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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4 日举行的全球发展高层

对话会发表主席声明，并围绕全球

发展倡议重点领域发布成果清单。

在能源领域，中国提出将“推动建立

全球清洁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举办

国际能源变革论坛，探索建立国际

能源变革联盟”。

全 球 清 洁 能 源 合 作 伙 伴 关 系

（以下简称“伙伴关系”）的提出，以

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 和 推 动 全 球 能 源 转 型 为 主 要 方

向，展现了中国坚定不移推进能源

变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同

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为推动

全球能源低碳发展和绿色复苏、如

期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注入了新的动力。

伙伴关系的建立，突出了能源

发展目标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唤醒

全 球 更 清 醒 理 智 地 正 视 困 难 、迎

接挑战。能源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

础 和 动 力 。 当 前 世 纪 疫 情 跌 宕 反

复，全球经济复苏脆弱乏力，发展成

果 受 到 冲 击 。 根 据 联 合 国 数 据 ，

2020 年 全 球 陷 入 贫 困 的 人 口 数 量

增 加 1.2 亿 左 右 ，极 端 贫 困 率 自

1998 年以来首次上升。此外，全球

仍 有 7.33 亿 人 口 无 法 得 到 电 力 供

应，有 24 亿人无法实现清洁烹饪。

完成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任重道远。

伙伴关系的建立，强调了清洁

能源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带动作

用和重要地位，努力谋求全球能源

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不同于化石能

源，水能、风能、光能等清洁能源资

源分布广泛且相对均匀，为全球各

个经济体提供了均衡的发展机会。

近年来，随着技术加速进步、成本持

续下降、应用场景不断扩大，清洁能

源在解决能源可及和避免能源返贫

方面的能力不断增强。

伙伴关系的建立，为经验分享

和商业模式孵化提供了对话平台，

为实施路径的规划和解决方案的提出提供了可能。解决

能源可及、能源返贫问题，需要有效的政策实施、技术应

用、资金支持、项目示范和风险防御。能源可及问题主要

集中在基础设施不足、产业发展薄弱的经济欠发达地区，

这些地区自己解决问题的内生动力不足，国际资金聚力

协助问题解决的外部驱力不够。此外，在全球化石能源

价格持续上涨的当下，能源返贫可能成为每一个国家和

地区发展道路上都需要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

要创新，更需要将各方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应对经验，转化

成解决不同问题的多样化商业模式。

伙伴关系的建立，将提振发展信心，促使各方少走弯

路，拓展合作空间，保障全球能源转型从谋共识向促行动

转变。能源转型已成为国际社会共识，目前共有 137 个

国家和地区提出了“零碳”或“碳中和”目标，但全球清洁

能源发展的技术储备尚不充足，而且，与传统化石能源发

展高度依赖资源禀赋不同，清洁能源发展更多需要政策、

技术、资金的支持。目前，全球能源转型受到疫情和化石

能源价格上涨等诸多国际问题的牵制。在经济下行压力

下，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清洁能源的投资将受到影响。

伙伴关系是推动全球能源转型的行动保障。

展望未来，伙伴关系将遵循全球发展倡议主线，聚焦

清洁能源主题，以推动各国能源结构转型、清洁能源发展

为导向，在以下领域深化务实合作。

一是切实发挥伙伴关系平台引领作用。伙伴关系

将举办国际能源变革论坛，探索建立国际能源变革联

盟，还将充分发挥中国—阿盟、中国—东盟、中国—非

盟、中国—中东欧和亚太经合组织可持续能源中心等

区域能源合作平台作用，积极打造中国—中亚绿色能

源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区域各国政策信息沟通协调，推

进清洁能源技术共享，加强人才交流与能力建设，促进

创新合作项目孵化。

二是推动能源行业技术创新和产业融合。能源行

业要充分认识到伙伴关系带来的国际合作新机遇，发

挥创新主体作用，主动融入全球清洁能源技术创新网

络，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要素资源，推动

研发成果尽快跨越商业化应用临界点，进一步降低清

洁能源用能成本。同时，顺应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

值链深度融合趋势，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专业的国

际合作能力投身全球清洁能源市场，推进产业转型升

级，为维护全球清洁能源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和稳

定作出积极贡献。

三是实现智库机构有力支撑。凝聚伙伴关系下的

全球智库力量，为政府部门、金融机构、能源企业参与

国际清洁能源合作提供全方位智力支持。发挥“二轨”

