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17 国际国际2023年 2月 2日 星期四

■国际视点R

本版责编：于景浩 刘 刚 姜 波 宋亦然

近日，第七十七届联合国大会第五委员会

审议了联合国审计委员会关于联合国秘书处、

联合国项目事务署等机构 2021 财年的 17 份审

计报告、审计委员会汇总审计报告，以及联合

国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相关审议报

告，一致通过并形成大会决议，赞赏审计委员

会持续提出质量上乘、格式简化的报告，认可

审计建议，认可行预咨委会报告所载的结论和

建议，重申审计委员会在进行审计时应完全独

立、独自负责。

这意味着，包括中国审计委员在内的联合

国审计委员会 2021 财年的审计工作圆满完成。

近年来，中国审计署认真履行国际审计职

责，深度参与联合国审计工作，组织实施对联

合国秘书处、项目事务署等 40 多个机构和项目

的审计，取得较好成效。

遵循国际审计规则，认真
履行审计职责

联合国审计委员会成立于 1946 年，是联合

国重要的专家机构，主要负责对联合国有关机

构和项目独立进行外部审计，并向联大报告审

计结果及建议。2020 年 7 月起，中国审计署审

计长侯凯履任联合国审计委员会委员。 2023
年 1 月 1 日起，侯凯审计长担任联合国审计委

员会主席。

根据审计分工，两年多来，中国审计署组

织实施了对联合国秘书处、基金方案、维和行

动和“团结”信息系统四大类 106 个项目的审

计，共投入审计力量近 600 人次，审计人员足迹

涉及美国、瑞士、荷兰、丹麦、肯尼亚等多个国

家，向联合国大会等提交审计报告 22 份。

在审计过程中，中国审计师遵循国际审计

规则，重点对联合国有关机构和项目的预算管

理、财务收支、报表合规、内部控制、制度执行

和运行绩效等开展审计。同时，检查被审计实

体对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督促有关单位

对不执行审计建议，以及涉及舞弊、欺诈等问

题的相关人员进行追责问责。

审计署联审办主任陈达时说：“我们既按

照国际审计规则办事，又把中国审计一体推进

揭示问题、督促整改、强化问责、规范管理、促

进改革的经验做法应用于联合国审计实践，更

好地服务联合国。”

审计揭示问题，推动联合
国强化问责

两年多来，联合国审计委员会的审计报告

引用多个中国审计师审计发现的问题，主要包括联合国秘书处对联合国

基金会缺乏管控、财务和预算执行管理不够严格、成本回收基金结余过

多；部分维和行动特派团油料消耗异常，存在舞弊风险；联合国项目事务

署违规决策，对外贷款造成重大损失等。

针对审计发现，联合国大会连续两年敦促联合国秘书长以及各基金

和方案行政首长，确保迅速及时地充分执行审计委员会和行预咨委会的

有关建议，并在今后报告中说明执行审计委员会建议的预计时限、优先次

序，以及接受问责的主管官员。

“中国审计师在促进联合国加大对舞弊等问题线索的查处力度，推动

问责制落地落实方面贡献了力量。”陈达时说。

督促审计整改，推动联合国加强管理

根据联合国大会的要求，中国审计师在联合国审计中认真核查被审

计实体对以前年度审计建议的执行情况，并督促其整改落实，健全制度、

完善治理。

针对联合国项目事务署对外贷款损失的事项，负责该项目审计的审

计组组长赵远博表示：“项目事务署执行委员会根据审计建议，紧急采取

一系列措施，包括要求收回贷款资金，冻结所有相关储备金等；成立工作

组进行独立综合评估；完善决策程序，健全内部控制等。”

“窥一斑而知全豹。”实际上，联合国审计委员会认真履行国际审计职

责，不仅揭示问题，还有针对性地提出审计对策和建议，促进从根本上解

决问题。联合国秘书长每年要向联合国大会报告审计建议的执行情况，

2020 年以来，联大五委连续两年对秘书长执行审计建议情况的报告进行

审议后，强调要充分说明为何有的事项未及时执行审计建议，并有效解决

审计委员会强调的各种问题的制度性原因。

“审计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审计委员会在推动联合国加强整

改、强化问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审计委员会将继续秉持独立

专业精神，进一步立足经济监督定位，聚焦财务合规和绩效审计主责主

业，为促进联合国完善治理、推动改革发展发挥更大作用。”联合国审计委

员会主席、中国审计署审计长侯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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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游客在瓦伦西亚阿布菲拉湿地

