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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院日前炮制所谓《中国破坏环
境》事实清单，再次炒作所谓“一带一路”破
坏环境的谎言，妄图给中国泼脏水，给“一带
一路”合作添堵，激起国际社会普遍反感。

谎言在铁的事实面前一戳即破。事实
证明，“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繁荣之路，
也是绿色发展之路。中国在“一带一路”
建设中始终秉持绿色发展理念，以实际行
动与各国共建绿色“一带一路”。

其一，自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至今，中国始终把生态环境保护纳入

“一带一路”建设整体制度安排，国际社会
有目共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把绿色作
为底色，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投
资、绿色金融”“积极同各国一道打造‘绿
色丝绸之路’”。近年来，中国政府陆续发
布系列政策文件，强化相关顶层设计：
2013 年的 《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
要求企业需按照东道国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和标准要求，开展污染防治工作；2015 年
的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提出，要在投
资贸易中突出生态文明理念；2017 年的《关
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和

《“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合作规划》明确了绿
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总体思路和任务措施
……中国推动建设绿色“一带一路”，绝不是
一时兴起，而是未雨绸缪，规划长远。

其二，中国积极推动基础设施绿色低
碳化建设和运营，在贸易投资中强调生态
文明理念，环保技术和绿色产业合作项目
不断落地，赢得各国广泛赞誉。

一方面，中国已经在“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参与建设了许多可再生能源项目，
帮助项目所在国能源供应向高效、清洁、
多样化的方向转型。如巴基斯坦最大水电
项目卡洛特水电站、黑山莫祖拉风电项
目、南非德阿风电项目等。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规划和承建

“一带一路”项目时，在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充分考
虑生态因素。在巴西美丽山二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建设过程
中，中方聘请了600多名动植物专家开展环保相关工作；在孟加
拉国帕德玛水厂项目中，中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应对污染问
题，并将生产用水循环利用……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据美国
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 （AEI） 发布的数据，2020年上半年，中国
在“一带一路”国家可再生能源投资占比超过化石能源。

其三，中国大力推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生态环境保护
国际合作，与各方携手共同打造绿色国际公共产品，为全球环
境治理带来信心。

倡导建立“一带一路”防治荒漠化合作机制，设立气候变
化南南合作基金，和有关国家及国际组织共同发起“一带一
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发布 《“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
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培训各国学员 2000 余人次……中国与

“一带一路”国家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凝聚
全球环境治理合力、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注入新动力，
也为共建“一带一路”增添了新亮色。

“一带一路”倡议源自中国，属于世界。截至今年5月，共
有 138 个国家、30 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 200 份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给世界带来了什么？各国人民心里
有一杆秤。某些美国政客与其怀揣“酸葡萄”心理和阴暗的政
治算计大放厥词，不妨反思一下：作为全球累计排放温室气体
最多的国家、最大的固体废弃物出口国和人均塑料消费大国，
美国不批准《京都议定书》，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拖欠多个
多边环境条约的会费，又为全球环境治理做了什么？美国欠世
界一个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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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成果丰硕

今年以来，面对疫情肆虐带来的重
重挑战，中拉双方危中寻机，迎难而
上，积极开展绿色发展合作，推进绿色
复苏，取得丰硕成果。

中国电建承建的阿根廷胡胡伊省光
伏电站项目正式投运；阿根廷罗马布兰
卡风电项目并网发电；国家电投同巴西
电力研究中心签署综合智慧能源项目，
成功收购墨西哥大型清洁能源平台公
司；比亚迪向巴巴多斯交付该国首支纯
电动大巴车队，在巴西磷酸铁锂电池工
厂投产；滴滴出行在墨西哥启动拉美首
批电动汽车共享出行服务……多家中国
企业签约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
利、哥伦比亚等国光伏电站、海上发
电、太阳能购电、光伏组件等项目合作
协议。

近年来，中拉在环境保护、防灾减
灾等方面的合作取得积极成效。国际问
题观察员陆达心介绍，中国与巴西、委内
瑞拉分别联合研制中巴地球资源遥感卫
星和委内瑞拉遥感卫星，观测数据被广
泛应用于环境保护、防灾减灾等领域，
为亚马孙雨林建起一道科技防护屏障。
中国援助玻利维亚等国实施沙棘示范种
植项目，使当地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治
理。对于遭遇全球气候变暖严重威胁的
加勒比岛国，中国通过双多边渠道捐赠
救灾物资、支持灾后重建、提供地震海
啸监测预警培训，积极开展气候援助。

近年来，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中拉各尽所能，成效显著。陆达心表
示，拉美各国先后制定气候保护一揽子
政策，将发展清洁能源列为国家战略，
致力于走包容性绿色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道路。中国将应对气候变化与经济社会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相结合，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坚持科技创新驱动，初步
走出了一条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道路。

