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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国家电力和天然气公司日前宣布，在国内

建设的 4 座电动汽车充电站已完工，本月底将正式提供充

电服务。阿尔及利亚《能源报》评论说，上述 4 座充电站的

建成，标志着阿电动汽车发展计划步入加速实施阶段。

刚刚建成的充电站分布在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

沿线的 4 个省份，东西高速是该国最繁忙的东西交通大

动脉。阿尔及利亚国家电力和天然气公司发言人哈利

利·胡达纳向记者透露，公司近期还将在全国建设 200 至

300 座充电站。阿尔及利亚能源和矿业部去年 2 月宣布

启动电动汽车充电站建设计划，准备在全国建立 1000 座

充电站。

据 统 计 ，阿 尔 及 利 亚 国 内 汽 车 保 有 量 超 过 650 万

辆。为减少汽车尾气污染，加快能源转型，阿尔及利亚政

府 2021 年制定了电动汽车发展规划，力争到 2030 年逐步

普及电动汽车。随后阿政府宣布采购 5000 辆电动汽车

并投放市场。今年 7 月初，第一批进口电动汽车运抵该

国。为加速落实该规划，阿政府出台一系列鼓励措施。

例如，规定汽车经销商每年电动汽车的进口量需占汽车

总销售量的 15%；进口电动汽车可享受最高免征 80%关税

的优惠等。

实现电动汽车本土化生产是阿尔及利亚政府提出的

一个重要目标。近年来，阿国内科研机构积极推进电动汽

车研发工作。今年 4 月，阿尔及利亚工业技术研究中心展

示了第一辆本土制造的电动汽车样式。其中，车身和动力

电池部分已制造完成，控制器和电机部分正在制造中。据

悉，该车最高时速可达 80 公里。

阿尔及利亚政府不断加大对电动汽车的推广和宣传，

并取得一定成效。据阿尔及利亚一家石油企业不久前所

做的一项市场调查显示，约 45%的当地司机愿意购买电动

汽车。阿尔及利亚车辆制造和新车经销商委员会负责

人穆罕默德·贾贝利表示，电动汽车作为新的交通工具已

成为世界潮流，阿尔及利亚正紧跟这一发展趋势，未来

10 年，阿尔及利亚在电动汽车制造方面将取得积极进展。

在发展电动汽车产业过程中，阿尔及利亚重视与中国

企业加强合作。“阿尔及利亚市场潜力大，与中国企业建立

合作关系将助力阿尔及利亚成为非洲电动汽车生产制造

中心。”阿机械协会主席阿德尔·萨西表示。阿尔及利亚

《东方报》评论说，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在非洲拥有越来越

多的市场份额，蛋糕越做越大，为非洲电动化转型提供了

必要的技术和产品支持。

（本报阿尔及尔 7月 2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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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一般是自然生态系统中最重要、自然景观最

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部分。建设

国家公园是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务实举措，赋予了生物多样

性保护更多机遇。近日，本报记者走进泰国、阿联酋、法国

的国家公园采访。这些国家通过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确保重要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

