欢迎，并

注意到其讨论取得进展。外长们同时强调金砖国家就信息通

信技术使用中确保网络安全问题开展合作时，拥有一个法律框

架具有重要意义。外长们重申推进金砖国家间合作的重要性，

包括考虑提出相关倡议和落实《金砖国家确保信息通信技术安

全使用务实合作路线图》。

三十、外长们强调信息通信技术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方

面潜力巨大，同时也意识到它可能带来新的犯罪活动和威胁。

外长们对信息通信技术非法滥用的水平和复杂性不断上升，以

及对缺少一个由联合国主导的打击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犯罪的

框架表示关切。外长们还认识到，由此产生的新挑战和新威胁

需要各国合作应对，并欢迎联合国设立相关开放性政府间专家

特设委员会，以商定关于打击将信息通信技术用于犯罪目的的

全面国际公约。

三十一、外长们认为创新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驱动力

之一，在促进经济增长、支持创造就业、创业和结构性改革、提

高生产力和竞争力、为公民提供更好服务以及应对全球性挑战

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鉴此，外长们期待年内通过《金砖国家

创新合作行动计划（2021—2024 年）》。

三十二、外长们重申需要促进产业增长，欢迎进一步推动

贸易投资合作，包括在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框架下推

动合作。外长们欢迎中国建立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

创新基地，并期待就关于建立金砖国家工业能力中心的倡议开

展后续讨论。

三十三、外长们重申各国应本着平等相待和相互尊重的原

则开展合作，促进和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外长们同意继续以

公平、平等的方式对待包括发展权在内的各类人权，承认其相

同地位及同等重要性。外长们同意在金砖国家及联合国人权

理事会等多边框架下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加强合作，认为需要以

非选择性、非政治性和建设性方式促进、保障及实现各国人权，

避免双重标准。

三十四、外长们赞赏地注意到金砖国家第三支柱，即人

文交流领域正在开展的活动与合作。外长们欢迎包括金砖

国家学术论坛、金砖国家智库理事会、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

制、金砖国家女性工商联盟、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金砖国家

网络大学等在内的工商和人文领域的进展与会议，并期待在

这些领域开展更多合作。外长们支持中国举办北京冬季奥

林匹克运动会。

三十五、巴西、俄罗斯、中国、南非全力支持印度于 2021 年

9 月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三次会晤，致力于共同努力取得

丰硕成果。

（新华社贵阳 6月 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