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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埃及沙姆沙伊赫11月13日电《联合国
气 候 变 化 框 架 公 约》第 二 十 七 次 缔 约 方 大 会
（COP27）正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过去一年，尚
未走出新冠疫情阴霾的人类遭遇了乌克兰危机、能
源危机、全球通胀、极端天气等冲击。为了应对能源
和财政困境，西方部分国家重新转向传统的煤炭发
电，部分国家将应对气候变化放到了一边，发达国家
承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气候应对资金也迟迟不兑
现。

同样面对巨大压力和挑战，中国始终致力于走
绿色发展道路，以实际行动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树
立榜样。

西方倒退遭诟病
丹麦哥本哈根共识研究中心主任约恩·隆博格

近日在加拿大《环球邮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就在
去年，英国还在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上强烈谴责
化石燃料，而现在，英国计划今冬继续让燃煤电厂运
营，不再按原计划把它们几乎全部关闭；德国也在恢
复燃煤电厂；欧盟从澳大利亚、南非和印度尼西亚进
口的动力煤增加了10倍以上……

文章说，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西方富裕国家
一直从世界各地增加化石能源供应，一些国家在本
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将出现比以往更惊人的

伪善”，“世界上的富国会热心地告诫穷国化石燃料
的危险——在他们自己消耗了大量天然气、煤炭和
石油之后”。

参加COP27的巴基斯坦国民议会议员、负责气
候变化事务的国民议会秘书处秘书娜兹·俾路支说，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要优先处理的问题，但在应对全
球气候变化上，所有国家都应以超越本国的视角来
看待。

西方承诺不兑现
早在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

发达国家就做出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
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支持，但至今没有兑现。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2030年，发展中国
家的适应需求将飙升至每年3400亿美元之多。然而，
目前对适应的支持还不到这个数额的十分之一，但代
价却是由最脆弱的人群和社区承受，这是不可接受
的。他呼吁，抛开借口，拿起工具箱来解决问题。

对发达国家的言而无信，参加COP27的发展中
国家代表纷纷表示不满和愤慨。

“是承诺就应该兑现，发达国家应该亡羊补牢，避
免为时过晚。巴基斯坦今年遭遇了严重的洪涝灾害，
我们深知其痛，大家必须一起行动起来。”俾路支说。

雨林国家联合会执行主任凯文·康拉德更是直

言不讳：“为逃避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西方国家找
了很多借口，每年却花费数万亿美元在其他事务
上。很明显，他们只是不愿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
投资。”

中国行动获好评
11日，在与出席COP27的中国代表团举行会谈

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
蒙·斯蒂尔对中国始终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坚定立
场、将气候承诺化为实际行动的精神表示高度赞
赏。他认为，当前，国际社会正面临能源危机，中国
在气候变化领域持续取得实质性进展，在推进全球
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埃及环境部长亚丝明·福阿德对中国提出“双
碳”目标和付出的巨大努力高度赞赏，认为中国提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鼓舞人心。
埃及开罗大学教授瓦利德·贾巴拉对中国的绿

色发展很熟悉。他说，绿色发展并不是一个替补选
项，而是全世界限制碳排放、保护环境的一条不可替
代的道路。中国在相关产业和项目上有着丰富的经
验，包括生产绿色氢能、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等。

康拉德说：“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投资和发展是
一个好榜样，它向世界展示了希望”。

（参与记者：陈梦阳 姚兵 沈丹琳 段敏夫）

应对气候变化：西方倒退遭诟病 中国笃行获好评

新华社印度尼西亚巴厘岛11月13日电（记者
郝亚琳 余谦梁） 二十国集团 （G20） 领导人第十七
次峰会将于11月15日至16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举行。国际社会期待此次峰会凝聚共识，推动主要
经济体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发出坚持多边主
义、开放包容、互利合作的声音，为全球经济复
苏、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注入信心；期待
中国在G20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为破解全球发展
困境，推动世界经济开放、包容、平衡、普惠发展
贡献智慧和力量。

聚焦共同挑战
当前，新冠疫情延宕反复，全球经济复苏脆弱

曲折，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风险危机层出不
穷。G20作为应对全球性危机、改革完善全球经济
治理的重要平台，其发挥的作用备受关注。

