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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点R 近日，一些国外学者和

美国媒体表示，以美国为代

表的西方民主制度出现了一

系列问题，包括民粹主义、压

制 选 民 投 票 、治 理 危 机 等 。

媒体评论认为，这些问题根

深蒂固，除非进行彻底改革，

否则危机将持续下去。

保加利亚学者伊万·克

拉 斯 捷 夫 刊 发 在《纽 约 时

报》上的文章指出，“自由民

主国家”已失去了定义民主

的垄断地位，绝大多数美国

人 对 本 国 的 政 治 制 度 深 感

失望，有些人甚至不相信他

们 仍 然 生 活 在 一 个 民 主 国

家。克拉斯捷夫认为，美国

尤 其 需 要 放 弃 在 界 定 谁 是

“民主”方面的垄断，否则在

国际上建立的所谓“民主联

盟”将沦为一个无法服务于

美国战略利益的有限联盟，

或 是 一 个 让 美 国 政 府 无 可

辩解的伪善联盟。

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

教授特里·莫等在新出版的

《总 统 、民 粹 主 义 和 民 主 危

机》一书中指出，美国总统这

一职位往往限于党派利益之

中，国会则是一个视野更加

狭隘的机构，议员更关注他

们所代表的州和地区，而不

是国家整体利益。美国真正

的挑战是进行制度改革，需

要一个真正有效的政府来处

理种种问题，消除民粹主义

威胁。

《纽约客》杂志说，美国

的民主正处于危机之中，许

多政府机构功能失调，而且

越 来 越 糟 。“ 美 国 政 治 变 得

越 来 越 尖 刻 和 对 立 。 随 着

人口结构的变化，极右翼势

力正在复兴，这场危机将持

续下去。”

美国《国会山报》网站日

前发表题为《美国需进行重

大政治改革才能巩固民主制

度》的文章，称美国民众正在丧失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信

赖，多数人认为“西方民主”的存续取决于彻底的改革

进程。皮尤研究中心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65%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需要进行重大改革，或

是彻底修改才能存续。 （本报华盛顿 7月 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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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àbc4de)*+,fghci)*+,j
^hc4Z[kd78l.mn<_>jopq<#
rstuv<:#wxyzmn{|:Q

}b4)*+,fghc~!"D#E$%<
#E&'imn<()fg{*)*+,j^hc
~!+,()/-.mnide4/012Y34
2Y567)/()8mi|:Q

9:V1+,W;H/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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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首尔 7 月 27 日电 （记 者田明、

杜白羽）韩 国 总 统 府 青 瓦 台 27 日 说 ，韩 朝 双

方 决 定 自 首 尔 时 间 27 日 上 午 10 时 起 ，恢 复

此前被中断的南北通信联络线路。

青瓦台国民沟通首席秘书朴洙贤当日对

媒体表示，今年 4 月以来，韩朝领导人多次以

交换书信的形式就改善南北关系进行沟通，

双 方 同 意 首 先 恢 复 此 前 被 中 断 的 南 北 通 信

联络线路。此外，韩朝领导人还就早日恢复

南 北 间 互 信 ，推 动 南 北 关 系 发 展 达 成 一 致

意 见。

朴洙贤表示，韩国方面期待此次南北通

信 联 络 线 路 的 恢 复 将 对 改 善 和 发 展 韩 朝 关

系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据韩联社报道，这是韩朝间通信联络线

路 自 去 年 6 月 9 日 因 关 系 恶 化 被 朝 方 切 断

后，双方时隔 13 个月重启通信联络线路。韩

联社分析认为，通信联络线路的重启有望为

双方正式恢复对话、改善关系提供契机。韩

朝 下 一 步 将 以 何 种 方 式 继 续 沟 通 和 互 动 将

成为外界关注焦点。

朝鲜中央通讯社 27 日发表公报说，根据

朝韩两国首脑协议，双方决定从当天上午 10
时起恢复所有朝韩通信联络线路。公报说，

当前，全民族盼望处于挫折和停滞状态的朝

韩 关 系 早 日 恢 复 。 通 信 联 络 线 路 的 恢 复 将

为改善和发展朝韩关系起到积极作用。

（参与记者：江亚平、洪可润）

韩朝决定恢复双方通信联络线路

核心阅读

气候变化导致全球范围
内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
件的发生频率和强度增加。
专家指出，团结应对气候变化
是当前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
面临的一项重要、紧迫课题。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

秘书埃斯皮诺萨近日呼吁二十国集团国家展

现出必要的领导力，拿出更具雄心的国家自主

贡献目标，以实现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 1.5
摄氏度温控目标。她特别敦促发达国家兑现

其 2020 年前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1000 亿美

元气候资金的承诺。

近期，全球多地遭遇极端天气。世界气

象组织秘书长塔拉斯表示，在减缓气候变化

取得成效之前，极端天气事件和自然灾害将

越来越多。“人类对极端天气并不陌生，但是

气候变化无疑增加了极端天气的发生频率和

严重程度。”

