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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

《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正在阿联酋

迪拜举行。本次大会以“团结、行动、落实”为

主题，将完成《巴黎协定》的首次全球盘点，与

会各方也期待在多个重要议题上取得进展。

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

贡献者、引领者，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和

成就备受关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与会人

士表示，期待中国继续发挥引领作用，同各方

一道为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

气候治理体系贡献智慧和力量。

加强气候行动刻不容缓

《公约》秘书处指出，联合国气候变化迪

拜大会在有记录以来人类历史上最热的一年

举行，这是兑现气候承诺和防止气候变化产

生最严重影响的决定性时刻。大会主席、阿

联酋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苏尔坦·贾比尔在开

幕式上表示，世界正处于关键时刻。科学已

表明，现在急需开辟新的道路，“一条足够宽

广、足以容纳我们所有人的道路”。

《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呼

吁各缔约方通过对落实《巴黎协定》关键条款

进展与差距的全球盘点，提交更加雄心勃勃

的国家气候行动计划。

2015 年达成的《巴黎协定》提出，各方将

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把全球平

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幅控制在 2 摄氏度

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 1.5 摄氏度之内而

努力。根据《公约》秘书处的最新报告，各国

的气候行动计划无法实现《巴黎协定》的目

标 。 世 界 气 象 组 织 发 布 的 最 新 报 告 指 出 ，

2023 年打破了多项气候纪录，全球正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升温。

2022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沙姆沙伊赫大会

通过决议，建立损失与损害基金。发达国家

负有出资的责任和义务，受益方是发展中国

家。本次大会开幕当天，各方就启动损失与

损害基金达成一致。阿联酋和德国分别承诺

向损失与损害基金提供 1 亿美元，英国、日本、

美国也做出了相关承诺。

12 月 1 日，130 多个国家签署了一份关于

粮食、农业和气候行动的宣言，旨在解决全球

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的同时，保护受气候变化

影响最大地区的农民的生命和生计。

12 月 2 日，中美两国会同阿联酋举行“甲

烷和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峰会”，中国气候变

化事务特使解振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

克里就落实两国《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

机的阳光之乡声明》、甲烷控排、国际合作等

重要议题进行探讨。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成就备受瞩目

本次大会在迪拜世博城举行，会场分蓝

区和绿区。蓝区用于各国代表开会，进行协

商和非正式磋商。绿区面向大众开放，为不

同群体提供展示和交流平台。

11 月 30 日，位于蓝区的联合国气候变化

迪拜大会“中国角”开馆。走进“中国角”，以

“低碳”为主题的气候行动漫画展、从绿电到

化工生产的生态绿能示意沙盘、新能源汽车

模型等展示吸引了很多参观者。大会期间，

“中国角”将举行 9 个边会主题日。中国政府

机构、研究机构、产业协会、企业以及非政府

组织等，将围绕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行动、

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绿色低碳发展、减污

降碳协同、公正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能源转

型 、数 字 化 发 展 、绿 色 金 融 等 举 办 100 多 场

活动。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世界资源研究所高级顾

问埃里克·索尔海姆表示，他曾到访中国多个

地区，看到各地环境改善，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美 国 环 保 协 会 总 裁 柯 瑞 华 表 示 ，美 国

环 保 协 会 与 中 国 相 关 部 门已合作 20 多年，

见证了中国在环境保护、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社区绿色空间等方面的发展成就。“美国和中

国 在 气 候 变 化 领 域 有 着 广 泛 的 共 同 利 益 。

期待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建设一个更美好的

未来。”

12 月 3 日，“中国角”举办了“数字赋能生

态文明进程——加强公众气候行动参与度”

“气候变化教育与青年实践助力全球可持续

发展”“冰川记忆：见证气候危机”等边会活

动。阿联酋大学国家空间科技中心主任阿里

表示，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全球性的，需要全球

不同区域和群体团结应对。

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本次大会期间，会场绿区将分 10 个主题，

举办 600 多场活动。

中阿经贸交流中心（原迪拜世博会中国

馆）将举办 30 多场交流活动。12 月 1 日，中国

生态环境部宣教中心、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

理事会和中国新闻网共同主办了“中外知名

企业家可持续发展对话会”。世界可持续发

展工商理事会会长兼首席执行官贝德凯在主

旨演讲中高度评价中国近年来在可持续发展

和加速实现碳中和领域作出的贡献，呼吁各

国工商企业加强对话，共同助力低碳转型。

在对话环节，浙江吉利控股集团、美国贝

克休斯公司、智利 CMPC 集团等中外企业的

代表围绕“全球碳中和对企业的影响及其应

对行动”和“企业碳中和的技术与管理创新”