交流的渠道作用，加强成果共享与人员往来。通过开

展知识分享与能力建设，为人文交流疏经通络，不断扩

大合作共识。

四是探索实现金融机构导向作用。绿色低碳产业发

展催生新的金融服务需求。据测算，全球要在本世纪中

叶实现净排放归零的目标，2030 年前每年在能源项目的

投资需要达到 5 万亿美元。面对巨大的资金需求以及南

北差距，金融机构应将绿色能源、能源可及作为对外援助

资金的重点支持方向，探索建立符合绿色低碳产业金融

服务需要的经营管理机制，不断提升绿色金融综合服务

水平。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曾面临严重的能源短

缺问题。面对人口众多、地形各异、区域发展不平衡等

挑战，中国于 2015 年成功实现全民通电。作为全球最

大的可再生能源市场，中国拥有完备的产业链和生产

制造能力。中国将结合自身发展经验与优势，助力各

国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清洁能源发展道路，愿为国际

社会提供更多关于能源可及和清洁能源发展的解决方

案和公共产品。

伙伴关系的建立是中方同各方共同落实全球发展倡

议的重要举措和早期收获，将为全球清洁能源发展带来

更开阔的视野、更广阔的空间，为全球共享增长机遇、携

手应对全球挑战释放更多活力。

（作者为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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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观察R

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该 国 阿 片 类 药 物 导 致 的 死 亡 人 数 正 逐 年 攀

升。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3 月，加拿大阿片类

药物中毒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增加 96%；2021 年

该 国 共 发 生 7560 例 阿 片 类 药 物 中 毒 死 亡 事

件。加拿大相关机构称，阿片类药物危机已成

为加拿大主要的公共卫生和安全问题。

阿片类药物是临床上常用的镇痛剂，包括

吗啡、芬太尼等。该类药物如被滥用，可能造

成药物依赖，使用过量可导致死亡。在一些西

方国家，犯罪分子将阿片类药物同传统毒品混

合，制成毒性更强、危害更大的新型毒品。

数据显示，2016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加

拿大共有 29052 例与阿片类药物明显有关的中

毒死亡案例，主要涉及芬太尼、可卡因、甲基苯

丙胺等。88%的意外中毒死亡事件发生在不列

颠哥伦比亚省、阿尔伯塔省和安大略省。当地

分析报告称，阿片类药物供应日益增加是造成

加中毒死亡案例激增的主要原因，一些患者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长时间使用该类药物，形成

依赖。

当前，加拿大执政的自由党政府主张将阿

片类药物成瘾问题视为一个健康问题，而不是

一个犯罪问题，并开始放松相关管制措施。加

拿大首席公共卫生官谭咏诗说：“耻辱感和对刑

事定罪的恐惧，导致一些人隐瞒自己使用毒品

的情况，或以其他增加伤害风险的方式使用。”

