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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

（COP29）将于 11 月 11 日至 22 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

行。一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对于评估气候进展、

推动各国落实全球气候承诺及携手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

要意义。本次大会召开前夕，世界气象组织、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等国际组织发布相关报告，再次敲响气候危机的警

钟。联合国呼吁各方为应对气候变化采取更多行动举措，

不断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和韧性。

“2023 年温室气体浓度创下新纪录”

根 据 世 界 气 象 组 织 的 最 新 年 度《温 室 气 体 公 报》，

“2023 年温室气体浓度创下新纪录”，全球平均地表二氧化

碳、甲烷、一氧化二氮浓度分别是工业化前水平的 151%、

265% 和 125%。

“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积累速度超过了人类有史以来

的任何时期，在短短 20 年里就增加了 11.4%。”世界气象组

织在报告中指出。“又一年，又一个纪录”，世界气象组织秘

书长塞莱丝特·绍洛表示，这应该给决策者敲响警钟。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近日发布的《2024 年排放差距报

告》说，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上升了近 1.5 摄氏

度。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新的估算表明，如果不立即大

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本世纪全球气温将上升 2.6 至 3.1
摄氏度。报告呼吁在未来 10 年大幅扩大气候适应规模，

以应对不断上升的气温影响。但是，气候适应资金需求

与当前国际公共适应资金流动之间存在巨大差距，阻碍

了这一进程。

日前，西班牙因季节性“冷滴”现象带来的强降雨发生

特大洪灾。英国雷丁大学水文学教授杰西·诺伊曼指出：

“西班牙的突发洪水再次警示了气候变化及其不可预测的

破坏性。尽管‘冷滴’现象是地中海气候的特征之一，但全

球变暖显然加剧了其影响。更多热量意味着大气中储存

了更多水分，从而带来更为猛烈的降水。”

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发布的一项新研

究显示，2004 年以来全球最严重的 10 次气象灾害都与全

球变暖存在关联，这凸显了针对全球最脆弱人群制定气候

适应政策的必要性。该机构创始人弗里德丽克·奥托表

示，日益增多的归因研究已帮助许多人认识到气候变化给

人类生活带来的危险，但“将知识转化为足够大规模的行

动尚未奏效”。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

加与日益频繁和剧烈的气候灾害之间存在直接联系。创

纪录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意味着海水温度达到新高、飓风

变得更加猛烈、森林更加易燃、强降雨导致洪水等。”

“各方应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不久前，联合国气候变化巴库大会部长级预备会议在

阿塞拜疆举行，来自近 70 个缔约方及联合国、气候公约的

部长和高级别代表围绕气候资金、减缓、适应和损失损害、

国际碳市场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

COP29已将气候资金新集体量化目标列为本届大会的

重要议题。根据 2022年发达国家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秘书处提交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截至 2020年，一半以上

的发达国家缔约方（欧盟作为一个整体）距离实现 2020年减

排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一些国家仅仅完成了承诺减排目标的

一半，另有些国家不仅没有实现减排还出现了温室气体排

放显著增长。

面对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可再生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

能力建设方面的巨大资金缺口，国际社会需要设立 2025
年及之后更高的气候融资目标。日前，联合国召集的专

家小组估计，到 2030 年发展中国家每年将需要 2.4 万亿

美元以满足气候和发展需求。 COP29 候任主席穆赫塔

尔·巴巴耶夫指出，COP29 将商定新的气候资金新集体

量化目标，新目标应“满足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并在当前目标基础上实现显

著增长”。

古特雷斯近日表示：“我们需要发达国家到 2025 年将

适应资金增加一倍，达到每年至少 400 亿美元——这是缩

小资金缺口的重要一步。”为了解锁更多适应资金，多方呼

吁采取财政和监管激励措施，降低私营部门投资的风险，

同时探索创新的融资工具。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

蒂尔近日呼吁各国政府将气候承诺转化为现实行动。他

强调，COP29 必须成为一次充满行动力的缔约方会议，在

气候融资方面取得切实且雄心勃勃的成果。“各方应充分

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认识到这种支持是保护每个国家

和全球经济免受严重气候灾害影响的核心要务。显然，资

金支持是大会取得实质成果的关键。雄心勃勃的新目标

符合每个国家、每个经济体的根本利益。”

