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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在气候变化和环
境保护问题上，美国一些政府部门和
政客对中国极尽抹黑之能事。美国国
务院甚至炮制出一份“中国破坏环境
事实清单”。攻击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
超标是清单中的重要一条。然而，一
个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劣迹斑斑的政
府，对在温室气体减排领域做出显著
成绩的国家大肆抹黑，只能再次证明
自身的荒谬可笑。

毫无疑问，这是美国出于政治目
的上演的又一出反华闹剧。美方发布
的所谓“事实清单”，实际上是一份谎
言清单。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成就有目共
睹。截至 2019 年底，中国单位国内生
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降低
48.1%，非化石能源占比达 15.3%，超
额完成了 2020 年气候行动目标。2000
年以来，全球新增绿化面积的1/4来自
中国。目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占全球一半以上。此外，中国积极参
与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合作，为达成

《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 及其实施
细则作出重要贡献。

公道自在人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执行主任英厄·安诺生呼吁，世界应以
中国为榜样，坚持绿色、可持续发展道
路；法国环境与发展国际研究中心主任
弗兰克·勒科克认为，在应对气候变化
的国际合作方面，中国走在世界前列。

中国持续致力于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在今年9月举办的第七十五届联大
一般性辩论中，中国宣布二氧化碳排
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
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面对中国一系列实实在在的环保
举措和掷地有声的减排承诺，美国的
政府部门和一票政客，不仅选择性无
视，还不停给中国“泼脏水”。察其
言，观其行。作为全球累计排放温室
气体最多的国家，美国又做了什么？

不批准《京都议定书》、退出《巴
黎协定》、否认自身约束性量化减排任
务、拒绝为保护地球家园采取最低限度行动、拖欠全球环
境基金等组织巨额应缴会费、妨碍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多
边合作进程……美国一系列倒行逆施，不仅让自己彻底游
离于全球碳排放体系和安排之外，更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
化领域不折不扣的“共识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日前，中国外交部网站发布了 《美国损害环境事实清
单》 和 《美国损害全球环境治理报告》 两份文件，用事实
和数据还原美国在环境领域的斑斑劣迹，直接戳破美国一
些人“贼喊捉贼”的把戏，给美国某些政客的无理指责以
有力反击。

罔顾事实，颠倒黑白，美国某些政客居心何在？明眼
人一看便知。

当前，美国国内新冠疫情持续蔓延，社会对立、种族
主义冲突等问题凸显。为转移国内民众注意力，美国一些
政客不断疯狂“甩锅”中国，企图把中国变成自身抗疫不
力等种种问题的“替罪羊”。醉翁之意不在酒，在碳排放等
环境问题上向中国发难，美国一票政客也并非真的有多关
心全球气候变化。“环境牌”不过是他们出于政治动机、转
嫁国内矛盾的一个工具而已。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保护生态环境、推动可持续发展
是各国共同责任。谁在行动，谁在空谈；谁在作贡献，谁
在搅局，世界人民心里都有一本账。事实证明，美国才是
国际环境合作的最大破坏者和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最大威
胁。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和恶意诽谤，为保护全球环境
多做实事，少添麻烦。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首相
鲍里斯·约翰逊日前宣布，未来4年英
国将增加 241 亿英镑国防开支，这是
英国政府 30 年来最大幅度的军费上
调。面对疫情冲击与“脱欧”谈判双重关
卡，英国为何此时“大手笔”增加军费？
高额军费的可持续性前景又将如何？

高调增加军费

据英国政府网站公布，约翰逊 11
月 19 日向议会下院发表政府对外交、
国防等领域综合评估的阶段结果，宣
布将在未来 4 年中追加 241 亿英镑军
费，超出保守党竞选宣言的承诺165亿
英镑；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
份额将提高至 2.2％，未来 4年国防支
出总额将达到 1900亿英镑。路透社报
道称，此次是英国自冷战以来最大幅度
的军费上调；此举将稳固英国作为欧洲
最大、北约第二大防务支出国地位。

约翰逊在讲话中称，新增的国防
预算将用于提升英国核威慑力，并通
过复兴造船业，把英国恢复为“欧洲
最重要的海军力量”。同时他宣布将专
注于“彻底改变战争的新兴技术”，在
军事研发领域追加15亿英镑投资，成
立人工智能研究机构与国家网络安全
部队；并以 2022年发射英国第一枚火
箭为目标，组建太空司令部。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称，当前英国
军事研发支出已占国防预算的 22％，
高于多数国家水平；而这一比例很可

能在军费增加后继续上升。

“不安全感”上升

“英国大幅增加军费是基于对国际
形势的判断，即今后大国博弈与军事
竞争将加剧，同时希望借此维护自身
实力、利益和相应的国际地位。”中国
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
建向本报分析。