加 拿 大 联 邦 政 府 不 久 前 宣 布 ，自 2023 年

1 月 31 日起，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将进行一项为

期 3年的试点。其间，18岁以上个人可持有 2.5克

以内供个人使用的阿片类药物、甲基苯丙胺

和 亚甲二氧甲基苯丙胺，而不必面临拘捕、羁

押等刑事处罚。目前，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是北

美地区毒品致死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加拿大

广播公司称，自 2016 年 4 月该省将阿片类药物

滥 用 列 为 突 发 公 共 卫 生 事 件 以 来 ，至 今 已 有

9400 多人死于药物过量使用。

加拿大政府认为，将阿片类药物成瘾去刑

事化可以使警方能够专注于打击贩毒等有组织

犯罪，但不少反对者认为，政府的试点事实上存

在严重漏洞，可能会造成更多人吸毒，进而引发

严重的社会问题。加拿大药物预防网络主席查克·杜塞特认为，政府

的决定是“逃避现实”，政府应搞清是什么导致成瘾者最先接触这些毒

品，并帮助他们解决这一问题。“我认为让‘瘾君子’更容易吸毒有点像

姑息治疗，这只是让他们因毒品死亡的速度减缓，而不能让他们摆脱

毒品、重获新生。”杜塞特说。

加拿大多伦多圣迈克尔斯医院药物政策评估中心主任丹尼尔·韦

伯表示，放松毒品管控不能解决加拿大药物使用过量危机。加拿大

安全供应协会联合创始人乔丹·韦斯特法尔称，政府真正要做的是让

人们更加安全地获得药物，这才是改善药物危机的重要途径。《多伦

多太阳报》专栏作家布赖恩·利利认为，如果不采取措施帮助人们从

毒瘾中解脱，放松毒品管制“可能帮助和教唆更多人使用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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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曼富保险公司日前的一项统计显示，近一年来，

69%的西班牙人使用过远程医疗服务，71%的民众通过网络

咨询健康问题，54%的民众通过网络问诊。统计还显示，远

程医疗服务使用比例最高的是电子处方和通过电子设备进

行远程健康监控。多数受访者表示，数字医疗非常便利，可

以节省到医院就医的等待时间。

目前，西班牙医疗保险集团萨尼塔斯旗下的几家医院

已有超过 3100 名专科医生开设视频诊疗服务，占到问诊总

量的 1/4。疫情防控期间，数字医疗服务增长迅速，视频医

疗咨询从 2019 年的 4.2 万次升至 2020 年的 64 万次，高峰时

一天要进行超过 5000 场视频问诊。该集团旗下数字医疗

机构负责人塞萨尔·莫尔西约介绍，集团将于 2023 年建设

一家新的医院，统筹数字医疗与实体医疗的设施、人员配

备。同时，通过向病人发放可穿戴设备，医生可以对病人情

况进行实时监测。

一些电信公司也推出数字医疗产品。西班牙电信公司

与当地一家私立医疗机构和远程医疗平台合作，推出了一

项网络问诊服务。客户每月支付 6 欧元，即可通过视频或

语音咨询合作机构专家。

西班牙得乌斯托商学院教授罗伯特·努尼奥介绍，数

字医疗在西班牙的医疗体系中很早就得到应用。疫情防

控期间，这一服务的便利性和有效性得到充分体现，变得

更为普及。

西班牙政府去年 12 月通过了《数字医疗战略》，计划在

未来几年内投入超过 7 亿欧元，加快医疗领域的数字化进

程。包括推动医疗设施和服务的数字化，建立全国统一的

数字医疗档案和电子处方等，方便患者在全国范围内就医

和对医疗健康数据进行汇总分析，为政府卫生医疗领域决

策提供支撑。

由于不同地区医疗资源和水平存在差异，尤其是乡村

地区医疗水平较低，西班牙各地政府也希望通过数字医疗

来缩小医疗水平地区差距。以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为

例，该区近期宣布将在本地区图书馆等机构的小型信息中

心内设置专门的远程医疗区，配备电子屏和医用测量工

具。当地民众可以在该医疗区远程向所属医疗中心的专家

咨询，并在医生指导下测量血氧、血压和脉搏等基本健康数

据，由医生判断是否需要到现场就医。这种做法节省了医

疗资源，也提高了工作效率。 （本报马德里电）

西班牙加快发展远程医疗服务
本报记者 姜 波

巴西卫生部 7 月 15 日发布公告称，建议各州为 3 至 5 岁儿童接种中国科兴公司生产的克尔来福新冠疫苗。图为 16 日，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一名儿童接种克尔来福新冠疫苗。 新华社记者 王天聪摄

核心阅读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美国移民部
门以保护公共健康为由，禁止寻求庇护
者入境，剥夺其寻求难民保护的权利；将
许多非法移民羁押在条件恶劣的移民拘
留中心，导致他们的基本权利乃至生命
健康遭到侵犯；执法人员粗暴对待寻求
庇护者，导致边境人道主义危机持续加
剧；推行“骨肉分离”移民政策，导致大量
非法移民儿童与父母分离……长期以
来，美国在移民问题上劣迹斑斑，严重侵
犯移民的人权和各项基本权利，引发国
际社会普遍关切。

