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国际 1616 2024年 3月 18日 星期一

今年 3 月 3 日是第十一个“世界野生动

植物日”，主题为“连接人类与地球：探索野

生动植物保护中的数字创新”。世界自然基

金会的相关报告表明，自 1970 年以来，受监

测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平均下降了 69%，约

100 万个物种正面临灭绝威胁。联合国等

国际组织多次呼吁加强国际合作，共同保护

野生动物，促进全球自然生态改善。

全球生物多样性
保护形势不容乐观

根据今年 2 月联合国发布的首份《世界

迁徙物种状况报告》，在列入《保护野生动物

迁徙物种公约》（CMS）名单的物种中，44%
的物种种群数量正在下降，22%的物种面临

灭绝威胁，高达 97%的鱼类面临灭绝威胁。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形势不容乐观。

造成野生动物生存状况恶化的主要因

素包括过度开发导致栖息地退化、环境污

染、气候变化等。在 CMS 名单所列物种中，

每 4 个物种里就有 3 个受到栖息地丧失和退

化的影响；每 10 个物种中就有 7 个受到过度

开发的影响。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发布的最

新数据显示，每年有 1.6 万亿只野生动物被

杀害或受影响。

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

告 2022》对 3.2 万个种群进行了监测，发现

约 100 万个物种正面临灭绝威胁。从地区

看，热带地区生物多样性下降幅度最大。拉

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种群数量减少最多，平

均下降 94%；非洲地区种群数量平均下降

66%；亚太地区种群数量平均下降 55%。极

地地区、澳大利亚和南非沿海地区物种受气

候变化影响的可能性最高，欧洲地区物种受

污染问题的威胁较大。

世界自然基金会前全球总干事马尔科·
兰贝蒂尼表示：“我们正面临来自气候变化

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双重危机，这将对人类

当代和后代福祉造成威胁，现在迫切需要团

结起来共同应对这一生存挑战。”

综合施策提升动
物保护工作效率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物种

消失的速度比过去 1000 万年的平均速度高

出数十到数百倍，而且还在加速。“人类的聪

明才智可以拯救它们，比如数字技术可以有

效提升动物保护工作效率。一些国家已使

用卫星来追踪受到生存威胁的动物，并利用

数据绘制野生动物迁徙和土地使用地图，为

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保驾护航。”

在非洲，一些国家设立了国家公园和动

物保护区，并配备野生动物巡护员，以监督

和打击非法盗猎与交易。肯尼亚的一个动

物保护组织还开发了名为“区域感知系统”

的软件，通过卫星定位项圈等设备，将特定

区域的数据集成于一张地图，包括野生动物

位置、巡护员和车辆位置、发生过盗猎的地

点、枪击信号等，以持续监测大象、犀牛等野

生动物的生存状态，并通过数据分析预测盗

猎行为可能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数据显示，通过一系列保护举措，

非洲犀牛总数 2022 年增加了 5.2%，其中白

犀牛数量自 2012 年以来首次出现增长。

东南亚也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点地

区之一。近年来，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

国通过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加大打击野生

动物走私力度、颁布野生动物进出口禁令

等，打击日益猖獗的野生动物非法贸易。为

保护极度濒危的马来亚虎，马来西亚相关部

门加紧建设国家野生动物法医实验室，引进

高科技设备，不断提高法医的业务能力，完

善生物库及相关信息管理系统，更高效实施

异地保护和疾病监测等。

一些欧洲国家不断完善野生动物保护

法律体系和技术手段。波兰等国通过卫星

遥感等技术手段实时监测动物种群及其自

然栖息地，并使用人工智能进行数据分析，

大大提高了数据收集的准确性。波兰政府

还在社交媒体和在线平台等分享实时更新

的野生动物图像和相关保护方法，鼓励民

众、社区等积极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根据 2022 年发布的《欧洲野生动物恢复》报

告，得益于立法保护、栖息地恢复等措施，欧

洲多种肉食动物数量大幅增长，其中灰狼数

量恢复最快，从上世纪 70 年代仅剩几个狼

群增至 1.7 万头。

“中国在生物多
样性保护方面取得显
著成就”