《华尔街日报》称，此次英国军费
调整正值英国与欧盟未来关系谈判的
关键阶段，英国此举旨在强化自身在
北约中的地位，并刺激欧洲邻国寻求
和英国的合作。

崔洪建表示，从英国此次国防投
入的方向上判断，英国有意在海军及
核武器方面维护已有优势，并在网络
和太空等新的军事领域弥补自身短
板。“近年来，美法等大国都有太空建
设计划，英国也不肯落后。”

路透社分析称，军费大幅增加标
志着英国结束军费缩减时代，开始寻
求“脱欧”后新的全球定位。

“在‘脱欧’背景下，英国不安全
感实际在上升。作为‘脱欧’后主权
独立的象征，英国要进一步提升军事实
力。事实上，这是英国自‘脱欧’启动时
就有的一个明确目标。”崔洪建表示。

来源或引争议

据 《华盛顿邮报》 报道，英国反

对党工党党魁基尔·斯塔默对增加国防
预算表示欢迎，但对经费来源问题提
出质疑。斯塔默表示，保守党政府曾
在竞选宣言中承诺将 GDP 的 0.7％用
于对外援助，他担心增加军费将导致
这一诺言无法实现。“钱从哪来？英国
是七国集团中受疫情影响经济衰退最
严重的国家。”斯塔默说。

《卫报》称，在约翰逊公布军费上
调决策前几日，英国的对外援助预算
就被削减数十亿，从 GDP的 0.7％降至
0.5％。此举曾引发保守党内部的批评。

“对外援助是一个国家通过软实力
发挥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一旦英国政
府把对外援助预算挪到军费上来，将
在英国内部引起争论。同时，英国释
放出把软实力转化为硬实力的信号，
也将引发国际社会对英国外交与防务
政策是否会转向的猜测。”崔洪建说。

《华尔街日报》称，新的国防预算
将使英国武器装备迎来一轮新升级，
但装备淘汰换代也是“一个困难的决
定”。具体方案还需等待完整的政府外
交和国防综合评估。该评估结果将在
明年年初揭晓。此外，据英国广播公
司报道，即使此次增拨军费，当前英
国的武器装备预算中仍有 130 亿英镑
的“黑洞”需要填补。

“英国一旦决定增加军费预算，将
会是一个长期趋势。在英国‘脱欧’
与疫情影响经济的背景下，英国能否
支撑长期、高水平的防务开支？目前
还是一个问号。”崔洪建说。

贡献——

“减排力度最大的国家”

英国 《金融时报》 网站称，在 《巴
黎协定》 危急关头，中国提出碳排放承
诺赢得了世界的称赞。欧盟委员会主席
冯德莱恩称，中国宣布的这一目标“令
人鼓舞”。非赢利研究机构“气候行动追
踪”组织称，中国的新目标一旦实现，
将是所有国家中减排力度最大的，将使
全球变暖预测值降低0.2到0.3摄氏度。

《自然》 杂志子刊此前曾刊登一份研
究报告指出，自 21 世纪初以来，地球新
增的植被面积相当于一个亚马孙雨林，
中国是重要贡献者之一。美国国家航空
航天局 （NASA）“地球观测站”网站刊
文称，为了抑制土地退化、空气污染和
气候变化，中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保护
和扩大森林的计划，并充分利用土地资
源发展集约型农业。

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上，中国同样行
胜于言。中国是最早批准 《生物多样性
公约》 的国家之一。自 2019 年以来，中
国一直是 《公约》 及其各项议定书核心
预算的最大捐助国。截至 2019 年底，中
国各类自然保护地面积达到陆域国土面
积的 18%，提前一年实现联合国提出的
17%目标。今年9月30日，习近平主席在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指出，加强生
物多样性保护、推进全球环境治理需要
各方持续坚韧努力。

“中国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置于政府工
作重要位置，设立生态红线，通过出台
严厉的监管措施惩治污染环境行为；还
通过立法来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捕
猎、交易、运输、消费等行为。”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 秘书处执行秘书伊丽

莎白·穆雷玛说。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李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共
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议题
上进行了理念创新，如提出“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基
础性作用；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五大发展理念、“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
理观等，为解决全球环境治理困境贡献
中国方案，凝聚更多国际共识。同时，
中国还将理念付诸实践，积极参与全球
环境治理，大力推动环境领域国际合作。

典范——

“对绿色发展有重要启示”

“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环
境持续改善”……前不久闭幕的中共十九
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中国“十四五”时期
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引发国际社会广
泛关注。一位外国专家评价道，相信中国
生态文明建设将在“十四五”时期实现新
进步，“这将为世界其他国家发展提供范
例，也将进一步促进全球包容性发展”。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此前发布的 《北
京二十年大气污染治理历程与展望》 评
估报告认为，北京在大气环境质量改善
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其中有很
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经验做法。