日前，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发生偷渡移民惨死货

柜车中的案件，已导致 50 多人遇难。英国广播公司称，这是美

国历史上偷渡移民死亡人数最多的案件之一。对于这一惨案，

国际舆论给予高度关注。分析人士批评说，移民死于非命的惨

剧在美国并非偶然，如果美国继续采取漠视移民人权和生命的

政策，只会让类似的悲剧不断重演。

“那些踏上如此危险旅程的人们
的绝望无法想象”

日前，美国执法人员在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一辆大货

车车厢里发现 46 具移民遗体，另有数人在送医后死亡，目前这

一事件死亡人数已达 53 人。这是美国近年来最严重的移民死

亡事件之一。据统计，罹难者来自墨西哥、危地马拉、洪都拉斯

等国。货车司机和另外 3 人被捕，已被美国检方起诉。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一篇文章指出，全美为这一案件感

到震惊，包括 4 名儿童在内的多名幸存者被紧急送往附近医

院。“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那

些踏上如此危险旅程的人们的绝望无法想象。”

美联社报道说，耶妮弗·卡尔多纳是幸存者之一，她描述了

当时车厢内的场景。“有人尖叫，还有人痛哭。因为很热，许多

妇女喊着停车、开门，说她们无法呼吸。”美国《华盛顿邮报》的

文章称，现场十分混乱，人们在发现遇难者之后，救援人员花了

一个小时才救出幸存者。

得州移民惨案并非个案。根据《华盛顿邮报》统计，多年来，

美墨边境发生了数起类似的悲剧事件。2003 年 5 月，得州维多

利亚县一辆卡车闷热的车厢内发现 73名移民，其中 19名移民死

亡。2017年，10名移民被发现困在得州边境附近的一辆拖车中，

他们因热衰竭而死亡。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数据，自 2014年以

来，约有 6430名移民在前往美国的途中死亡或失踪。

美国得州的这起移民惨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墨西哥总统洛佩斯表示，“这是一个巨大的不幸”。此前，他曾

批评美国政府在解决移民问题上缺少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发

言人迪雅里克近日表示，必须对美国得州发生的移民死亡事件

展开调查，并将所有涉及这一事件的责任人绳之以法。迪雅里

克说，这一事件再次表明，需要制定综合战略，以保证区域内移

民活动安全、有序和有规则进行。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种族歧视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非洲人

后裔问题工作组此前发表联合声明，谴责美国未评估个人状

况就系统性、大规模驱逐难民、移民的行为违反国际法，“大规

模驱逐延续了美国边境口岸对海地难民、移民进行种族排斥

的历史”。

“移民不仅是政治问题，更是一
个人权问题”

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公布的最新数据，2021 财年，

美国在南部边境抓捕的移民人数达到创纪录的 170 万，其中包

括 14 余万名儿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边境巡

逻队数据显示，2021 财年有 557 名移民死于美墨边境。

美国《国会山报》报道说，美国政府援引《公共卫生服务法》

第四十二章条款，以保护公共健康为借口，对所有试图跨越边

境的难民、移民进行集体驱逐，置许多难民、移民于危险境地。

美国政府还制造了“骨肉分离”政策，迫使许多未成年子女与父

母分离。同时，美国将移民关押在条件恶劣的移民拘留中心，

移民常常遭受虐待、暴力和不人道对待。

2021 年 9 月，超过 1.5 万名来自海地的寻求庇护者聚集在

得州边境小镇德尔里奥的一座桥下，在酷热的天气下睡在肮脏

的帐篷里或泥地上，周围满是垃圾，生活环境十分恶劣。美国

边境执法部门残酷对待这些寻求庇护者，巡逻队员在马背上，

挥舞着马鞭冲向人群，将他们驱逐到河水里。这些现场画面被

曝光后立即引发众怒。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称，“这一场

景让人联想到美国历史上用奴隶巡逻队控制黑人奴隶的黑暗

时代”。美国《纽约时报》评论称，“骑在马背上的执法人员像赶

牛一样驱赶移民的画面令人发指”。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此前报道称，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羁押着超过 5000 名无人陪伴的移民儿童，很多儿童的羁押时