作为生物多样性大国，中国在助力全球

野生动物保护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中国

不断完善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政策法规，包

括重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

法》、扩充《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等，

对野生动物保护采取了严格的措施和严厉

的依法打击行动。

在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方面，中国不

断强化野生动物进出口管理，全面推行林长

制和“生态护林员”制度，持续广泛地进行公

众教育，并开展了一系列专项打击行动，查

办一大批野生动物案件。中国对濒危物种

走私案件的打击成果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

同，联合国助理秘书长乔伊斯评价“中国为

全世界树立了榜样”。

在中国多地，一些国家公园建立了动态

监测系统以对动物进行识别、拍摄，将大熊

猫、东北虎豹等珍稀野生动物的影像实时回

传，使工作人员随时掌握保护区内的情况；

通过使用红外相机等，发现了雪豹等珍稀野

生动物的活动规律，为相关研究和保护工作

奠定了基础；通过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等实现

了对野生动物的“画像”和身份识别……

近年来，中国通过就地保护、迁地保护、

人工繁育培植、放归或回归自然等多种措

施，有效增强了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亚洲

象、雪豹、东北虎、海南长臂猿、黔金丝猴、藏

羚羊等 300 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

种群数量稳中有升。朱鹮受威胁等级从“极

危”降到“濒危”，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荒

漠猫首次出现在祁连山国家公园，海南长臂

猿成为全球 20 种长臂猿中唯一呈种群恢复

状态的物种……“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

面取得显著成就。”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

约》秘书处执行秘书穆雷玛表示。

自上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国先后与 20个

国家的 26个机构开展了大熊猫保护合作，有

效提升了大熊猫保护研究能力，促进了珍稀

濒危野生动物保护国际合作。中国与非洲合

作开展野生动物保护行动，支持非洲实施多

个相关项目，并同南非、肯尼亚等国签署了有

关保护野生动物合作协议。近年来，中国还

与有关国家、区域或国际政府间组织开展野

生动植物保护执法合作……作为最早签署和

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方之一，中国

在野生动物保护行动和国际合作中的积极参

与，为全球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提供重要助力。

（本报雅加达 3月 17日电）

加强国际合作，共同保护野生动物
本报记者 曹师韵

■国际视点R 柬埔寨发展理事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前两个月，柬埔寨吸引了 13 亿美元

的外国直接投资，比 2023 年同期增长了 500%
以上，项目主要涉及纺织业、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等。今年 1 月，柬埔寨发展理事会共批

