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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随笔R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签署

20 周年，也是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

合作条约签署 15 周年。在宪章和

条约确立的宗旨和原则指引下，上

合组织成员国践行“上海精神”，坚

守初心使命，共维稳定、共谋发展，

树立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

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上合组织

成为欧亚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

建设性力量。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

同为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在上合

组织框架下密切合作，为推动上合

组织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中吉始终致力于共同维护国际

公平正义。上合组织坚定捍卫联合

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成员国坚定遵

循上合组织宪章原则和规定，倡导

多边主义和开放原则，主张以和平

方式解决分歧争端，以共赢理念促

进发展繁荣。两国坚定支持彼此根

据本国国情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支

持对方为维护国家独立、主权、领土

完整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共同反对

他国干涉内政。吉方赞成中方提出

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

认为中方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中吉始终致力于共同守护地区

和平稳定。安全是发展的基石。没

有安全，就谈不上发展。上合组织

高度重视安全合作，建立了地区反

恐怖机构，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

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及

合作纲要。两国积极参加上合组织

执法安全合作，不断加大打击“三股

势力”的力度，拓展非传统安全领域

合作。

中吉始终致力于共同促进地区

发展繁荣。上合组织成员国积极支

持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吉总统

扎帕罗夫称赞该倡议为中亚地区连

通海洋提供了机遇。上合组织成员

国签署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

协定，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

别克斯坦公路高效运行，中吉乌铁

路项目取得积极进展。两国将继续

深入对接发展战略，落实好中吉中

长期经贸合作规划。

中吉始终致力于共同推动地区民心相通。在去年举行的上

合组织民间友好论坛期间，中国倡议成立的上合组织睦邻友好

合作委员会与吉尔吉斯斯坦民族大会签署合作备忘录，积极促

进文明互学互鉴。在上合组织框架下，中方每年为吉方提供 40 个

政府奖学金名额。吉尔吉斯斯坦主流媒体积极参加“中国—上

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云”交流活动。吉方代表多次在上合组织

职工技能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吉方也是中方倡议举办的上合

组织成员国艺术节、青年交流营、妇女论坛、媒体论坛等活动的

积极参与者。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扎实有序推进

扩员进程，充分表明本组织倡导的“上海精神”得到国际社会普遍

认同，对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吉将加大相互支持，全面深化互利合作，持续推动构建更加紧密

的中亚—中国命运共同体和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为促进地区和

平稳定与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为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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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之城”社区是阿