公园内的湖边观光休憩。

大卫·罗塔摄

右图：2022 年 12 月，大量越冬鸟类在

出水市专门设置的“核心保护区域”内的

农田觅食。

本报记者 岳林炜摄

法兰西电视台近日报道，在经历了自

1959 年以来最干旱的夏季之后，法国将目

光再次投向水资源循环利用，希望不再因

供水不足问题影响生产生活。但与其他

欧盟国家相比，法国在该领域仍较落后，

部署废水回收设施的城市较少。

法国国家农业、食品和环境研究所水

处理专家索菲·贝诺表示，法国水资源循

环利用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此前并未

出现严重的缺水问题，且废水处理价格昂

贵。但 2022 年夏天全法持续干旱导致的

水资源危机提醒人们，需采取必要措施提

升水资源的利用效率。

“在法国，只有不到 1%的废水经过处

理后得到循环利用。在意大利，这一指标

是 6%到 8%，西 班 牙 是 12%，以 色 列 则 超

过 60% 。”法 国 水 利 公 司 BRL 首 席 执 行

官 让 —弗朗索瓦·布朗谢表示，法国正在

水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发力，希望通过增加

废水处理设备数量、加大投资开发新技术

等措施进一步提升水资源利用率。

位于法国南部的纳博讷市威立雅废

水 处 理 厂 近 来 吸 引 了 法 国 各 界 广 泛 关

注。在去年夏天持续干旱时期，这家废水

处理厂用处理后的废水灌溉了近 80 公顷

的葡萄园。该厂研发了一种名为“再利用

盒子”的容器，用于对废水进行过滤和消

毒，处理能力高达每小时 75 立方米。经过

处理的废水虽不能饮用，但足以用于农作

物灌溉、城市清洁、浇灌绿地等。该公司

创新部经理弗朗索瓦·勒布尔·萨尔兹表

示，到 2023 年年底，预计有 100 个“再利用

盒子”在法国不同城市安装，“这一开创性

做法预计将节省 300 万立方米的水，相当

于一个拥有 18 万居民的城市年用水量。”

法国生态转型与团结部表示，到 2025

年，法国城市雨水、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等

的再利用量将增加 3 倍，并将通过处理尽

可能减少其带来的卫生健康隐患，经过处

理后的水可直接用于农作物灌溉、灭火、

道路清洁等。据法国《费加罗报》报道，近

年来法国开始由点及面推动废水处理技

术在城市群 推 广 ，例 如 纳 博 讷 周 边 城 市

已开始研究修建管道连接废水处理厂和

工厂。

法国全国废水处理公司联合会的科

研人员尼古拉斯·罗什认为，法国有必要

制定激励政策鼓励废水的回收再利用，同

时需为处理后的废水再利用设定量化目

标，避免对自然环境产生威胁。他说：“我

们必须因地制宜为不同地区的废水找到

合适的再利用用途，并根据不同用途调整

处理方式，以实现高效、可持续的废水再

利用。”

（本报巴黎 2月 1日电）

法国努力推进水资源循环利用
本报记者 刘玲玲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 2月 1日电