准了 32 个投资项目，预计可创造近 2.9 万个

就业岗位。

柬埔寨皇家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经济

学家洪瓦纳克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增长

体现了投资者对于柬埔寨经济发展的信心，

投资增加将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助力柬埔

寨实现经济发展目标。

柬埔寨是东南亚地区增长最快的经济体

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久前发布的报告

预 计 ，柬 埔 寨 2023 年 经 济 有 望 增 长 5.3% ，

2024 年将增长 6.1%。柬埔寨商业部国务秘

书兼发言人宾索维吉表示，《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柬中自由贸易协定等

的生效以及柬埔寨新投资法的实施是吸引外

国直接投资的关键因素。

根据柬埔寨海关总署发布的报告，2023
年柬埔寨向 RCEP 成员国出口了价值 81.7 亿

美 元 的 产 品 ，比 2022 年 增 长 28.8% ，面 向

RCEP 成 员 国 的 出 口 占 柬 埔 寨 出 口 总 额 的

34.6% 。 柬 埔 寨 央 行 发 布 的 报 告 称 ，随 着

RCEP 以及其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落实生

效，柬埔寨将在未来几年吸引到更多投资，这

将助力柬埔寨提高工农业生产力并促进经济

多元化发展。宾索维吉认为，RCEP 已成为

柬埔寨实现出口长期增长的“催化剂”，同时

有助于柬埔寨吸引更多外国直接投资。

柬埔寨政府近年来持续出台新政策，努

力改善营商环境，包括允许外国投资者 100%
持 股 ，对 关 键 行 业 投 资 给 予 税 收 优 惠 等 。

2021 年 10 月，柬埔寨国会通过《新投资法》，

通过简化投资程序、加大税务优惠力度等，给

予一些符合国家发展需求的产业更多优惠，

鼓励投资并实现工业多元化发展目标。2023
年，柬埔寨政府推出五角战略，重点关注人力

资源开发、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发展等，以弥

补柬埔寨发展的短板，增加投资吸引力。

中国多年来一直是柬埔寨最大的外资来

源国之一。2023年，柬埔寨发展理事会累计批

准 268个投资项目，投资额约 49.2亿美元，同比增加 22%。来自中国

的投资占柬埔寨总投资额的 66%。中国企业对柬投资涉及交通、电

力、农业、制造业、旅游开发、经济特区、信息通信等多个领域。去年

10月，中企投资建设的暹粒吴哥国际机场正式通航运营，助力当地旅

游业复苏。2023年，西港特区全区企业全年实现进出口总额 33.62亿

美元，同比增长 34.86%，占柬埔寨进出口贸易总额约 7.18%。

柬埔寨首相洪玛奈表示，柬埔寨拥有充满活力的年轻劳动力，

并优先考虑推动机场、深海港、道路等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基础设

施的改进加上独特的投资机会，将使柬埔寨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

投资目的地。

柬
埔
寨
加
大
力
度
吸
引
外
国
投
资

本
报
记
者

刘

慧

中国元素闪耀开普敦狂欢节

据新华社开普敦 3月 16日电 （记者王雷、王晓梅）2024年开普

敦狂欢节 16日晚在南非立法首都开普敦拉开帷幕。富有中国传统文

化特色的华侨华人方阵闪亮登场，令中国元素在狂欢节上耀眼夺目。

流光溢彩的龙形花车、气势磅礴的舞龙舞狮、华美绚丽的中国

服饰和俏皮可爱的卡通熊猫，由 100 多名当地华侨华人组成的中

国方阵每到一处，都会引发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率领中国方阵的开普敦华星艺术团团长董钢对记者说，今年

恰逢龙年，中国方阵带来了 50 米的长龙和各种龙文化表演，为当

地多元文化增添了中华文化的色彩。

开普敦狂欢节源于 2010 年世界杯，此后每年举行一次，如今

已成为当地一张亮丽名片。据介绍，今年狂欢节的主题为“美好”，

超过 1000 名表演者参加游行，吸引数万名南非观众和来自世界各

地的游客观看。

世界卫生组织——

叙利亚需要人道援助的人比内战后任何时候都多
新华社日内瓦 3月 17日电 （记者曾焱）世界卫生组织 16 日

发布新闻公报说，目前叙利亚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人数达到 1670
万，比 2011 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的任何时候都多。

世卫组织东地中海区域主任哈南·巴勒希在新闻公报中说，叙

利亚整整一代人都在战争中出生，他们的生活中只有动荡和匮乏，

并遭受着一次又一次冲击。

新闻公报还说，叙利亚民众饱经战争蹂躏之苦，去年 2 月的地

震让局势雪上加霜，而去年 10 月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让叙利亚

尤其是该国东北部和西北部地区的安全局势越来越不稳定。

世卫组织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叙利亚全国仅有 65%的医院和 62%
的初级卫生保健设施全面运转。战争对民众心理健康造成了极大影

响，抑郁症等疾病的发病率剧增。制裁加剧了叙利亚经济危机，导致

国内贫困人口高达 90%，他们难以负担医疗保健等基本服务费用。

巴勒希表示，需要尽一切努力保护和加强叙利亚的卫生系统，

让叙利亚人负担得起和能获取医疗保健服务。

据新华社纽约

电 （记 者 兴越、

刘 亚 南）2024 年

“中国白·德化瓷”

国 际 巡 展 纽 约 推

介 活 动 日 前 在 美

国 纽 约 时 报 广 场

拉开序幕。

据 主 办 方 介

绍，此次巡展共展

出 105 件德化白瓷

作品，分为仿古文

创 、工 艺 瓷 、日 常

用瓷、外销瓷四部

分，全方位体现德

化 白 瓷 的 品 类 特

征 。 巡 展 将 持 续

至 3 月 18 日。

中 国 驻 纽 约

总 领 事 黄 屏 在 开

幕式上说，此次德

化 白 瓷 首 次 赴 美

巡展，为美国民众

系 统 性 欣 赏 凝 脂

如玉的德化白瓷、

近 距 离 体 验 璀 璨

辉 煌 的 中 国 陶 瓷

文 化 提 供 了 难 得

机遇。

福 建 省 德 化

县 县 长 方 俊 钦 在

致辞中表示，希望

通过本次国际巡展充分展示德化白

瓷的浓厚文化底蕴和精湛陶瓷技

艺，进一步增进美国民众对中国陶

瓷的认知。

中美两国文化、商业、旅游以及

华侨华人团体代表等近百人出席了

推介活动。与会人士对展品精湛的

工艺赞叹不已。

作为新华社发起的“中国品牌

全球行”系列活动之一，“中国白·德

化瓷”国际巡展自 2023 年启动，计

划用 5 年时间在全球 20 多个国家和

地区举办以德化白瓷为代表的展览

展示、文化交流等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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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都拉斯敦促拉共体立即采取行动应对海地危机