两个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12 月 1 日，在阿联酋主办的“加速绿色低

碳转型论坛”上，腾讯和阿联酋马斯达尔城等

共同发起“全球低碳创新联盟”，亚投行、麻省

理工学院、麦肯锡、西门子等 30 多家机构和企

业加入。论坛上，腾讯发布了低碳技术创新社

区“碳 live”国际版，作为“全球低碳创新联盟”

官方支持平台。马斯达尔城首席创新官史蒂

夫·塞弗伦斯说：“我们很高兴见证并推动‘全

球低碳创新联盟’的成立。低碳技术创新社区

将帮助来自不同领域的伙伴加强联系，促进共

赢。”腾讯碳中和实验室负责人许浩表示，希望

推动低碳领域利益相关方深化沟通协作，助力

中国的低碳创新企业更好走向海外。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前副

主席莫汉·穆纳辛格表示，中国式现代化走的

是一条绿色发展之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

家，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付出了艰苦努力，取

得了巨大成就。中国提出共建绿色“一带一

路”，倡导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彰显中国在

全球气候治理和共同发展方面发挥的重要作

用。“中国正在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引领者。”

解振华表示，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

大国，一直坚持气候行动的战略定力。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已走上全面绿色转型轨道。中

方将继续以务实的行动和南南、南北合作举

措，为应对全球气候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

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迪拜 12月 3日电）

为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本报记者 管克江 任皓宇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环境部长论坛第

二十三次会议不久前在巴拿马举行。会议通

过了减少该地区化学品和废弃物污染影响的

共同宣言，多国承诺将采取措施减少和防止废

弃物产生，确保对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并逐

步关闭垃圾填埋场。巴拿马环境部部长米尔

西亚德斯·康塞普西翁表示：“合作是我们应对

共同挑战的关键。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

化需要地区国家、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共同

努力。”

近年来，拉美多国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化学

品和废弃物污染。巴拿马环境部与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世界经济论坛近日共同启动了“巴

拿马国家塑料行动平台”，通过制定行动路线

图，加快向塑料循环经济过渡。今年 8 月，来自

巴拿马、牙买加和哥伦比亚的代表在巴拿马举

行研讨，旨在制定基于塑料产品全生命周期的

激励措施，从地区层面共同加强塑料垃圾管

理，减少海洋塑料污染。

巴西环境与气候变化部今年 8 月与来自巴

西部分州的代表举行会议，宣布推出专门项目

应对多氯联苯污染。巴西城市环境和环境质

量秘书阿达尔贝托·马卢夫表示：“巴西必须在

2025 年前杜绝使用含有多氯联苯或受多氯联

苯污染的设备，并以环保方式销毁受污染的废

弃物和设备。”目前，项目组已着手更新此前出

台的《电气设备多氯联苯管理手册》《全国多氯

联苯清单》，并帮助企业摸清当前含多氯联苯

设备的库存量。巴西环境与气候变化部还将

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开展试点项目，推动

巴西国内具备多氯联苯处理能力的企业共同

参与，以环境友好方式应对多氯联苯污染。

秘鲁政府今年 5 月通过了一项法令，确立

了该国对化学品进行全面管理的法律框架。

该法令包括推动实现危险化学品分类和安全

信息的标准化、创建国家化学物质登记制度以

实现信息的可追溯性等。

近 年 来 ，拉 美 国 家 加 快 发 展 循 环 经 济 。

2019 年，哥伦比亚成为地区首个通过国家循环

经济战略的国家，该战略聚焦可持续发展，主

要包括减少废弃物产生，推广可持续废弃物管

理做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广可持续生产

和消费模式等措施。哥伦比亚环境与可持续

发展部还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成立了“循环经济实验室”孵化器，

以协助初创企业推行循环商业模式。

哥斯达黎加环境和能源部不久前也推出“国家循环经济战略”。

该战略的主要措施包括推广使用回收和再利用材料、延长产品的使用

寿命、减少浪费等。哥斯达黎加环境和能源部部长弗朗茨·卡普拉表

示：“发展循环经济不仅能带来环境效益，还能带来经济和社会效益，

消费者将从材料再利用和更长的产品寿命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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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3 世界峇峇娘惹大会在马来西亚马六甲举行。来自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国的千余名代表齐聚马