国际应用生物科学中心瑞士和美洲
地区主任哈丽雅特·欣茨说，中国长期以
来积极参与并推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多
边进程，积累的经验技术对各国，特别
是发展中国家很有价值。世界资源研究
所执行副主席马尼希巴布纳称，中国

“为其他发展中国家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

的老路提供了重要启示”。
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经济

学家罗尼·林斯指出，习近平主席的相关
主张对人类社会实现绿色发展、促进生
态文明具有重要启示，并对疫情后经济
的高质量复苏提供帮助。

实实在在的中国贡献，掷地有声的
中国承诺，无疑增强了国际社会共同应
对环境问题的信心。

“被气候灾难笼罩的晦暗天空出现了
一缕曙光。”法国 《世界报》 网站这样评
价中国确立碳中和目标的特殊意义。该
报道指出，中国的表态“不仅将对气候
领域产生作用，还重振了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的气候外交。”法国气候行动网络
国际政策负责人露西尔·迪富尔认为，中
国释放出加强气候多边主义的积极信号。

“在清洁能源方面，中国政府眼光长
远。”美国 《沃克斯》 杂志网站称，“中
国建立起稳定、有效的碳排放权交易体
系，其影响将不可估量，将激励其他国
家提高自己的减排目标。”

“中国在环境治理上的成就表明，经
济社会发展并不必然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走出一条绿色发展
之路，而不必重走资本主义国家当年‘先
发展、再治理’的老路。”李强指出，绿色发
展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它能保证生态、
经济和社会三者的和谐发展和有机统一。

担当——

“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

从成为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首批缔约国，
到倡议共建“绿色丝绸之路”、设立气候
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为全球应对气候变
化注入动力；从积极推进“2020 年后全

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到宣布中国碳排放
及碳中和目标……国际社会有目共睹，
中国可谓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
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格鲁吉亚 《每日新闻网》 主编阿弗
坦迪尔·奥提纳什维利指出，中国领导人
的相关讲话体现了中国致力于绿色发
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
中国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为全
球环境治理作出重要贡献。

据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网站近
日报道，因美国退出 《巴黎协定》，一些
太平洋岛国转而向中国求助，以共同应
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文章援引所罗
门群岛官员的话说：“中国帮助我们应对
气候变化，展现了领导力和责任心。”文
章还援引基里巴斯总统塔内希·马茂的话
说，“中国认真对待气候变化问题，不仅
承诺减少本国的碳排放，而且要帮助太
平洋岛国减轻和控制气候变化的影响，
全面落实《巴黎协定》。”

西班牙Niusdiario新闻网站称，中国积
极引导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展现出
中国正以“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向世界展
示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决心。

李强指出，在美国退出 《巴黎协
定》、破坏全球环境治理进程的情况下，
中国提出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
球环境治理方案，有利于凝聚全球共
识，共同应对当前严峻的环境问题挑
战。同时，中国强调遵循“共同但有区
别的责任”原则，充分考虑了各国历史
发展、现实情况及各自能力的区别。中
国有关全球环境治理的主张，展示出大
国应有的担当精神和责任意识。

上图：10 月 31 日，浙江省舟山市衢
山岛风电场，54 台风电机组源源不断地
输送着清洁能源。

姚 峰摄 （人民视觉）

积极践行低碳排放 深度参与国际合作

中国为全球环境治理作贡献
本报记者 李嘉宝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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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十

国集团领导人利雅得峰会“守护地球”主题边

会上致辞。习近平主席指出，地球是我们的共

同家园。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携手应

对气候环境领域挑战，守护好这颗蓝色星球。

习近平主席提出3点主张：加大应对气候变化

力度，深入推进清洁能源转型，构筑尊重自然

的生态系统。中方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

献力度，力争二氧化碳排放 2030年前达到峰

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将坚定不移加

以落实。

当前，全球环境治理面临挑战，国际社会

瞩目中国“成绩单”。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曾

由衷称赞，“中国是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带头人。”

环 球 热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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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以来最大幅度军费上调

英国寻求“脱欧”后新定位
本报记者 林子涵

11月 22日，法国巴黎著名的香榭丽舍
大街迎来一年一度的点灯仪式。鉴于新冠
肺炎疫情及法国当下的“封城”措施，当
天的点灯仪式没有观众参加，人们可以通
过网络和社交媒体在线观看全过程。从
2020 年 11 月 22 日起至 2021 年 1 月 6 日，整

条香榭丽舍大街在 17 时至次日 2 时都将被
喜庆的节日灯饰点亮，12月24日和12月31
日通宵不灭。

图为 11月 22日，香榭丽舍大街被灯饰
点亮。

新华社记者 高 静摄

巴黎：疫情下的香街点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