合作基础坚实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唯一的家
园。”这是中拉双方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和推动绿色发展合作的共识。2018 年，
中拉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通过 《中国
与拉共体成员国优先领域合作共同行动
计划 （2019—2021）》，将环境领域作为
双方优先合作领域。

中拉携手绿色发展有坚实的合作基
础、共同的利益诉求和具体的行动计划。

“中拉都坚持多边主义，注重国际
合作，主张各国应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
责任原则，根据国情和能力，最大程度
强化行动。”陆达心介绍，中拉都主动
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
黎协定》义务，中国承诺2030年前碳排放
达峰目标和 2060 年碳中和愿景，包括阿
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在内的21个拉美国
家均设定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中拉在清洁能源、电动汽车等绿色
经济领域开拓合作，实实在在惠及拉美
民众。数据显示，中国企业承建的巴西

美丽山水电站特高压直流输电项目是世
界上输送距离最长的±800 千伏直流输
电工程，为巴西打造了一条“电力高速
公路”，沿线 2200 万人口受益，约占巴
西总人口的 10%。阿根廷圣克鲁斯省水
电站是中阿两国最大的合作项目，也是
阿根廷最大的在建项目，建成后不仅将
明显提升阿根廷发电水平，每年还可为
其节约11亿美元燃油进口外汇。

中国承诺和中国行动将厚植中拉开
展绿色发展合作基础。“到 2030 年，中
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
2005 年下降 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
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 25%左右，森林
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
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
千瓦以上。”在气候雄心峰会上，中国
提出的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的四项新
举措，擘画了中国实现碳排放达峰目标
的具体路线图，展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
化的坚定决心和重信守诺的责任担当。

合作前景广阔

中国风电企业在墨西哥、阿根廷、
智利、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巴拿马等
国落户；巴西、墨西哥、智利等多国光
伏市场青睐中国企业；中国品牌新能源
汽车产品纷纷进军巴西、阿根廷、智
利、哥伦比亚等拉美国家市场……中拉
一系列合作项目的落地，为推动双边绿
色发展合作按下“快进键”。

“当前，国际格局加速演进，新冠

肺炎疫情触发国际社会对人与自然关系
的深刻反思，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更受
关注。”陆达心认为，展望未来，疫情催化
下诸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兴起，
中拉在跨境电商、人工智能、智慧城市、
物联网、数字经济等绿色新兴领域合作
潜力巨大。中拉从绿色发展中寻找合作
机遇，不仅将为双方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提振经济前景，也将为国际社会应对气
候变化挑战、提升经济绿色水平、实现人
类可持续包容性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环境问题没有边界，深刻影响着
每个人。治理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需要
全人类共同行动。中方倡议展现了中国
坚定支持 《巴黎协定》、促进合作共赢
的决心。”巴西全球南方研究所所长亚
历山大·菲格雷多表示，中国在应对气
候变化、减少碳排放方面取得长足进
步。国际社会应进一步加强团结，共同
努力开创合作共赢的气候治理新局面。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国际关系
专家毛里西奥·桑托罗认为，气候变化
问题涉及范围非常广，需要国际社会通
力合作。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推动绿色经
济发展、投资新科技，让广大发展中国
家看到发展与环保可以互相促进。

上图：9月26日，中企承建的阿根廷
胡胡伊省高查瑞 30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获得当地电力市场管理机构许可，正式
投入商业运营。该项目是阿根廷最大的
光伏发电项目，能解决至少6万户阿根廷
家庭的用电需求。图为 9 月 26 日拍摄的
该光伏发电项目变电站照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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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一心，开创合作共赢的气候治理新局面”

“提振雄心，形成各尽所能的气候治理新体系”“增

强信心，坚持绿色复苏的气候治理新思路”，在前不

久举行的气候雄心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

出三点重要倡议，并宣布了提高中国自主贡献力度

的四项新举措。中国倡议和中国行动为新的历史背景

下完善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受到包括拉美

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和高度评价。

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一直是全球气候治理

的积极参与者和同行者。近年来，作为负责任的发

展中大国，中国通过南南合作、企业“走出去”等

方式，积极同包括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内的广大发

展中国家开展绿色发展合作，共同走绿色发展道路。

欧盟委员会近日公布《数字服务法案》和《数字市场法
案》。外媒普遍认为，这两部数字法案直接针对谷歌、亚马
逊、苹果、脸书等美国公司，旨在进一步限制美国科技巨头
的市场行为，规范欧盟数字市场秩序。