“加大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力度”

按照《巴黎协定》，各国将于 2025 年提交新版国家自

主贡献目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2024 年排放差距报

告》中指出，各国需要以 COP29 为契机，确保设定有力度

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否则，人类将很快突破《巴黎协定》

设定的把升温控制在 1.5 摄氏度内的目标，甚至把升温幅

度控制在 2 摄氏度之内的目标也将岌岌可危。

《2024 年排放差距报告》指出，从技术角度来看通过大

规模发展太阳能、风能及森林恢复，1.5 摄氏度的温控目标

仍有实现可能。“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时刻已经到来。从

现在开始，在下一轮气候承诺之前，我们需要以前所未有

的规模和速度展开全球动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

任英格·安德森说，“我敦促国际社会加大应对气候变化行

动力度，设定更强有力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为把升温控

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而努力。”

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将积极应对气候变

化作为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实施积极应对

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宣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构建完成

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推动产业、能源、交通运

输结构调整，采取节能提高能效、建立完善市场机制、增

加 森 林 碳 汇 …… 中 国 为 全 球 气 候 治 理 贡 献 了 智 慧 和

力量。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巴库大会部长级预备会议上，中方

表示，巴库大会是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各方应落实《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的目标、原则与安排，

发出多边进程不可逆转、国际合作不可或缺的积极信号，

为应对气候危机的全球努力带来更多确定性，持续促进全

球绿色低碳、气候韧性转型和创新。

（本报巴黎 11月 10日电）  

加强国际合作  应对气候变化
本报记者   尚凯元

中国始终致力于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积极为其他发展中国家
提供帮助，通过国际合作分享知
识、低碳技术和投融资经验，鼓励
发展中国家采纳有利于保护自
然、应对气候变化的可持续发展
模式

日前，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六次缔

约方大会在哥伦比亚举行。11 月 11 日，《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在阿

塞拜疆开幕。12 月初，我们还将迎来在沙特阿拉

伯举行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六次缔约

方大会。契合联合国未来峰会达成的《未来契

约》，这三场与环境有关的联合国会议为我们提供

了重要机遇，致力于采取具体的、变革性的行动来

保护我们所生活的星球。

世界正经历一系列迫在眉睫的全球性危机，

各国迫切需要勠力同心，采取一致行动共同应对

重重挑战。我们所面临的挑战错综复杂，影响全

球发展，因此解决方案必须具备相应的兼容性与

灵活性。每个国家都需要采取更积极且富有雄心

的行动，追加可持续发展投融资，以保护地球及其

生物多样性。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大型经济体，

中国是推动绿色转型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先锋，

拥有进一步发挥全球性关键作用的巨大潜能。

前段时间，我对中国进行了访问。访问期间，

我与有关政府官员和专家探讨了中国在绿色发展

领域取得的成就。我了解到中国正在加大力度践

行生态文明理念，即节能降碳与环境保护并非必

然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反而有机会推动经济

增长。事实上，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已经取

得了重要进展。截至 2021 年，中国的自然保护地

总面积约占陆域国土面积的 18%。截至 2023 年 3
月底，中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总发电装

机容量的 50% 以上。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数

据，中国创造了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 46% 的工作岗位。一份国际研究

机构的报告显示，清洁能源行业为中国 2023 年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驱

动力。

技术创新一直是中国绿色转型的关键，尤其是在交通领域。从 2009
年到 2023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从不足 500 辆的年销量，增加至 743 万辆

的年新注册登记量。现在，在中国每售出两辆汽车，就有一辆是新能源

汽车。中国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仍有巨大的空间巩固并强化相

关工作。中国行动对于实现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目标、实施“昆明—蒙特

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非常重要。随着中国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在