联酋迪拜正在打造的一个净

零能耗社区。近期，该社区宣

布了一项新倡议，鼓励社区居

民收集一次性塑料制品，在集

中回收后制成可重复使用的

购 物 袋 ，供 社 区 周 边 超 市 使

用。“这是一项非常好的限塑

举措，有利于减少资源消耗和

环境污染，让更多民众养成可

持续的生活方式。”社区居民

哈马迪说。

按照世界自然基金会的

数据，阿联酋每年消耗 110 亿

个塑料袋，年人均使用量约为

全球平均水平的 4倍。塑料袋

不仅污染环境，而且伤害鸟类、

骆驼和海洋生物等。数据显示，

阿 联 酋 近 86%的 海 龟 和 50%
的 骆 驼 的 死 因 是 误 食 塑 料 。

为促进可持续发展，阿联酋政

府持续出台强化限塑措施，并

通过了废弃物管理综合战略，

鼓励对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和

在能源转换方面的创新。

近期，阿布扎比环境署连

续组织了多场宣传教育活动，

帮助民众了解塑料对环境造

成的危害，并为企业制定和践

行 相 关 环 境 政 策 提 供 帮 助 。

今年 6 月 1 日，阿布扎比开始

实施一次性塑料袋禁令，民众

分发或使用一次性塑料袋将

面临罚款。根据出台的塑料制品综合

管理政策，阿布扎比计划到 2024 年完

全淘汰一次性塑料杯、盘子和食品容

器，并逐渐减少吸管、糖纸、

塑料瓶等 16 种塑料制品的使

用。

自 7 月 1 日起，迪拜对民

众使用的每个一次性塑料袋

征收 0.25 阿联酋迪拉姆（1 美

元 约 合 3.67 阿 联 酋 迪 拉 姆）

税费，以期通过改变人们日

常习惯实现完全禁用一次性

塑料袋。政府鼓励民众使用

帆布袋等替代产品。

今年 2 月，迪拜发起“迪

拜罐”活动，提倡人们外出自

带 水 杯 ，减 少 一 次 性 塑 料 瓶

的使用。政府计划今年底前

在 热 门 景 点 、公 园 等 公 共 场

所安装 50 个公共饮水器，供

人 们 免 费 使 用 。 据 统 计 ，该

活 动 开 始 以 来 ，已 减 少 使 用

超 过 100 万 个 500 毫 升 容 积

的一次性塑料瓶。

企业也积极响应限塑倡

议。阿联酋主要零售商都为

顾 客 提 供 可 重 复 使 用 的 袋

子，如黄麻袋、帆布袋、再生

纸袋等。阿联酋航空公司还

推出了由回收塑料瓶制成的

毯子，并陆续减少机上吸管、

调酒棒和搅拌器等一次性塑

料 制 品 的 使 用 ，逐 步 换 成 环

保替代品。迪拜机场消费场

所已经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

禁 止 使 用 一 次 性 塑 料 制 品 。

迪拜机场执行副总裁尤金·巴里表示，

约 95%的合作商户已承诺将塑料制品

换成适当的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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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是文明古国，也是阿拉伯世界的

“ 领 头 羊 ”。 为 了 实 现 称 霸 中 东 的 战 略 目

标 ，美 国 一 直 试 图 推 动 埃 及 走 所 谓“ 民 主

化”道路。2011 年 1 月 25 日，埃及发生全国

性大规模反政府抗议行动。18 天后，穆巴

拉克政府被推翻。这场政治剧变看似无组

织、无纲领、无领导，但其实正如法国学者埃

里克·德纳塞等人在《阿拉伯“革命”隐藏的

另一面》一书中所揭示的，它处处能看到美

国等西方国家策动“颜色革命”的影子。

首先，长期以来，美国采取各种手段向

埃及社会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美国国际开

发署、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服务于美国

战略利益，遵照美国政府命令，通过向亲美

个人和团体提供资助，不断对埃及进行渗

透和颠覆活动。有数据显示，美国国际开

发署每年在推动埃及“民主化”方面的开支

大约有 2000 万美元。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

这些援助大部分集中在法治和公民社会领

域；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重点资助智库和

媒体。

“9·11”事件后，美国政府实施“中东伙

伴倡议”，在中东加快推进“民主化”进程，将

年度资助金额从 2000 年时的 5 亿美元增加

到 2005 年的 20 亿美元。埃及正是美国“民

主改造”的重点对象之一。一些政府人员、

军人、研究人员接受西方资助后，主动或被

动接受并传播西方观点和主张。这种长期

而隐蔽的意识形态渗透，使埃及的传统社会

结 构 和 民 众 心 理 日 益 受 到 侵 蚀 ，最 终 为

2011 年埃及政治动荡埋下伏笔。

其次，美国发展埃及本土非政府组织和

代理人，使其充当“颜色革命”的“急先锋”。

在美国等外部势力长期支持下，埃及非政府

组织数量不断增加。有统计显示，1960 年

埃及非政府组织有 3195 个，1976 年有 7593
个 ，1990 年 增 至 12832 个 ，2008 年 则 达 到

26295 个。一些非政府组织长期传播所谓

“西式民主”理论。在 2011 年埃及动荡中，

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看似各自为战，实则

操作手法都显示出极强的策划组织特征，包

括发布口号、漫画、图标、旗帜、海报，发表讽

刺文章、演讲，组织抗议活动，藐视警察权

威，模糊政治倾向等。

其中，有两个非政府组织表现最为抢

眼 。 一 个 是“全 国 变 革 运 动 ”（也 称“卡 法

亚”）。“卡法亚”（Kefaya，意思是“受够了”）

与其他国家一些反政府组织的名称、行动口

号等如出一辙。例如，在 2003 年格鲁吉亚

“玫瑰革命”中，反政府组织名叫 Kmara，意

思也是“受够了”，该组织同样受到美国国家

民主基金会的培训。另一个是“4 月 6 日青

年运动”。2008 年 12 月，该组织领导人受邀

参加美国国务院举行的“青年运动联盟”会

议。2009 年夏天，该组织发言人穆罕默德·
阿德尔曾与 14 名埃及和阿尔及利亚活动家

一 起 在 非 暴 力 行 动 与 战 略（应 用）中 心 实

习。他在纪录片中公开承认此事，并称经过

实习，他熟悉了人群组织技术以及该如何应

对警方等。“4 月 6 日青年运动”领导人还曾

向美国人承诺，要在 2011 年埃及大选前“推

翻政权”。

在 2011 年动荡发生后，美国明显加大

资助非政府组织力度。有统计显示，2011年

3 月至 6 月，埃及境内非政府组织共接受了

1.75 亿美元资助，这是此前美国相关资助总

额的近 3 倍。鉴于这些非政府组织在埃及

动荡中上下其手、遗祸不浅，2012 年 2 月，埃

及政府逮捕了包括 19 名美国人在内的 43 名

非政府组织成员，并移交开罗刑事法院审

判。这也从一个视角表明，这些非政府组织

在埃及剧变中卷入极深。

第三，西方国家借助网络技术对埃及政

局动荡推波助澜。早在 2008 年，美国兰德

公司就对埃及“民主化”进行研究，建议美国

政府应鼓励非政府组织为埃及的“改革者”

