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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于景浩 刘 刚 张远南

近日，沙特阿拉伯国家发展基金推出

一项新战略，提出到 2030 年投入超过 5700
亿沙特里亚尔（1 美元约合 3.75 沙特里亚

尔），将非石油行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提升两倍。“新战略旨在支持经济可持续发

展目标，减少对石油产业的依赖，为实现

‘2030 愿景’作出贡献。”沙特阿拉伯王储穆

罕默德表示。

石油产业是沙特经济的重要支柱。面

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国际油价波动等不

利影响，沙特政府提出大力支持私营部门

发展，努力减少对能源收入的依赖，并通过

开 发 大 型 项 目 以 创 造 就 业 、增 加 国 内 消

费。2021 年 1 月，沙特发布公共投资基金

五年战略规划，目标是到 2025 年基金资产

达到 4 万亿里亚尔，创造 180 万个工作岗

位，重点投资房地产、卫生保健、可再生能

源、电信科技、航空航天与国防等行业。

为推动能源多样化，沙特提出到 2030
年将能源产能的 50%转移到可再生能源，

并 承 诺 到 2060 年 实 现 温 室 气 体 净 零 排

放。为此，沙特计划投入超过 7000 亿里亚

尔发展绿色经济。位于红海海岸的红海新

城就是沙特推动能源转型、“2030 愿景”规

划中的一大重点项目，被称为“新一代的城

市 ”。 按 照 建 设 规 划 ，红 海 新 城 将 以“ 光

伏+储能”的方式，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树立

标杆，做到零垃圾填埋、零废弃物排海、零

一次性塑料制品以及 100%碳中和。

作为经济多元化计划的一部分，沙特

政府加大了对矿产业的投资。在石油、天

然气之外，沙特拥有丰富的金属和非金属

矿产，潜在开发价值巨大。2020 年 6 月，沙

特批准新的采矿法，支持勘探和地质调查

活动。数据显示，2021 年沙特共有 690 多

家矿业公司获得许可，全国矿业公司总数

增加到 2000 家左右。

数字经济是投资的另一重要方向。沙

特去年宣布了总价值近 40 亿里亚尔的数

字经济发展计划，鼓励通过多种平台提高

数字化水平。今年 2 月，沙特政府批准了一家注册资本为

16.5 亿里亚尔的数字银行，还宣布将对元宇宙、区块链和其他

数字技术进行约 64 亿美元的投资。沙特通信和信息技术部

部长阿卜杜拉·施瓦哈表示，沙特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将进

一步加大对数字技术的投资。

为吸引外国投资进入更多行业，沙特政府表示要积极改

善 商 业 环 境 ，完 善 商 业 法 律 框 架 ，对 零 售 和 批 发 行 业 开 放

100%的外资所有权，并启动大型私有化计划，放宽资本市场

对外国投资者的监管。

沙特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 年沙特非石油出口收入

同比增长 37%，是过去 4 年来的最高水平。沙特工业城市和

技术区管理局表示，未来金属矿产、塑料、橡胶、化学品和制药

行业将成为沙特重要出口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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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是我们的共同家
园，生物安全关乎各国人民
生命健康。国际社会应积极
推进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加
强生物安全政策制定、风险
评估、应急响应、信息共享、
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双多边合
作交流，携手应对日益严峻
的生物安全挑战。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以下简称《公约》）

第九次审议大会定于今年举行。国际社会普

遍认为，应共同推动《公约》进程，重新启动

《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切实发挥《公约》作

为全球生物安全治理重要支柱的作用。

《公约》对维护全
球生物安全和人类健
康意义重大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全称为《禁止发展、

生产、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

种武器公约》，于 1972年 4月 10日分别在华盛

顿、伦敦和莫斯科签署，于 1975年 3月 26日生

效，截至 2021年 11月，共有 183个缔约国。

《公约》共 15 条，主要包括缔约国在任何

情况下不发展、不生产、不储存、不取得除和

平用途外的微生物剂、其他生物剂、生物毒素

及其武器，不协助、鼓励或引导他国取得这类

物剂、毒素及其武器，缔约国在公约生效后 9
个月内销毁一切这类物剂、毒素及其武器等

内容。同时，公约缔约国承诺加强生物科技

和平利用国际合作。

联合国裁军事务厅在其官网上指出，《公

约》是第一份禁止发展、生产以及储存一整类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多边裁军条约，对于和