（记者康逸）欧盟统计局 1 日公布

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

下降影响，欧元区 1 月通胀率按年

率计算为 8.5%，低于去年 12 月的

9.2%，连续 3 个月放缓。

数据显示，1 月欧元区能源价

格同比上涨 17.2%，低于去年 12 月

的 25.5% ，是 推 升 当 月 通 胀 的 主

因。此外，食品和烟酒价格上涨

14.1%，非能源类工业产品价格上

涨 6.9%，服务价格上涨 4.2%。当

月，剔除能源、食品和烟酒价格的

核心通胀率保持在 5.2%。

2022 年 7 月 至 今 ，欧 洲 央 行

已 连 续 4 次 大 幅 加 息 共 250 个 基

点 以 遏 制 通 胀 。 欧 洲 央 行 行 长

拉 加 德 日 前 表 示 ，要 坚 持 紧 缩

政 策，遏制“过高”的欧元区通胀

水平。

欧元区 1 月通胀放缓

据 新 华 社 悉 尼 2 月 1 日 电

（记者王琪）2023 年“欢乐春节”中

国电影周 1 月 31 日在澳大利亚的

西澳大利亚州首府珀斯开幕。活

动期间计划展映包括《万里归途》

在内的 6 部中国电影。

西澳州州长代表穆巴拉克在

致辞中表示，电影周使当地民众有

机 会 欣 赏 到 如 此 优 秀 的 中 国 电

影。西澳州是一个多元文化和谐

共存的社会，在澳华人为多元文化

发展做出了贡献。

本次电影周由中国驻澳大利

亚大使馆与中国驻珀斯总领馆、西

澳大学孔子学院和西澳澳中友协

共同举办，是庆祝中澳建交 50 周

年的系列活动之一，将从 1 月 31 日

持续至 2 月 8 日。

2023年“欢乐春节”中国电影周在澳大利亚珀斯开幕

核心阅读

古往今来，人类逐
水而居，文明伴水而生，
人类生产生活同湿地有
着 密 切 联 系 。 守 护 湿
地，对维护生物多样性、
固碳减排、缓解和预防
自然灾害等意义重大。

《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日

内瓦分会场去年 11 月举办了第二批“国际

湿地城市”颁证仪式，来自 13 个国家的 25
个城市获得认证。至此，全球共有 43 个城

市入选“国际湿地城市”，其中中国有 13
个，数量居全球第一。

近年来，一些国家通过建立完善法律

制度、加强科技支撑、推广科普教育等，不

断推进湿地保护和发展事业，积极探索可

持续发展之路，取得积极成效。本报记者

近日对一些城市湿地进行了探访。

保障生态系统
自循环顺畅

“几年前有一些火烈鸟飞到阿布菲拉

湿地安家，那场景让我始终难忘。后来，

越来越多的火烈鸟来到这里，这实在令人

兴奋。”西班牙瓦伦西亚旅游局市场和品

牌经理米盖尔·佩雷斯告诉记者，每当他

回忆起与湿地结缘的这些年，脑海中总有

火烈鸟成群飞来的画面。

瓦 伦 西 亚 是 新 晋 获 得“ 国 际 湿 地 城

市”认证的 25 个城市之一，整个城市依傍

在阿布菲拉湿地公园旁，风景秀美。在瓦

伦西亚语中，“阿布菲拉”意为“湖泊”。这

片面积为 2.1 万公顷的湖泊，是约 80 种鸟

类的栖息地。

“ 有 些 候 鸟 在 这 里 过 冬 后 回 到 欧 洲

北部，或者是度过相对凉爽的夏天后再

返回非洲大陆。有些来了就不走了。”瓦

伦西亚稻米原产地认证机构负责人桑托

斯·鲁伊斯说，这里的水稻为鸟类提供了

充足食物，也是它们选择留下的一个重

要原因。

努力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保障生

态系统自循环顺畅，是瓦伦西亚湿地保护

的核心理念。据鲁伊斯介绍，阿布菲拉湿

地 75%的面积用来种植水稻。“这些水稻

不仅给鸟类提供食物，还能帮助净化湖

水，使湖水在不同季节形成有益循环，是

湿地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瓦伦西亚整座城市也努力践行环保

理念：将多个区域改造成步行区，在城区

增加自行车专用道；湿地公园严格限制

人类活动时间、区域和规模，最大限度减

少人为因素影响；海洋公园建在一片湖

泊之上，海洋馆藏在湖水之下。走进海

洋 馆 ，游客仿佛置身一个小小的湿地公

园——鹈鹕、绿头鸭、火烈鸟等依水而生

的动物在身边漫步、畅游，小鱼在芦苇间

嬉戏……

在海洋馆工作 20 多年的生物学家大

卫·马蒂告诉记者，生活在这里的很多鸟

受过伤，是馆方救助的对象，还有一些是

从别的地方搬家过来的。“这些鸟已经把

这里当家了。”