六甲，参加欢迎晚宴、论坛等多场活动。图为在大会期间举办的峇峇娘惹书画陶瓷文物展上，画家（左）向参观者讲

解绘画作品。 本报记者 白元琪摄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近日

将希腊的信用评级上调至投资级，前

景展望稳定，这是 10 多年来希腊信用

评级首次重返投资级，预计将进一步

提振国际市场对希腊经济的信心。

标准普尔在声明中表示，希腊财

政步入稳步改善轨道，在经济快速回

暖的支持下，预计今年该国财政将实

现至少占国内生产总值 1.2%的基本

盈余，超过 0.7%的目标。希腊总理米

佐塔基斯对国家信用评级上调表示欢

迎，称将继续经济改革议程，以吸引投

资、创造就业和实现包容性增长。

2008 年，希腊遭遇债务危机。近

年 来 ，希 腊 经 济 又 遭 遇 新 冠 疫 情 冲

击。去年以来，该国在多个经济领域

呈现复苏态势。旅游业是希腊的支柱

产业。最新数据显示，希腊今年前 7
个 月 旅 游 收 入 达 103.21 亿 欧 元 ，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13.21%。首都雅典

机场客运量达到 1537 万人次，同比增

长 30.1%。希腊央行预计，2023 年该

国旅游收入将超过 200 亿欧元，外国

游客数量将达 3500 万人次。此外，今

年上半年希腊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1.2%，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也显示

出积极信号。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报告

指出，2022 年希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76.0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2%，创历史

新高。

希腊政府今年提出了“发展计划

2030”，计划投入 276 亿欧元，在全国

建设 188 个基础设施项目，以带动经

济发展。希腊国家经济和财政部长哈

齐达基斯近日又提出经济转型的 9 条

具体措施，包括改善营商环境、支持高

新企业和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高质

量就业岗位等。

在民生领域，希腊政府今年 7 月

公布了未来四年国家发展计划，其中

将降低失业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支

持青年群体等作为重要目标，并针对

家庭和中小企业税费减免、控制食品

和能源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推出多项政策，目前该国通

胀和失业率总体呈下降趋势。为促进各地区均衡发展，希

腊政府还制定计划，支持资源开采地区投资和经济转型，并

为偏远地区和小岛屿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

对于公共债务问题，米佐塔基斯承诺，到 2027 年将债

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2020 年的 206%降至 140%以

下，并将不断吸引投资、扩大出口。

欧盟的资金支持为希腊经济复苏提供了助力。希腊已

经 3 次向欧盟申请为该国国家经济复苏计划注资。在注资

全部完成后，来自欧盟的赠款和贷款将达到 360 亿欧元，占

计划总金额的一半以上。

市场研究机构凯投宏观认为，近年来，希腊不断调整经

济结构，不良贷款得到遏制，税率下降，商业环境有所改善，

公共财政状况更加稳定。希腊经济前景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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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举行的 2023 年泰国曼谷咖啡展，吸引了 400
多家来自泰国和其他国家的展商参展，覆盖咖啡、咖啡器

