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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点R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

约方大会（COP28）正在阿联酋迪拜举行。会

议期间，中国代表团设立中国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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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等内容

举办 100 余场边会活动，展示中国生态文明建

设理念和成就，凝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共识。

携手共建绿色“一带一路”

今 年 是 共 建“ 一 带 一 路 ”倡 议 提 出 10 周

年。在多场边会上，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共建“一

带一路”在促进国际合作与和平发展方面所取

得的丰硕成果，称赞中国为推动全球绿色发展

发挥的重要作用，期待在南南合作等框架内加

大绿色合作。

在 12 月 8 日举行的第十一届应对气候变化

南南合作高级别论坛上，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

室主任迪玛·哈提卜表示，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

作对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尤为重要。

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发展中国家

加强气候变化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机会，

起到了示范和表率作用。

老挝自然资源与环境部部长本坎·沃拉吉表

示，中国在利用绿色低碳能源方面已成为全球引

领者，是南南合作的积极实践者和支持者。老中

合作建设的万象赛色塔低碳示范区是环境友好

型和可持续发展的样本，在减少能耗、碳排放、化

石燃料使用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博茨瓦纳环境、自然资源保护与旅游部部

长菲尔达·凯伦说，中国通过分享专业知识、提

供资金支持和促进技术交流，为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增强气候适应能力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

全球努力作出贡献。

12月 8日，由“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

主办的“一带一路”低碳转型合作研讨会上，联

盟副理事长、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埃里克·索尔海

姆表示，“绿色发展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鲜明底

色”，中国为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作出了巨大贡

献，也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绿色低碳转型

带来了创新驱动力。

马拉维自然资源和气候变化部部长迈克尔·
乌西对记者表示，绿色发展已成为马中合作的重

要领域，特别是在灾害风险管理等方面合作不断

取得新突破。“我们对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寄予很

高期待，相信未来两国合作将取得更大成就。”

共同应对技术和资金挑战

减少碳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是各国共同面

临的任务，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相关技术和资

金。在多场边会上，与会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加

大对发展中国家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推

动全球气候治理取得实质性进展。

12 月 5 日，中国角举办“气候投融资”和“绿

色金融与气候应对：中国银行业的角色与机遇”

主题边会。当天还发布了由中国银行迪拜分行

和阿联酋大学研究团队联合完成的《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从全球视角审

视阿联酋企业可持续发展状况，为开展国际交

流合作创造有利条件。世界经济论坛可持续金

融负责人德里克·巴拉尔迪表示，中国已经是全

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成为各国发展绿色金

融的典范。

在“中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新进展”主题边

会上，中国多家企业及科研机构代表介绍了中

国在相关领域的行动和进展；在“超级计算助力

气候环境预测”主题边会上，中国科学院大气物

理研究所专家展示了基于超级计算机和地球系

统模式相结合的数值模拟取得的研究成果，为

预测气候变化及相关灾害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

法；在“风光氢储”主题边会上，与会嘉宾围绕风

电技术创新推动能源转型等话题广泛交流，为

新能源产业发展贡献智慧。

世界气象组织主席阿卜杜拉·艾哈迈德·阿

尔曼杜斯认为，气候变化对全球的影响正在加

剧，可靠的早期预警系统对适应气候变化至关

重要。各方都应积极参与和推动联合国早期预

警倡议，中国在早期预警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良

好实践为全球提供了重要借鉴。

国际能源署首席能源经济学家蒂姆·古尔

德表示，中国在清洁能源技术发展及制造应用

方面拥有独特优势。“这种技术优势再加上国际

金融机构的支持合作，对加快其他地区清洁能

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资金与技术是推动能源转型、促进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支柱。”巴基斯坦可持续发展政策研究所

执行所长阿比德·苏莱里说，在南南合作框架下，中

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积极合作，为全球应对气候

变化作出重要贡献。“中国角举办上百场边会，成为

各方坦诚交流、分享经验的重要平台。面对气候

变化这一复杂问题，我们需要更多共识和行动。”