多地遭遇气候灾害

近日，欧洲中西部地区的强降雨引发罕见

洪水，冲毁大量房屋和道路，造成通信中断，导

致重大人员伤亡。洪水造成重灾区德国西部

的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和北莱茵—威斯特法

伦州超过 160 人死亡。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和英

国气象局的一项研究发现，受气候变化影响，

未来产生强降雨的风暴在欧洲发生的频率可

能会显著增加。

美国西部、加拿大西南部等地则遭遇历史

性高温，一些地区气温飙升至 110 华氏度（约

43.3 摄氏度）以上，数百人因高温酷暑导致的

相关疾病死亡。据报道，上述地区对极端高温

准备不足，大部分居民家里没有安装空调。干

旱和高温天气还在美、加多地引发森林大火。

目前，美国共有 70 多处主要山火仍在蔓延，影

响 12 个州。加拿大西部多地山火肆虐，不列颠

哥伦比亚省已有超过 170 起森林火灾。

中东多国气温均超出正常水平。近日科

威特多地的室外阳光下最高温甚至达到 73 摄

氏度。伊朗西南部城市奥米迪耶、阿曼北部

小镇苏奈奈等均出现超过 50 摄氏度的高温。

俄罗斯、东欧多国也都创下 6 月份历史最高气

温值。

全球变暖趋势加剧

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今夏极端洪水、

高温、火灾与气候变化不无关系。大量证据表

明，人类活动引起的全球变暖导致全球范围内

强降水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增加。

“气候变化使极端高温天气发生得更加

频繁强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大气科

学教授迈克尔·曼表示，气候变化正在重塑地

球气温模式，随着人类向大气中排放的温室

气 体 增 多 ，气 候 系 统 中 的“ 能 量 ”不 断 上 升 ，

这 种 过 剩 的“ 能 量 ”通 过 极 端 高 温 天 气 等 形

式体现。

气象学家分析，北美大陆上空热带高压停

滞，热空气不断上升，如同巨大罩子笼罩在上

空。冷空气进不去，热空气不断聚集导致当地

高温不断。同时，大气温度越高，携带的水分

就越多，进而可能导致强降雨频率增加。在中

东北非地区，由于处于低纬度，受副热带高压

影响，气流下沉、阳光充足、降水极少。相比平

原、丘陵等地形，沙漠地区气温升高更快。

美国环境保护署今年开展的一项研究显

示，美国各大城市热浪发生的频率比以往更

高，从 20 世纪 60 年代平均每年两次热浪袭击

上升到最近 10 年来的每年 6 次。报告指出，随

着气候变暖，极端炎热天气正变得更加普遍，

这将导致更多与高温相关的疾病和死亡。

《自然气候变化》杂志 5 月份发表的一项研

究表明，在 1991 年至 2018 年间，超过 1/3 的夏

季高温相关死亡是由气候变化造成的，并警示

随着全球气温攀升，死亡人数会更高。

塔拉斯表示，气温升高意味着更多的冰融

化、更高的海平面、更多的热浪和其他极端天

气，这将对人类健康、粮食安全、环境和可持续

发展产生更严峻的影响。

应对挑战刻不容缓

在美国加州圣迭戈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

所气象学家亚历山大·格舒诺夫看来，极端天

气现象愈加频繁出现，最主要因素就是气候变

化。研究发现，如果地球再变暖 1.5 华氏度（约

合 0.8 摄氏度），在特定年份、特定地区严重热

浪天气的发生几率将增加 20%以上。

世界气象组织认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

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根据国际能源署 5 月份

发布的报告，大多数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几

乎没有减少到足以实现《巴黎协定》设定的目

标。联合国多次呼吁国际社会应更加重视通

过采取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以预防进一步的

气候变化，保护国家、社区和民众免受日益频

繁和严重的气候影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 7 月 25 日再次发表声明呼吁，为实现《巴黎

协定》温控目标，全球亟须二十国集团国家作

出“清晰且明确无疑”的承诺。

当前不少经济体都制定了碳减排目标，经

济去碳化转型成为重要发展趋势。全球已有

28 个国家公布碳中和目标，另有近 100 个国家

把碳中和提上议事日程。不少国家在加快能

源转型，引导资金流向气候领域。

7 月 14 日，欧盟提议从 2035 年起将不再有

新的燃油车注册。有的国家和城市通过城市

规划、发展绿色建筑等，以减少热岛效应和极

端高温天气影响。如阿联酋加强对新建建筑

的能效管理，严格执行绿色建筑评级标准，推

动现有建筑进行绿色改造，减少碳排放。

“有效的减排政策往往能在很大程度上收

回成本，应对气候变化实际上会促进而不是阻

碍经济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张涛

认为，国际社会可帮助协调各国政府在脱碳方

面采取行动，例如可以实施差异化的国际碳价

下限，调动气候融资、促进技术转让等。“我们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联合起来，共同应对

气候变化——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具全球性的

挑战。”

（本报开罗、华盛顿、柏林 7月 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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