迈向低碳未来的同时兼顾包容性与公平性亦十分重要，例如为传统行

业劳动者提供绿色技能培训等，以确保不让任何一个人在绿色转型中

掉队。

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多重全球性危机面前独善其身。中国始终致力

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积极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通过国际合作

分享知识、低碳技术和投融资经验，鼓励发展中国家采纳有利于保护自

然、应对气候变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全力支持

国际合作，推动可持续发展，随时准备支持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国共

同迈向绿色、包容的未来。

在全球性挑战面前，我们可以也必须同舟共济，并在履行气候承

诺、保障能源安全与解决经济社会问题之间实现平衡。现在是采取果

断举措、共同扭转局面、保护人类和自然的关键时刻，我们的地球正在

敲响警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响亮和清晰。

（作者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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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里约热内卢 11月 10日电   （记者陈一鸣、时元皓）人民日报

和巴西媒体“携手推动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联合采访团日前来到

巴西美丽山特高压直流输电二期项目里约换流站进行采访。

人民日报记者与《商业观察报》《巴西日报》等多家巴西媒体记

者现场参观了换流设施、控制室等，就项目运营现状、中巴能源合

作等采访换流站中巴两国员工。当天，两国媒体记者还到国家电

网巴西控股公司总部，了解在国家电网公司资助下开展的“马累明

日之潮”交响乐团、瓦隆古码头考古遗址保护等社会公益项目，并

与 企 业 代 表 开 展 座 谈

交流。

2014 年 7 月 ，在

习 近 平 主 席 和 时 任 巴

西总统罗塞夫的共同见证下，中国国家电网公司与巴西国家电力

公司签署巴西美丽山特高压输电项目投资合作协议。该项目跨越

巴西 5 个州，将北部美丽山水电站产生的清洁能源输送至人口稠

密的东南部，满足了 2200 万人的用电需求。参加联合采访的巴西

媒体记者表示，中国企业推动当地电力基础设施建设，有效带动了

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还实施了一系列社会项目助力改善民生。两

国媒体应加强交流，通过开展联合采访等进一步促进两国民众相

互了解与沟通，为携手推动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贡献媒体力量。

中巴媒体联合采访巴西美丽山二期项目里约换流站

左图：中巴两国记者在美丽山特高压直流输电二期项目里约换流站联合采访国网巴控巴西员工。

右图：中巴两国记者在里约换流站听取项目介绍。

以上图片均为本报拉美中心分社威廉·科埃略·维亚纳摄   

第二十届中美电影节和电视节在洛杉矶开幕
据新华社洛杉矶电   （记者黄恒）第二十届中美电影节和中美

电视节 8 日在美国洛杉矶拉开帷幕，中美影视界人士、政府官员、

各界代表等 700 余人参加开幕式暨“金天使奖”颁奖典礼。

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作为世界前两大电

影市场，中美影视合作卓有成效、前景广阔。中国不仅积极引进反

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优质电影，而且正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

制机制，在文化、电信、互联网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为各国优秀文

化产品提供巨大市场机遇。谢锋强调，中美只要正确认识彼此，就

能找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人民既是

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中美关系的根基由两国人

民浇筑，中美关系的未来也将由两国人民创造。”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郭少春在开幕式上致辞说，中美影视合

作是中美互利共赢合作的生动写照，中美影视交流拥有广阔前景，

希望两国影视机构和从业人员多交流互动，创造更多合作机会，实

现更多成功合作。

洛杉矶县县政委员凯瑟琳·巴杰在视频致辞中说，美中电影节

举办 20 年来，为增进两国民间交流发挥了重要和积极作用，也推

动了洛杉矶本地和谐社会建设。“每一年，我都欣喜地看到，借助两

国人民对文化创意的共通感受，美中电影节跨越了不同语言和文

化间的隔阂，让人们坐在一起，共同享受艺术的多样性之美。”