欧盟与美国的数字税之争持续已久，从此前法国、英国
等国对美国科技巨头征收数字税，到如今欧盟出台法案加强
对科技巨头的监管，欧洲国家对美国科技巨头念起“紧箍
咒”，欧美间数字竞争日渐焦灼。

剑指美国科技巨头

“欧盟宣布了限制谷歌、亚马逊、苹果、脸书等科技巨
头的里程碑式法律。”据路透社报道，《数字服务法案》《数
字市场法案》两项法案为美国科技巨头在欧盟开展业务制定
严格的规则。

两项法案中，《数字服务法案》 侧重社会责任领域，旨
在加强网络平台在处理虚假信息、恐怖主义、仇恨言论等非
法内容以及假冒伪劣产品方面的责任。《数字市场法案》 则
侧重于经济方面，主要目的是确保企业在欧盟市场范围内能
够与享有“看门人”地位的互联网巨头展开公平竞争。

德国之声报道称，包括谷歌、脸书、苹果、亚马逊和微
软在内的10家公司将被指定为互联网“看门人”，这意味着
它们将受到更具体、更严格监管规定的约束；这些公司必须
将任何计划中的合并、收购事先通报欧盟，而且其取得的数
据必须与监管机构共享。这些互联网巨头如果“严重且屡次
违反规则”，甚至将被完全禁止进入欧盟市场。

牵头本次立法工作的欧盟竞争委员会委员玛格丽特·韦
斯塔格尔此前对媒体称，两项法案传达的信息很明确：不能
让几个公司的商业和政治利益决定欧洲的未来，欧洲必须建
立起自己的条款和标准。

合力捍卫欧洲市场

“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德国《世界报》报道称，在
欧洲数字产业方面，欧盟及欧洲各国政府、消费者，尤其是
欧洲公司，很难与美国的网络巨头及它们创造的数字平台相
抗衡。欧盟不愿再接受这一点，将利用法律来改变这一切。

欧盟主管内部市场的委员蒂埃里称：“这关系到欧盟的价值
观，也关系到欧盟数字经济的未来。”

“欧盟此次公布两项数字法案，直接原因是为了确保欧
盟信息安全，保证欧盟国家本土企业与美国科技巨头有公平
的竞争环境；深层原因是为了确保并提升欧盟在数字安全领
域的自主能力，提升欧盟在数字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在数
字经济领域与美国等数字强国开展竞争。”中国人民大学欧
洲问题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闫瑾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此前，欧盟多国已采取征收数字税相关行动。今年 10
月，法国经济、财政与振兴部长布鲁诺·勒梅尔表示，法国
将从今年12月起恢复对大型互联网公司征收数字税。据彭博
社报道，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等欧洲国家都已提出数字
税方案。闫瑾认为，欧盟出台数字法案比成员国单独行动更
有影响力。欧盟背后是27个成员国，在与美国的博弈中，欧
盟在话语权争夺、制裁与反制裁、施压与反施压等方面都比
成员国单打独斗有成效。

欧美数字竞争加剧

两项法案的最终实施还面临一定变数，还需得到欧盟27
个成员国及欧洲议会的批准才能生效实施。在此期间，互联
网巨头们的游说活动可能对最终的法律条文产生影响。《纽
约时报》称，美国科技巨头的说客们正以布鲁塞尔“从未见
过的大手笔支出”来对欧盟展开游说。

“据说在两项法案获批准之前，美国互联网巨头已斥巨
资准备多方游说，不排除将对最终法律条文产生影响。”闫
瑾表示。两项数字法案的出台，表明欧盟对在欧洲数字市场
占据重要份额的大型网络公司，特别是对美国互联网公司，
将加强监管，欧美贸易摩擦或将升温。

欧盟被普遍认为是全球科技监管最严厉的地区。欧盟于
2004年通过的《数字服务法》是全球首个对数字化市场、产
品和服务实施立法与依法监管的法律。欧盟于2018年通过了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被视为隐私保护
领域“史上最严”立法。

“在全球数字监管领域，欧盟是先行者。两项数字法案的
发布，提升了欧盟在该领域的引领作用和规则制定的话语权，
再次凸显欧盟作为一种规范力量的作用和影响。”闫瑾说。

合力捍卫数字主权 出台两部数字法案

欧盟给美科技巨头套上“紧箍咒”
本报记者 高 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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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国家动物园重新开放

因疫情关闭两个月后，马来
西亚国家动物园宣布 12 月 18 日
起重新向公众开放，营业时间内
限制同时在园内的参观人数在
1250人以内。

上图：近日，马来西亚国家
公园大熊猫馆内，工作人员与大
熊猫“谊谊”互动。

右图：近日，一名儿童在大
熊猫馆看望大熊猫“谊谊”。

张纹综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