具、咖啡加工生产设备等整个咖啡产业链。

咖啡是泰国的主要经济作物之一。泰国政府根据地

区气候和地质条件的差异，逐渐引导种植户形成南北两

个咖啡种植区。北部清迈、清莱、南邦等府种植的大多是

阿拉比卡咖啡，南部春蓬、素叻他尼等府主要种植罗布斯

塔咖啡。数据显示，泰国 2022 年咖啡豆产量为 18689 吨，

其中阿拉比卡咖啡豆和罗布斯塔咖啡豆的产量分别为

9135 吨和 9554 吨。 2023 年上半年，泰国咖啡出口额为

5947 万美元，同比增长 7.7%。

泰国商务部还指导种植户和加工企业生产加工优质

精品咖啡，提高泰国咖啡的国际知名度，推动咖啡产业升

级。泰国商务部国际贸易促进司司长伦纳隆向记者介

绍，该部研究并出版了开发精品咖啡等高价值农产品贸

易潜力的指南，并收集农户和经营者遇到的问题，提出政

策性建议。

国际咖啡组织今年 4 月发布的报告显示，2022 年欧

洲、亚太地区和北美地区的咖啡消费量同比增长 0.1%、

3.1%和 1.3%，分别占世界消费总量的 31%、24.7%和 18%。

泰国农业与合作社部部长顾问塔纳瓦表示，预计未来亚洲

将成为全球重要的咖啡消费市场，泰国生产高品质咖啡的

潜力巨大，泰国咖啡产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在亚洲对咖啡饮品的需求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泰国

积极扩大咖啡种植、加工和出口。政府鼓励农户种植

咖啡，在增加咖啡产量的同时，带动农户增收致富。泰

国 政 府 还 向 咖 啡 产 地 签 发 地 理 标 志 认 证 。 塔 纳 瓦 表

示，这一举措有助于提高泰国咖啡品质，使其更好地进

入国际市场。

（本报曼谷 12月 3日电）

泰国大力发展咖啡产业
本报记者 孙广勇

中国一带一路网（阿语版）推介会在沙特举行

新华社利雅得 12月 2日电 （记者胡冠、王海洲）中国

一带一路网（阿拉伯语版）推介会 11 月 30 日在沙特阿拉伯

首都利雅得举行，中沙各界数十名与会人士就共建“一带一

路”成果、建设“一带一路”信息桥梁等展开交流。

沙特智库科研与知识交流中心高级顾问阿里·沙亚在

发言中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世界共享中国的发展成

果和机遇，倡议提出 10 年来，有力推动共建国家在经济发

展、技术进步以及绿色环保等各方面取得成果。中国一带

一路网（阿语版）为“一带一路”框架下阿中、沙中合作发展

提供了更优质的交流和展示平台。

中国一带一路网由中国经济信息社与国家信息中心共

同主办，是权威发布“一带一路”信息的官方平台。网站于

2017 年 3 月正式上线运行，包括中、英、俄、法、阿、西 6 种语

言版本，覆盖全球大部分地区受众。

中国一带一路网（阿语版）开设要闻、经贸、人文、企业、

专家观点等栏目，以图文、视频等形式发布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政策解读、经贸信息、投资指南、最新数据、研究成果

等，方便浏览者轻松获取相关信息。

世行宣布加大应对气候变化领域融资支持

据新华社迪拜 12月 2日电 （记者邰背平、王燕）在为

期两周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召开期间，世界银行集团宣

布将加大应对气候变化融资支持力度，下一财政年度（2024
年 7 月 1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融资总额中用于应对气候

变化项目的比例将大幅提高。

世行 1 日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表示，在下一财政年度

的融资总额中，用于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项目的额度将提

高至 45%。按照提高后的比例，在该财政年度将有超过 400
亿美元投入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比之前多约 90 亿美元。

声明说，这些资金将用于减缓气候变化，帮助遭受气候

变化冲击的国家，提高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人群的抵御

能力和适应能力，以及保护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巴西将以观察员身份加入“欧佩克+”

据新华社巴西利亚 12月 2日电 （记者卞卓丹）巴西总

统卢拉 2 日表示，巴西将以观察员身份加入由石油输出国

组 织（欧 佩 克）成 员 国 和 非 欧 佩 克 产 油 国 组 成 的“ 欧 佩

克+”，并将提醒和劝说石油生产国为化石燃料的终结做好

准备。

据巴西媒体报道，卢拉是在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期

间作出上述表态的。他指出，“我们需要说服石油生产国

为化石燃料的终结做好准备”。卢拉认为，石油生产国可

以进行投资，以便非洲和拉美等地区能够生产所需的可再

生燃料，特别是绿氢。

巴西国家石油公司执行总裁普拉特斯此前表示，巴西

应该加入“欧佩克+”，在其中扮演合作者和决策观察者的

角色，但不参与原油生产配额制度。

11 月 30 日，中外代表在“中国角”举办的边会活动上进行交流。

本报中东中心分社 塔里克·易卜拉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