提供培训，帮助其获得和使用信息技术，特

别是要投资发展网络匿名技术，以逃过政府

监控。例如，2011 年动荡发生后，西方国家

为抗议者提供了一种可以接入网络又不留

痕迹的 Tor 技术（洋葱路由技术）。这种服

务器可以为所有信息加密，用户可以匿名上

网。该项目由美国企业推出后，免费向中东

国家民众提供。为确保埃及活动分子在断

网情况下与外界保持联系，美国互联网公司

还 迅 速 推 出 一 款 名 为“Speak2Tweet”的 应

用。这项应用允许用户免费拨号、上传语音

留言，留言被自动转换成推文后再传至互联

网。因此，有人也将“阿拉伯之春”称为“键

盘敲击出来的革命”。

“颜色革命”是美国实现地缘政治和经

济目标的惯用手段。它以推动反西方政权

更迭为目标，通过不断煽风点火，甚至人为

制造流血事件，加剧政府与民众对抗，给政

府不断施压，最终颠覆政权，将目标国纳入

西方政治经济版图，顺从美国主导的全球政

治经济秩序和安全秩序，其实质是维护美国

的“军事—经济—观念三位一体”霸权。

包括埃及动荡在内，2011 年前后美国

在西亚北非助推“阿拉伯之春”“颜色革命”，

也门、约旦、叙利亚、利比亚等国接连发生动

荡。阿拉伯世界深陷战争、社会动乱和经济

衰退泥淖，当地民众承受了巨大痛苦。

埃及动荡后，埃及社会很快出现权力碎

片化甚至“权力真空”。一时间，竟涌现出近

400 个 政 党 ，参 加 下 院 选 举 的 候 选 人 超 过

6700 名。党派间权力纷争此起彼伏，政治

内耗加剧，安全形势恶化，恐怖势力蔓延。

在 2012 年 6 月穆尔西上台执政后，一年间埃

及共发生 7400 多次民众抗议，相当于每天

有二三十场。原本脆弱的埃及经济也雪上

加霜，外汇和财政收入大幅减少。许多著名

旅游景点也从游人如织变得门可罗雀。有

分析称，这场剧变使该国经济发展倒退至少

15—20 年。

埃及开罗大学教授赛义德·拉万迪认

为：“革命意味着改变，但在阿拉伯世界的改

变是摧毁性的，这些改变为地区国家塑造了

新的敌人：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2011年埃及动荡：意识形态渗透埋下动荡伏笔
——美国煽动“颜色革命”危害世界和平稳定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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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7日至 18日