然景观和生物多样性得到系统性保护，取得了一定成效。

泰国考艾国家公园——
配备护林员确保原生态

泰国首都曼谷东北约 180 公里处的考艾国家公园里，

鸟鸣虫鸣声不绝于耳。游客闲坐湖边，一群水鸟掠过湖

面，一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景象。这是泰国设立的第

一个国家公园，数千种野生动植物生长、栖息于此。

跟着当地向导帕芙瓦琳，记者进入考艾国家公园的

深山密林。丛林中植物枝叶繁茂、盘根错节，蚁洞、野蘑

菇、被啃食过的果子随处可见。松鼠、长臂猿和各种珍稀

鸟类搅动枝叶沙沙作响，却很难寻觅它们的踪影。

“嘘，快看！”帕芙瓦琳迅疾架起望远镜说。记者透过

望 远 镜 ，只 见 一 只 双 角 犀 鸟 背 对 镜 头 站 在 高 处 的 树 枝

上。“这是一只雄性双角犀鸟。”帕芙瓦琳一边观察一边向

记者介绍，雄鸟与雌鸟最明显的区别是虹膜的颜色，雄鸟

的呈红色，雌鸟的近白色。

目前，双角犀鸟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

名录中的等级为易危，其野生数量正在逐渐减少。为了

保护像双角犀鸟这样的野生动物，考艾国家公园采取了

一系列举措，配备了 300 多名专业护林员，确保原始生态

不被破坏。据介绍，考艾国家公园共有鸟类约 440 种，这

里也是泰国犀鸟数量最多的公园之一。在公园主干道

上，“小心野象”“小心动物穿行”等标识被置于显眼位置，

以防野生动物突然出现时游览车辆来不及避让。

如果游客想要进入热带雨林，必须由一名持有资格证

的当地向导带领。“中午时分进入丛林相对安全，蛇、野牛、

大象等野生动物这个时候都在休息。”帕芙瓦琳指着丛

林出入口处的一块提示牌向记者介绍。在这里已经做了

21 年向导的她说：“每 3 个月我们就要接受一次考试，检验

我们的生物知识掌握情况、野外生存能力和外语水平。”

目前，泰国共有 156 个国家公园、58 个野生动物保护

区、67 个非狩猎区和 120 个森林公园，覆盖近 31%的国土，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国家公园管理体系。泰国积极调动各