新华社特古西加尔巴 3月 16日电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

（拉共体）轮值主席国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 16 日发表公告，敦促

拉共体“立即且高效地”采取行动，以应对海地安全危机，并反对外

部势力在海地境内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卡斯特罗表示，拉共体成员国有义务遵守《金斯敦宣言》，在任

何情况下都不得允许军事干预海地事务。卡斯特罗说，拉共体将

向海地提供一切必要支持，其下属机构将于 18 日召开特别会议讨

论援助海地事宜。

3 月 1 日，拉共体在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首都金斯敦召开第

八届峰会，并通过《金斯敦宣言》，内容涉及粮食安全、地区安全局

势、气候变化、加强一体化等议题。

海地安全局势近来持续恶化，多个黑帮组织在首都太子港袭

击公共设施，要求总理亨利下台。亨利 11 日宣布海地政府将在过

渡总统委员会成立后辞职。

本版责编：邹志鹏 赵益普 郑 翔

受经济和环保

等 因 素 影 响 ，欧 洲

二手商品日益受到

民 众 欢 迎 ，二 手 交

易市场规模不断扩

大。据亚马逊的一

份 最 新 研 究 报 告 ，

有 66%的欧洲受访消费者表示喜欢购买二手商品，还有 32%
的受访消费者表示在购物时会优先寻找二手或翻新商品。

二手书是欧洲二手商品中最热门的种类之一。市场咨

询公司 PMR 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 年欧洲二手书市场规模

为 62.4 亿 美 元 ，预 计 未 来 10 年 的 复 合 增 长 率 为 4.6%，到

2033 年底有望达到 97.6 亿美元。除实体店外，欧洲在线二

手书市场同样发展迅速，亚马逊、eBay 等欧美大型电商纷纷

开设了二手书交易平台。不少欧洲国家学生表示，新书价

格普遍较高，二手书更有性价比；循环利用书籍还可减少森

林砍伐，降低印刷造成的环境污染，更加环保。

二手的服装、电子产品、文创工艺品等也是欧洲二手

商品市场的“主力军”。以二手服装为例，咨询公司“未来

市场观察”发布的报告预计，到 2032 年欧洲二手服装市场

规模将达 406.76 亿美元。记者在比利时的当地朋友介绍，

欧洲国家的不少二手服装店生意红火，很多年轻人日益青

睐购买二手衣物，如不少二手大衣耐用、实惠，而新大衣价

格要高很多。

在欧洲，大量被收集的旧家电经过维修后可以变成经

济 实 惠 的 二 手 家

电 ，再 次 被 销 售 。

一 些 专 门 回 收 、修

缮废旧家电并进行

二手电器销售的厂

家 生 意 越 做 越 大 ，

甚至出现了自有品

牌的二手家电。例如，法国东南部城市昂蒂布就有一家二

手电器的专卖店已经经营 40 多年，是当地著名的“老字号”

店铺。比利时则每年举办废旧家用电器回收活动，废旧家

电的主人可以换取一些咖啡或其他食品代金券。在 2023 年

的回收活动中，约 1/5 的旧家电经过专业人士检修后得以再

次使用。活动主办方表示，随着民众的循环经济理念不断

增强，越来越多的二手家电被回收再利用，“既节约又环保，

一举两得”。

（本报布鲁塞尔 3月 17日电）

欧洲二手商品市场规模扩大
本报记者 牛瑞飞

第二十一届“沙迦遗产日”活动近日在阿联酋沙迦

举行，共有 10 余万民众参与体验阿拉伯传统民俗，领

略多元文化。 （本报记者 管克江）

图①：当地艺术家在表演阿拉伯歌舞。

图②：当地人展示传统手工艺品。

图③：工作人员演示使用古老的“公牛泵”汲水。

以上图片均为本报中东中心分社塔里克·易卜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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