凝聚绿色低碳转型合力

在 12 月 9 日的一场中国角边会活动上，《中

国能源转型展望 2023》报告正式发布。报告研

究显示，中国将走出区别于发达国家的全新绿

色低碳增长之路，主要清洁能源技术将实现倍

增式、跨越式发展，以比发达国家相对低的人均

能耗和碳排放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民

生活水平提升，为全球绿色增长注入信心。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在会上强

调，探索适合各国国情的最优转型路径，形成包

容、务实、可行的能源转型共识至关重要，期望

与会智库专家深入分析全球共性、系统性、挑战

性问题，提出前瞻和创新的能源转型解决方案，

为推动全面落实《巴黎协定》，为全球绿色低碳

转型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丹麦开发合作和全球气候政策大臣丹·约

恩森表示，作为丹中政府间合作的重要成果，

《中国能源转型展望 2023》报告描绘了中国实

现能源转型的路径，为实现碳中和目标指明了

前进方向。他指出，能源绿色转型必须是全球

性的努力，中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在积

极采取行动推动实现这一愿景。

12 月 6 日，由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

和国际合作中心主办的“第九届全球气候变化

智库论坛——科技和政策创新推动绿色低碳

转型”主题边会上，绿色和平组织相关负责人

表示，面对气候变化这一全人类重大挑战，欧

中可以进一步携手建设绿色伙伴关系，深化清

洁能源领域合作。

（本报迪拜 12月 10日电）

加强国际协作 共谋绿色发展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中国角主题边会综述

本报记者 管克江 张志文 任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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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28 举办期间，中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受到各方关注。图为人们在中国角参观中国首

套百万吨级二氧化碳捕集利用封存项目模型。 本报记者 张志文摄

2023 年 全 球 市 长 论 坛 在 广 州 举 行

本报广州 12月 10日电 （记者罗艾桦、姜晓丹）

12 月 7 日至 9 日，2023 年全球市长论坛在广州举行。

论坛主题为“高质量发展：城市创新与合作”。来自全

球 37个国家的 65个城市及 9个国际组织派出代表参

加论坛。同期还举办了第六届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

颁奖仪式，哥伦比亚波哥大、希腊哈兰德里、韩国光

州、乌干达坎帕拉、中国咸宁参评的创新项目获奖。

此次论坛围绕“湾区和都市群协同发展”“城市

高水平开放暨全球城市评价研究”“人工智能和数字

经济”“绿美城市和美好人居”“城市文脉和历史传

承”等主题设置了 7 场分论坛，探讨推动城市治理高

质量发展的新方法、新理念、新思路，通过构建高质

量城市伙伴关系，共创全球城市发展新时代。

据了解，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由广州市与世界

城市和地方政府组织、世界大都市协会于 2012 年共

同发起设立，旨在交流城市创新发展的先进经验，表

彰城市和地方政府推动创新发展的成功实践，倡导

城市创新发展的科学理念，进而推动全球城市的全

面、和谐与可持续发展。该奖项的评选活动每两年

举办一次，至今已举办 6 届。

今年有 55个项目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据新华社哈博罗内 12月 9日电 （记者滕军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

会第十八届常会 9 日在博茨瓦纳北部城市卡萨内闭

幕。本届常会决定将涉及 72 个国家的 55 个项目列

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今年的 55 个项目中，荷兰的鹿特丹夏日狂欢

节，塔吉克斯坦的阿特拉斯、阿德拉斯织物生产传统

知识和技能，尼日利亚的奥约州桑戈节等 45 个项目

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叙利亚的

传统玻璃吹制，土耳其的橄榄种植传统知识、方法和

实践等 6 个项目被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比利时海尔的寄养传统：基于社区的护理模

式，尼古赫帕琴社群对源于瑞典的音乐和乐器制作

传统的创新传播等 4 个项目被列入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优秀实践名册。

本届常会 4 日开幕。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介

绍，今年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中，超半

数项目的相关知识和技能主要是在家庭内部代代传

承，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遗产，通过个体

尤其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传承方式得以延续。

今年通过了 12 项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

提名，创 2008 年以来新高。安哥拉、巴哈马、喀麦

隆、吉布提、格林纳达等 5 国首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活态遗产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