方力量，共同守护野生动植物家园。泰国自然资源和环

境部部长瓦拉乌表示，建立国家公园的最终目标是为了

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阿联酋阿布扎比红树林国家公园——
为海洋生物提供栖息地

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有一座占地面积超过 19 平

方公里的红树林国家公园。遍布其间的狭窄水道和茂密

的红树林，成为当地一处闹中取静的别样景观，不仅为众

多动植物保留了良好的栖息地，也为都市中忙碌的人们

提供了惬意的休闲场所。

走进红树林国家公园，既可以站在岸边步道向海面

远眺，也可以选择乘坐船只近距离体验。电动船在水道

中穿行，周围的红树林好似一片海上绿洲。在红树林的

下方，密密麻麻的气根从沙地中钻出。“这些气根在地下

结成巨大的网络，有些甚至能延伸到 20 米外。”在公园工

作 3 年多的英国籍船长艾米丽告诉记者，伴随着潮汐，气

根在海水中时隐时现，为海洋生物群落生存与繁育提供

了重要栖息场所。日落时分，数不清的小红蟹在气根间

快速穿梭，石斑鱼等海洋鱼类也在清澈的海水中畅游，构

成了一幅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

作为连接陆地与海洋的奇特生态系统，红树林不仅

能发挥防风消浪、净化海水、固碳储碳等作用，还能够有

效维持生物多样性，对改善人居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起

到独特作用。有研究表明，每年阿布扎比红树林固碳的

效率为每公顷 0.5 吨，相当于 1000 户家庭每年使用能源的

碳排放量。

阿布扎比所在海域水温和盐度处于较高水平，海洋

栖息地面临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近年来，阿布扎

比 环 境 署 通 过 有 针 对 性 地 种 植 和 恢 复 红 树 林 ，并 使 用

无人机等现代农业技术装备有效保护红树林资源。过去

10 年间，阿布扎比红树林面积增加超过 35%。

2022 年，阿布扎比发布“红树林倡议”，旨在为创新红

树林种植方案提供平台，提高人们对红树林重要性的认

识。阿布扎比还建立红树林苗圃，使该酋长国成为研究

红树林的中心，助力阿联酋实现到 2030 年种植 1 亿棵红

树植物的目标。

法国比利牛斯国家公园——
“核心区”“共建区”相互促进

从位于比利牛斯山北麓的法国西南部小城卢尔德出

发，乘坐一个小时的大巴可以到达比利牛斯国家公园。

途中汽车沿着盘山公路行驶，不远处青山绵延，山顶若隐

若现。

比利牛斯国家公园建于 1967 年，是法国第三个国家

公园，沿法国和西班牙边境绵延 100 公里，是比利牛斯山

和地中海之间的气候屏障。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比利

牛斯国家公园内约有 2500 种高等植物，占法国本土植物

种类的 40%以上；有约 4000 种动物，其中不乏罕见或濒危

物种，如比利牛斯鼬鼹、岩雷鸟、西班牙羱羊等。其中，西

班牙羱羊从消失到种群恢复成为这里开展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一个成功案例。

西班牙羱羊又称伊比利亚北山羊，上世纪初在法国

比利牛斯山一侧消亡，法国于 2014 年从西班牙将其引

入。在严格管理和监护下，这里重新成为它们的安居之

地，种群数量已有 300 多只。比利牛斯国家公园物种再引

进项目负责人埃里克·苏尔介绍：“公园目前的生态环境

非常适合伊比利亚北山羊的生存，它为我们吸引了大批

游客。”

法国的国家公园是面向公众开放的休闲、科教场所，

每年能接待超过 900 万游客。如何在促进旅游业发展的

同时，把对自然环境和野生动植物的干扰降到最低，是国

家公园管理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根据 2006 年《法国环

境法典》修正案，国家公园被划分为两个区域，即有严格

自然保护规定的“核心区”，以及与各方共同推进当地可

持续发展的“共建区”。

“核心区”“共建区”并非完全割裂，而是相互促进。以

比利牛斯国家公园为例，其“核心区”面积约 4.6 万公顷，

仅保留牧业和林业等传统活动。“共建区”面积约 24.5 万

公顷，分布着 60 多个市镇，居住着约 4 万人口。这些“共

建区”市镇与各方共同制定并遵守国家公园保护开发的

章程，以实现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提高公众环保意识等目标。“人类活动与自然之间的联系

是保护生物多样性问题的核心。”比利牛斯国家公园园长

梅利娜·罗斯表示。

（本报曼谷、迪拜、巴黎 7月 26日电）

国家公园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
本报记者 章念生 杨 一 张志文 尚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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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核污染水处置问题
上，日方应正视国际社会的
合理关切，本着对全球海洋
环境和公众健康负责任的
态度，同包括周边邻国在内
的利益攸关方开展充分、有
意义的协商。日方继续强
推核污染水排海，只会激起
更强烈的反对

日本福岛核污染水达 130 多万吨，含

有 60 多种放射性核素，排海时间将长达

30年甚至更久。核污染水一旦入海，所包

含的放射性核素将传播至海洋的每一个

角落。很显然，福岛核污染水处置问题关

乎全球海洋环境和公众健康，绝不是日本

一家的私事。在所有利益攸关方和国际

社会关切得到妥善解决之前，日方不应启

动核污染水排海。然而，日方过去两年多

来一意孤行，单方面强推核污染水排海，

试图将不可预测的风险强加给国际社会，

将其自私和傲慢表现得淋漓尽致。

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理应充分征

求包括邻国在内的利益攸关方意见。《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规定，各国一旦获

知海洋环境有遭受污染的迫切风险，应立

即通知其他国家和主管国际组织，尽可能

合作以消除污染影响并防止或尽量减少

损害。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

方和污染海洋环境的责任方，日方应与周

边国家和国际社会进行不预设前提的协

商，与各方合作探讨稳妥安全的核污染水

处理方案。任何强推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的行径，都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原则背