是一年一度的欧洲遗

产 日 。 经 过 了 12 年

的翻修后，法国国家

图 书 馆 黎 塞 留 馆 在

遗产日第一天即 9 月

17 日 重 新 对 公 众 全

面 开 放 。 黎 塞 留 馆

始建于 19 世纪，是法

国国家图书馆的主要

馆址之一。

图为日前拍摄的

法国国家图书馆黎塞

留馆。

新华社记者

高 静摄

记者近日在柏林一家超市打算投币支付时

发现，自助结账机竟然没有投币口。一问才得

知，这是该连锁超市集团刚推出的无现金支付

终端，目前已在德国多家店面投入使用。在柏

林、慕尼黑等城市，支持苹果、谷歌、贝宝等数字

支付方式的商家越来越多。

长期以来，在德国、奥地利等德语区国家，

现金一直是主流支付方式，无现金支付的比例

长期低于欧洲其他国家。但这一趋势在最近几

年逐渐发生变化。德国联邦银行今年 7 月发布

的支付行为研究报告称，德国的现金支付比例

自 2017 年开始下降。根据德国零售业最新统

计，目前约有 60%的德国人使用银行卡或智能

手机付款，2021 年这一数字为 56%，疫情前只有

47%。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这一变化与疫情期

间商家鼓励非接触式支付，以及无现金支付的

“快速和简单”特点直接相关，在线购物增加也

对支付习惯产生了影响。

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同样出现类似

趋势。根据欧洲央行的最新数据，2021 年欧元

区共处理无现金支付交易 1142 亿笔，同比增长

12.5% ，涉 及 交 易 额 197 万 亿 欧 元 ，同 比 增 长

18.6%。整体上看，挪威、瑞典、丹麦等北欧国

家无现金支付走在前列。在北欧国家的城市和

乡村，“仅限刷卡”或者“无现金”的标识已成为

很 多 商 家 的 标 配 ，不 少 街 边 摊 位 也 接 受 信 用

卡。根据瑞典央行的数据，在过去 10 年中，瑞

典居民使用现金的比例已从 40%下降到 9%，平

均每人每年的非现金交易达 260 次，远超欧洲

其他国家，整体消费额中约 98%的交易以电子

支付方式完成。瑞典还是全球最早尝试数字货

币的国家之一。业界预估，瑞典有望成为全球

第一个进入“无现金社会”的国家。

得益于金融市场稳定和电子设备的普及，

一些欧洲国家如丹麦等陆续推出一系列政策，

包括不再强制全国零售商接受现金，将移动支

付软件与银行账号、国民身份证号等信息绑定

等。在普及无现金支付的同时，各国政府也在

不断加强相关监管。

（本报柏林 9月 20日电）

欧洲无现金支付加速普及
本报记者 李 强

第十八届非洲国家环境部长会议近日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

举行。来自非洲 50 多个国家的环境官员在会上通过了一系列旨

在应对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及环境污染的决议，为非洲国家未来的

环保工作制定了新的路线图。本届会议主席、塞内加尔环境与可

持续发展部部长阿卜杜·萨利姆·萨勒呼吁非洲国家进一步加强环

保合作，合力应对挑战。

非盟《2063 年议程》明确提出，提升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能力是非洲地区发展的重要目标。非洲国家确定了每年

的 4 月 10 日为非洲环境保护日，呼吁地区国家对荒漠化、水污染等

环境问题予以高度重视。近期，2022 年非洲气候周活动在加蓬首

都利伯维尔举行。加蓬总统阿里·邦戈表示，在《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27）举办前夕，非洲国家

领导人和环境官员齐聚加蓬，显示出非洲国家保护环境、共创美好

未来的决心。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厄·安诺生近日表示，非洲处于

全球气候危机的最前沿，但也具有巨大的行动潜力。当前，非洲许

多国家正积极作为，持续出台政策措施，推动能源绿色转型和温室

气体减排，努力促进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

态系统。目前，非洲开发银行设有 5 亿美元基金，专门用于支持小

型可再生能源项目。该银行还计划在撒哈拉以南地区投资 200 亿

美元，建设一个覆盖 11 国的太阳能发电区。在防治荒漠化方面，

非盟主导推出了“非洲绿色长城”计划，建设目标是沿撒哈拉沙漠

南缘建成约 8000 公里长的生态防护林带，治理 1 亿公顷荒漠化土

地，从而使干旱地区的林地、牧地及其他自然资源得到可持续管理

或使用。如今，“非洲绿色长城”计划不仅已恢复数百万公顷土地，

还给非洲多国创造了数千个就业岗位。在应对水资源污染方面，

去年 11 月，非洲开发银行董事会审议通过 2021—2025 年水资源发

展战略，旨在保护非洲水资源安全，进而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绿

色、包容性增长。

越来越多的非洲民众也自觉参与到环境保护行动当中，环保

意识日益深入人心。去年 3 月，非洲环保人士响应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有关“清洁海洋”的倡议，驾驶由废旧塑料制成的单桅帆船开

启了环湖旅行，在途经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肯尼亚等地的沿岸社区

时，向当地民众宣传塑料污染对维多利亚湖沿岸地区造成的破坏，

帮助更多民众认识到加强环境保护的重大意义。

非洲国家不断加大环境保护力度
本报记者 王传宝

据新华社东京 9月 20日电 （记者钟雅）日

本总务省 20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8 月日本去除

生鲜食品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升

2.8%至 102.5，为连续 12 个月同比上升；涨幅连

续 5 个月超过 2%，且为

2014 年 10 月以来最高。

报告显示，能源价

格大幅上涨仍是推升 8 月物价的主要因素。与

去 年 同 期 相 比 ，电 费 上 涨 21.5%，燃 气 费 上 涨

26.4%。当月，非生鲜类食品、家具家居用品也

涨价明显，其中普通面包价格上涨 15.0%。

日本核心CPI连续 12个月同比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