本届中美电影节和中美电视节参评影视作品超过 500 部。《解

密》和《永不消逝的电波》获年度最佳影片奖，《繁花》获年度最佳电

视剧奖，《哥斯拉大战金刚 2：帝国崛起》《死侍与金刚狼》等获评年

度最受中国观众欢迎的美国电影。

在本届中美电影节和中美电视节举办期间，中美两国相关企业

和机构还将举办论坛和展映等活动，中美影视界代表将分享经验，

畅谈合作。洛杉矶县政府宣布 11月为中美电影节和电视节月。

中日政经界人士呼吁促进绿色转型合作
本报东京 11月 10日电   （记者朱玥颖）第十七届中日节能

环保综合论坛 9 日在日本东京举行。参加论坛的两国政界和经

济界人士一致认为，绿色发展是中日两国面临的共同课题，双方

在节能环保、推动绿色转型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双方应进一步发

挥各自比较优势，发掘更多合作的新增长点。

来自中日两国政府部门、企业、机构、协会的 800 余名代表

参加了当天的论坛，就提高能源效率、汽车电动化和智能化、氢

能氨能、中日长期贸易、建筑绿色化等主题进行了交流。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赵辰昕在论坛致辞时表

示，中国高度重视绿色低碳发展的国际合作。节能环保是中日

经贸合作的重点和亮点之一，双方在这一领域产业优势互补，市

场空间广阔，合作的基础非常扎实。中方愿与日方加强在环保

产业、节能装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李飞表示，中日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