道而驰。

日方不但没有同国际社会特别是利

益攸关方充分协商，还冒天下之大不韪

强 推 核 污 染 水 排 海 计 划 。 日 本 政 府

2021 年 4 月单方面宣布要将福岛核污染

水排海，2022 年 7 月又不顾国际社会特

别是邻国等利益攸关方强烈反对正式批

准排海方案，加速推进排海工程建设等

准备工作。今年 3 月，日方公然宣称今

年春夏季将福岛核污染水排放入海“无法推迟”；今年 6 月，日本政府不

顾各方强烈反对，试运行核污染水排海设施，朝着单方面强行向海洋排

放核污染水又迈进了一步；今年 7 月，日方一再声称“福岛核污染水将

在今年夏季启动排放，这一计划没有改变”。日本政府两年多来的言行

充分表明，日方一直在要求国际社会接受其预设的排海结果，毫无协商

的诚意。

日本政府及东京电力公司曾经做出得不到相关方理解不会启动核

污染水排海的承诺，但却一步步背离承诺。日方的言行，已经耗尽其国

内民众和邻国等利益攸关方的耐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长普那表

示，日本政府承诺在处置核污染水方面和太平洋岛国保持沟通，并提供

所有独立的、可核实的科学证据，但令人遗憾的是日本政府没有合作，

他们打算做的事情与之前的承诺背道而驰。太平洋岛国提出，关于日

本核污染水排海计划的国际协商不应局限于国际原子能机构，也应通

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伦敦倾废公约》等平台开展磋商。这一诉求值

得国际社会高度重视。

尽管日方迫于国内外压力请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展审查评估，

但并没有体现出对机构的尊重。日方早已预设核污染水排海结果，

其排海计划一直走在机构审查评估的前面。去年 7 月日方正式批准核

污染水排海方案，是在机构技术工作组仍在开展审查评估的情况下悍

然做出的决定；今年 1 月，日方又在机构技术工作组赴日考察评估前

夕高调宣布将于今年春夏季启动排海。日方还对机构审查评估的授

权范围进行了苛刻限制，导致机构发布的日本福岛核污染水处置综合

评估报告结论存在局限性和片面性。这种我行我素的举动让世界看

清：日方只顾按单方面计划推进排海，根本不尊重机构及技术工作组的

权威。

日方在核污染水处置问题上不但不遵循善意协商原则，还倒打一

耙，宣称中方一再拒绝日方提议两国开展基于科学的专家对话。这说

明，日方根本没有反思强推核污染水排海的错误决策。日方应该扪心

自问：在其预设排海结果的前提下，对话协商有何意义？如果日方真有

协商的诚意，就应该宣布暂停启动排海，允许邻国等利益攸关方对核污

染水进行独立采样分析，同意探讨除排海以外所有可能的处置方案。

在核污染水处置问题上，日方应正视国际社会的合理关切，本着对

全球海洋环境和公众健康负责任的态度，同包括周边邻国在内的利益

攸关方开展充分、有意义的协商。日方继续强推核污染水排海，只会激

起更强烈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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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上调 仍存下行风险
据新华社纽约 7月 25日电 （记者施春、杨士龙）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IMF）25 日将 2023 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 3.0%，较 4 月预测值

高出 0.2 个百分点，但 IMF 同时认为世界经济面临多重下行风险，增长

依然疲弱。

IMF 当天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预计世界经济增速将

从去年的 3.5%降至今年的 3.0%。 IMF 预计 2024 年世界经济增速为

3.0%，维持此前预测不变。IMF 认为发达经济体增长明显放缓，预计增

速将从 2022 年的 2.7%降至 2023 年的 1.5%。具体来看，美国 2023 年经济

增长预期为 1.8%，2024 年增速将放缓至 1.0%。欧元区今明两年经济增

长预期分别为 0.9%和 1.5%。IMF 预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继续维

持稳定复苏势头，2023年将增长 4.0%，较 4月预测值上调 0.1个百分点。

另据 IMF 最新预测，中国 2023 年经济增速将为 5.2%，与 4 月预测

值持平。

IMF 警告，目前世界经济增长仍存在多重下行风险，表现在通胀持

续、金融市场重新定价、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债务压力加重、地缘

经济分裂加深等多个层面。如果发生进一步冲击，通胀可能进一步走

高，从而引发更具限制性的货币政策，金融部门动荡或将再度出现。

IMF 指出，对于大多数经济体，首要任务依然是抑制通胀，同时确

保金融稳定。各国央行应继续致力于恢复物价稳定、加强金融监管和

风险监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