海洋馆为当地学校提供专门的游览

计划。“保护湿地就是保护人类自己。我

们将湿地动物和海洋动物放归自然时，

会邀请一些学生参与，让他们亲身体会

生态保护的意义。”马蒂说，孩子们从活

动中收获很大，有些孩子立志长大后投

身环保事业。

在城市与湿地
间建立缓冲区

南非开普敦市西北方向，有一条美丽

的海岸公路。顺着公路驾车 15 分钟左右，

便可进入“鸟的天堂”。一边，成群的海鸥

在海滩觅食；另一边，火烈鸟、鹈鹕等 180
多种鸟类在湖沼浅滩嬉戏。这里就是当

地人引以为傲的里特夫雷湿地保护区。

开普敦不久前也因湿地保护方面的成绩

获得“国际湿地城市”称号。

里特夫雷湿地保护区面积约 560 公

顷，主要由西部一个深水湖和南部的浅水

滩及旱地组成。它被夹在东北及西南两

片城区之间，同时毗邻海岸公路，很容易

被侵扰。为此，里特夫雷湿地保护区选择

建立生态缓冲区，即在保护区周边设立 70
米至 100 米宽、密布植被的自然区域。

前往里特夫雷湿地保护区时，可以沿

海岸公路从远处欣赏湿地美景。如果要

近距离接触，则需要绕行湿地东北部的专

用入口，那里为人们设立了专供水畔休闲

的娱乐设施。根据南非《国家环境管理

法》规定，设施管理者在运营期间要遵守

相关湿地保护的条款，比如“不能限制、阻

挡或改变水流，包括过度抽取湿地中的

水”“避免污染源靠近湿地”“定期清理湿

地中的外来入侵植物”等。

开普敦市对河湖湿地的相关保护条

款统一规定，所有水生生态系统都需要建

立生态缓冲区。小溪流或混凝土水渠的

缓冲区宽度在 10 米之上，河流的缓冲区宽

度可达 40 米，湿地的缓冲区至少 70 米，关

键生态系统的缓冲地带要达到 100 米。同

时，处于生态保护的区域若为私人领地，

其所有者也需采取负责任的保护措施。

若发生污染，污染者或土地所有者将承担

责任，并负担修复费用。

开普敦是首个获得“国际湿地城市”

认证的南非城市。该市环境管理总监洛

林·格拉恩斯表示，这一荣誉是对开普敦

过往在保护湿地方面采取特殊措施的认

可。据了解，开普敦下一步将重点改善河

流和湿地的水质，未来 3 年至少投入 3.5 亿

兰特（1 元人民币约合 2.58 兰特），努力达

成城市水源治理的长期目标。

湿地保护与发
展旅游相互促进

走进日本出水市的鹤类博物馆，“祝

贺出水市入选日本首批‘国际湿地城市’”

的横幅格外醒目。出水市位于九州地区

鹿儿岛县的西北部，沿海分布着大面积稻

田和滩涂，是鹤类南迁越冬的重要目的

地，被称为“鹤之城”。每年 10 月中旬到次

年 3 月，白头鹤、白枕鹤等会从西伯利亚等

地南迁到此越冬。自 1992 年以来，当地越

冬鹤群数量一直保持在 1 万只以上。

“入选‘国际湿地城市’是对当地市民

努力保护鹤类繁衍生息的极大肯定。”在出

水市鹤类观察中心做义务讲解员的大内山

裕向记者表示。现年 71 岁的他退休后，就

一直从事鹤类和湿地保护相关推广工作。

每年 10 月进入越冬期，当地鹤类保护

委员会都会从保护区内的农户手中有偿

租借 100 余公顷农田，围上网状栅栏，设置

为鹤群免受打扰的核心区域；这里的居民

在鹤群到来后，外出和回家时要走“迂回

路线”避开核心区域；清晨，保育员会在核

心区域内铺撒小麦等饵料，保障鹤类的食

物来源。临近鹤类北归时，投喂的饵料中

还会用小鱼“加餐”，增加能量储备。

当地学校也注重加强人与鹤类和谐共

生的理念教育。多年来，临近保护区的两

所中学学生都是协助鹤类保护委员会进行

鹤类数量统计的主力志愿者。出水市教育

委员会还编写了关于鹤类保护的专门教

材。正在鹤类观察中心拍摄鹤群的当地居

民村上进一告诉记者，“冬天里，我们都是

听着鹤群鸣叫声迎来每一天的。鹤已经成

为出水市的亮丽名片。”

为鹤群打造宜居环境的出水市，吸引

很多爱鸟者慕名而来。鹤类观察中心提

供的数据显示，近年每个越冬季，都有约 3
万人来到该中心观察鹤群，这为人口仅 5
万余人的小城提供了重要的旅游收入。

“入选‘国际湿地城市’后，出水市将进一

步提高知名度，湿地保护事业将有更大的

发展。”大内山裕说。

“保护湿地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国际湿地城市”一线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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