平利用最新生物技术、维护全球生物安全和

人类健康意义重大。

为了让《公约》切实发挥效力，多年来，国

际社会一直在积极努力。在 1994 年 9 月召开

的特别会议上，各方同意设立《禁止生物武器

公约》缔约国特设小组，以通过协商，为《公

约》制定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核查制度。

2001 年，国际社会本已就建立《公约》核查机

制达成一致，但美国以“核查损害美国的安全

和经济利益”为由，突然单方面退出谈判，造

成《公约》核查机制谈判长期停滞。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

表示，美国的行为会对全球安全造成两大危

害：一是没有核查机制，让《公约》的效力不能

得到充分遵守和实践，存在很大漏洞。二是一

旦出现自然灾害或战争，这些生物实验室可能

发生泄漏事故，对人类健康将造成巨大伤害。

中国为推进生物
安全治理贡献智慧与
方案

在 2022 年 3 月 18 日联合国安理会举行

的专题会议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

发言时强调，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生物安

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中方主张全

面禁止和彻底销毁包括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

在内的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坚决反对任

何国家在任何情况下研发、拥有或使用生物

武器和化学武器，敦促尚未销毁库存化武的

国家尽快完成销毁。

自 1984 年 11 月 15 日加入《公约》以来，

中国始终致力于推进《公约》进程，进一步推

动加强《公约》普遍性，促进《公约》的全面有

效实施。一方面，中国全面、认真履行《公约》

义务，制定并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保证

《公约》的有效实施。与此同时，中国支持加

强《公约》有效性的多边进程，积极参加了《公

约》议定书的谈判及相关国际会议，阐述了中

国对全球生物安全形势的看法和主张，介绍

了中国在生物安全领域的最新实践。

在 2016 年 11 月举行的《公约》第八次审

议大会上，中国提出了“制定生物科学家行为

准则范本”倡议。2019 年 7 月，在《公约》专家

会期间，中国举办了“加强生物安全实验室能

力建设，促进生物科技合作交流”专题边会，

分享中国科学家的经验。

2021 年 7 月，在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同倡

议基础上，中国天津大学、美国约翰斯·霍普

金斯大学、国际科学院组织秘书处以及来自

20 多个国家的科学家达成《科学家生物安全

行为准则天津指南》，并得到国际科学院组织

正式核可。“天津指南”提出坚守道德基准、遵

守法律规范、加强风险管理、强化科研监管、

促进国际合作等准则，涵盖生物科研全流程、

全链条，将对促进生物科技发展、防止生物科

技的误用滥用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加强全球

生物安全治理和国际合作的有效途径。“天津

指南”是中国为推进《公约》进程贡献智慧与

方案取得的成果之一。

中国始终认为，促进国际合作与援助是

《公约》履约的核心支柱。早在 2016 年就向

《公约》提出“建立生物防扩散出口管制和国

际合作机制”倡议。新形势下，更应统筹《公

约》的安全与发展两大属性，通过加强国际合

作与援助，进一步促进生物科技和平利用，确

保各国充分享受生物科技发展红利。

2021 年，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

中国提交的“在国际安全领域促进和平利用

国际合作”决议。中方致力于推动在联合国

框架下开启讨论进程，平衡处理防扩散与和

平利用的关系，确保包括生物在内的相关领

域技术和资源的和平利用与普惠共享。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进一步深化生

物安全国际合作，推动多边生物军控进程不

断发展，构建全球生物安全命运共同体。”中

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指出。

共同推动建立对
生物武器的监督核查
机制

去年 10 月，在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

全委员会举行一般性辩论期间，中俄两国外

长共同发表了关于加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的联合声明。声明重申《公约》是国际和平与

安全至关重要的支柱，应得到完全遵守和进

一步加强，包括达成包含有效核查机制、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议定书；呼吁公约缔约国制定

相关执行标准、技术指南及程序，完善调查使

用生物武器事件的机制。

作为《公约》的缔约国，美国一方面在其

境内外开展大量不透明、不安全、不合法的生

物军事活动，另一方面独家阻挠建立《公约》

核查机制，国际社会对此严重关切。据美方

向《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

球有 336 个实验室，遍布中亚、东欧、东南亚、

南亚、中东和非洲。从已曝光的文件看，上述

一些国家的实验室，发现了一些特别危险疾

病的病原体，而美国国防部对这些实验室拥

有绝对控制权。

叙利亚政治分析人士乌萨马·达努拉表

示，生物武器与核武器、化学武器都是大规模

杀伤性武器，生物武器一旦失控会导致蔓延

全球的流行病。他说，美国是历史上仅有的

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在越南还使用过化学

武器，且美国反对建立《公约》多边核查机制，

“这些事实引发人们对美国生物军事活动威

胁全球安全的担忧”。

达努拉认为，美国在生物实验室和生物

军事活动问题上暴露了双重标准。一方面，

美国阻挠建立《公约》核查机制，没有履行应

尽的国际义务；另一方面，美国却用生物实验

室议题来攻击其他国家。

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副院长、俄罗斯科学院

院士、前俄罗斯国家总防疫师根纳季·奥尼先

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约》对于

禁止和销毁生物武器、防止生物武器扩散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国际社会需要共同

努力推动建立对生物武器的监督核查机制。”

中国安全问题专家俞晓秋在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生物安全威胁是当今全球非传

统安全领域面临的一种新型威胁。加强生物

安全风险防控和生物安全活动监管治理，依照

国际规则和标准切实保障生物安全，不仅事关

本国人民的安全，也关乎全人类生命健康。

俞晓秋认为，国际社会应共同推动《公

约》进程，包括达成包含有效核查机制、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议定书，并通过定期协商与合

作 解 决 与《公 约》执 行 相 关 的 问 题 ，推 动 国

际 社会共同携手应对日益严峻的生物安全

挑战。 （本报莫斯科、北京 3月 27日电）

共同推进全球生物安全治理
本报记者 隋 鑫 张光政 刘 刚 张远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