此次巴厘岛峰会以“共同复苏、强劲复苏”为
主题，以全球卫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和可持续
的能源转型为三大优先议题。在全球卫生基础设施
方面，相关会议将探讨新冠疫情的应对之策和全球
卫生基础设施的转型，推动增强全球卫生系统的韧
性，使其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和应对危机的能力。
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相关会议将讨论数字和经济领
域的重要问题，聚焦为世界创造更加包容的数字化
转型环境。在可持续的能源转型方面，相关会议将
探讨保证能源的可获得性、增强智能和清洁能源技
术、促进能源融资等问题。

印尼智库亚洲创新研究中心主席班邦·苏尔约
诺表示，数字经济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已
变得非常关键。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亚经济研究所所长彼
得·德赖斯代尔指出，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共同
关心的话题，也是 G20 主要成员有望达成重要进
展的议题。在这样的关键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非
常重要。

“这些议题都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单凭
一个国家是无法应对的，其影响也不局限于某一个
国家或地区。今年的峰会需要为这些问题拿出一个
全球性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应该是多边的、集体
的，而不是优先考虑某一个国家的利益。”印度尼赫
鲁大学教授狄伯杰说。

合作形势紧迫
当前，世界经济遭受多重冲击，多国面临持续

攀升的通胀压力。一些发达经济体为解决自身通胀
问题激进加息，其外溢效应影响全球金融稳定，让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承受巨大压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0月发布报告，预
计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进一步放缓至2.7%，较7
月预测值下调0.2个百分点。

“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合作，这也
是我们希望G20所能做到的。领导人们需要以建设
性方式参与议题的讨论，拿出积极的解决方案。”德
赖斯代尔说。

印尼外长蕾特诺在出席今年联大一般性辩论时
表示，全世界都寄希望G20成为全球经济特别是发
展中国家经济复苏的催化剂。不能让全球经济复苏
听任地缘政治的摆布。

苏尔约诺表示，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冲
击，发展中经济体遭受了比发达经济体更大的损失

和创伤，复苏动能也更弱，两者之间的增长鸿沟正
在扩大。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表
示，从今年开始，印尼、印度和巴西将相继担任
G20轮值主席。由于轮值主席对当年峰会议题的设
计有主导权，因此这样的安排意味着新兴国家所关
注的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减贫、基础设施建设、数
字化升级等议题有望处于更优先地位，全球治理的
议程设定也将更具有连贯性。

中国备受期待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一直推动G20在应对全球性挑战、完善全球经
济治理上发挥引领作用，支持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面对
当前复杂敏感的全球局势，国际社会尤为期待本次
峰会上的中国声音、中国方案。

狄伯杰说，中国为应对新冠疫情做了很多工
作，不仅加强自身能力建设，还帮助其他发展中国
家克服能力不足的困难，加强应对新冠疫情所需的
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期待中国在本次峰会上继续推
动构建全球卫生体系建设。

日本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任濑口清之表
示，中国坚持走经济全球化的正确道路。中国致力
于同其他国家一道，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
境，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德赖斯代尔表示，中国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同
其他国家一道支持世界贸易体制改革，中国对于团
结G20国家应对全球性挑战至关重要。

（参与记者：姜磊 白旭 涂一帆 郑世波）

凝聚共识 增强协调
——世界期待二十国集团巴厘岛峰会为经济复苏带来信心

新华社金边11月13日电（记者 孙一 吴长伟）
第40届和第41届东盟峰会13日在柬埔寨首都金边
闭幕。东盟国家在会议上表示，将继续努力推动经
济复苏，加强东盟内部团结，携手应对挑战，努力推
动东盟共同体建设。

柬埔寨首相洪森在闭幕式上致辞说，在国际和
地区局势深刻复杂变化的当下，东盟国家就加强东
盟中心地位和同外部伙伴联系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磋

商，有利于推动东盟和平稳定、繁荣发展。
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领导人，洪森在闭幕式上

将东盟轮值主席木槌移交给2023年东盟轮值主席国
印尼总统佐科。

东盟峰会一般每年召开两次，分别于上半年和
下半年举行。受疫情影响，今年两届峰会仍并期举
行。这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东盟国家领导人首次举
行面对面会议。

第40届和第41届东盟峰会及东亚合作领导人
系列会议于11日至13日举行，其间还举行了第25
次中国-东盟 （10+1） 领导人会议、第 25 次东盟
与中日韩 （10+3） 领导人会议、第 17 届东亚峰会
等。

东盟成立于1967年，成员国包括印度尼西亚、泰
国、新加坡、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越南、老挝、柬
埔寨和缅甸10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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