间 都 超 出 法 定 时 限 。 英 国《卫 报》网 站 报 道 称 ，2016 年 至

2021 年间，有 160 多起美国南部边境执法人员对包括儿童在内

的寻求庇护者进行性虐待和身体虐待的案例被曝光，涉及美国

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边境巡逻队等主要执法机构。

得州《圣安东尼奥特快新闻》评论说，无论是坐在卡车车

厢里，还是徒步穿越沙漠，或是横渡格兰德河，移民在美国所

面临的都是一个支离破碎、高度政治化的移民制度，这一移民

制度“否定了我们共同的人性，迫使许多人将自己的生命置于

危险之中”。文章认为，在美国对移民政策实现全面改革之

前，人道主义危机将持续下去，这种恐怖的事件将继续存在。

“移民不仅是政治问题，更是一个人权问题。这需要我们具有

道德上的紧迫感。”

“这是美国边境和移民政策几十
年来的不人道和不合理的证明”

美国混乱的移民政策是这些惨剧的根源。美国记者恩里

克·阿塞韦多日前在《华盛顿邮报》刊文称，得州移民惨案是美

国制度失灵的结果。他认为：“这一悲剧要求人们重新评估过

去 30 年美国政府在美墨边境采取的行动。美国需要全面的移

民改革，公平地对待难民、移民。美国封锁边境的政策、与相关

国家缺乏协调，以及过去十年美国国内针对移民的煽动性言论

不断升级，都给移民带来了悲惨的命运。”

长期以来，美国在美墨边境地区实施军事化管理，不仅打

造了约 700 英里（约 1120 公里）的隔离墙，还部署了 1.9 万名执

法人员以及无人机、全地形车和监控设备。美国前总统特朗

普、得州州长阿博特等政客推动修建边境墙、宣扬反移民言论，

更是火上浇油。但这些非但没有阻止移民入境，反而导致更多

人死亡，并让犯罪组织获利。阿塞韦多表示：“华盛顿没有将边

境安全视为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而是沉迷于封锁边境以阻止

非法移民。这是失败的尝试，美国政府漠视移民人权和生命，

造成了严重后果。”

美国国务院前高级顾问克里什·奥马拉·维格纳拉贾评论

说：“美国错误的移民政策对悲剧负有大部分责任，由于美国未

能建立人道的庇护制度或有效的移民框架，导致又一次可怕

的、本可以避免的生命损失。”她表示，由于严厉、错误的政策，

人们根本没有办法在美国寻求庇护，而这是国内法和国际法规

定的基本人权。

另一方面，美国政客惯于在难民、移民问题上“作秀”，作出

虚假承诺表演，实际上却侵犯难民权利，恶劣对待难民，尤其是

其中的妇女儿童。维格纳拉贾表示，在如此惨重的生命损失发

生之后，美国政客“迅速开始了相互指责的游戏”。美国政府强

调了人口贩卖集团所扮演的致命角色，而得州州长阿博特这样

的“反移民者”则毫不犹豫地将悲剧归咎于当局的“开放边境”

政策。

萨尔瓦多移民问题专家塞萨尔·里奥斯认为，由于长期以

来美国移民政策朝令夕改，且美国国内针对移民问题的政治分

歧悬而未决，导致移民危机日渐加剧。美国的政客们并没有兑

现他们在竞选过程中就移民问题所做出的承诺。

美国《洛杉矶时报》专栏作家简·格雷罗说，她曾与志愿者

一起在亚利桑那州的边境走私路线上徒步行走了几次，“每一

次，我们都发现了人的头骨和腐烂的尸体。美国的边境已经成

为一个巨大坟墓，这是美国边境和移民政策几十年来的不人道

和不合理的证明”。 （本报华盛顿电）

国际移民组织数据显示，自2014年以来，约有6430名移民在前往美国的途中死亡或失踪，分析人士表示——

“美国政府漠视移民人权和生命”
本报记者 李志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