共赢，务实合作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绿色发展的道路

上，中日是同行者，更是好伙伴。双方应共同落实好领导人重要

共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绿色合作，为中日经贸关系的提质升

级和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武藤容治在致辞中表示，实现全球净零

排放是一个极其雄心勃勃的目标，重要的是每个国家都要朝着

同时实现脱碳、经济增长和能源安全这三个目标切实努力。为

此，必须将工业革命以来依赖化石燃料的经济社会和产业结构

转变为以清洁能源为中心。正在推动脱碳的日中两国以实现碳

中和为目标，在节能和环境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这不仅对两

国，也将对世界整体实现碳中和作出巨大贡献。

当天，中日 27 个合作示范项目举行了文本交换仪式，这些

项目涉及工业园区脱碳、垃圾焚烧发电、绿色建筑等多个领域。

东 帝 汶 旅 游 贸 易

与工业部发布的最新

数 据 显 示 ，今 年 1—6
月 ，东 帝 汶 出 口 咖 啡

超 900 吨，主要出口至

中国、印度尼西亚、泰

国 、新 加 坡 等 国 。 近

年 来 ，东 帝 汶 咖 啡 的

独特风味和优质品质

在国际市场上获得越

来 越 多 的 认 可 。 2022
年全年东帝汶咖啡出

口额达 1.38 亿美元。

东 帝 汶 拥 有 独 特

的 地 理 和 气 候 环 境 、

肥 沃 的 火 山 土 壤 ，适

宜 种 植 咖 啡 。 据 统

计，东帝汶全国约有 6
万公顷咖啡种植园，年

产 咖 啡 7000 吨 到 1 万

吨，咖啡产值占非石油

出口收入的 80%，是政

府 外 汇 收 入 的 重 要 来

源 。 长 期 以 来 ，东 帝

汶 大 多 数 咖 啡 农 户 是

小规模种植者，咖啡生

产 容 易 受 到 气 候 变 化

影响，生产效率和质量

有 待 提 升 。 随 着 全 球

市 场 对 高 品 质 咖 啡 需

求 增 加 ，东 帝 汶 的 咖

啡 产 业 迎 来 了 发 展

机遇。

东 帝 汶 政 府 出 台

一系列支持措施，鼓励咖啡种植者扩大

种植，提升作物产量和品质。 2016 年，

东帝汶咖啡协会成立。协会通过提供

技术培训和生产指导、积极参与并组织

国际咖啡展会和贸易活动、推广可持续

的咖啡种植方式、与政府和国际机构开

展合作等，推动当地咖啡产业实现更快

发 展 。 2019 年 5 月 ，东 帝 汶 政 府 制 定

《 咖 啡 行 业 国 家 发 展 规 划（2019—

2030）》，提 出 到 2030 年 使 该 国 咖 啡 产

量翻一番、出口收入增加 270% 的目标，

这也是该国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咖啡行

业计划。

为实现增产目标，东帝汶政府在全

国咖啡种植园开展了大面积老树修复、

翻 新 工 作 ，恢 复 了 上 千 公 顷 咖 啡 种 植

地。政府计划到 2030 年恢复超过 5 万公

顷的咖啡种植园，并于今年制定了四项

优先计划，确保 7 个主要咖啡生产城市

实现产量增长目标。政府还通过加强小

农户培训、引进先进生产设备等，将特色

咖啡的产量提高到总产量的 50%。政府

还专门设立了咖啡专项基金，以稳定咖

啡的市场价格，保障农户收入。

借助咖啡行业发展势头，不少地方

政府大力推动咖啡特色旅游，通过打造

咖啡种植园景观、展示或体验咖啡豆采

摘、加工、烘焙等项目，吸引更多游客前

来参观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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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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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农博会推动中国与东盟农机交流合作
本报南宁 11 月 10 日电   （记者庞革平）11 月 8 日至 10 日，广西国

际农业博览会在南宁举行。本届博览会特别设立农业机械化专展，吸

引了 160 多家来自泰国、老挝、印度尼西亚、越南、缅甸等东盟国家的客

商参加。东盟国家客商与中国企业代表签署了合作协议，签约总额创

新高，达 5.733 亿元人民币。

农业机械化专展全方位展现了从耕种、管护、收获到加工的全链

条机械化设备，广泛覆盖丘陵山区专用农业机械、水稻种植与收获机

械、甘蔗生产全程机械、智慧农业解决方案、农机配件等多个领域，并

配套系列主题活动。活动还首次启幕了中国—东盟农业机械化合作

与发展大会，围绕农机化高质量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推动农机

行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在此次展览中，包括中国一拖、中联重科、

玉柴集团、广西柳工等在内的 200 多家顶尖农机及零部件生产、销售

及流通企业积极参与，展览总面积超 2 万平方米，集中展示了 1200 多

台套各类前沿农机具与设施设备，彰显了中国农机技术的最新成果。

江苏沃得、广西惠来宝、广西壮华新能源装备等多家领先农机制造企

业，凭借其卓越的产品与服务，与东盟国家的合作伙伴签署了一批合

作协议。

据了解，农机展期间还举办了全国糖料蔗生产机械化发展交流会、

农机新产品推介会、农机贸易交流洽谈、农机设备现场展演、丘陵山区

粮食生产机械化发展交流会等系列活动。

马耳他交通部长：期待更多中国电动汽车进入马耳他
据新华社瓦莱塔 11月 9日电   （记者陈文仙）马耳他交通、基础设

施和公共工程部长克里斯·博内特 9 日说，中国电动汽车技术先进、性

价比高，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电动汽车进入马耳他市场。

由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与桑塔露琪亚市政府共同主办的“你好！

中国”旅游主题巴士启动仪式 9 日在桑塔露琪亚市的中国古典园林“静

园”举行。三辆马耳他从中国进口并已投入运营的纯电动巴士喷绘了

长城、颐和园、西湖、桂林山水、敦煌莫高窟、西安兵马俑等中国著名景

点和文化遗产图案，在“静园”大门口正式亮相。

博内特在仪式上发表致辞说，这些纯电动巴士让大家看到马耳他、

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必须合作才能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等

共同挑战。中国是提供可持续交通解决方案的领导者之一，与中国合

作不仅能够助推马耳他加快交通绿色转型，也将进一步巩固两国长期

友好关系。

桑塔露琪亚市长查梅茵·圣约翰表示，此次活动充分展示了马中两

国在可持续发展和文化交流方面的共同承诺，巴士上的图案将为马耳

他民众打开一扇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

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主任袁媛表示，这些纯电动巴士不仅仅是交

通工具，更是流动着的文化交流符号，承载着中国的故事、色彩和精神，

为马耳他民众带来别样的中国文化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