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拥有各自
不同的资源禀赋和发展路径， 但
都处于绿色发展转型的关键阶
段。 对共同的可持续发展愿景的
追求， 推动中阿朝着更加清洁、
绿色、 低碳的方向携手前行， 不
断深化相关领域合作， 更多惠及
中阿人民。

发展同向优势互补
目前， 中国的发展正由高速

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在能源
领域致力于能源转型和清洁发
展 ， 着力构建清洁 、 低碳 、 安
全 、 高效的能源体系 。 与此同
时， 许多阿拉伯国家近年来也推
出能源转型规划， 致力于发展清
洁和可再生能源， 力求减少对石
油、 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依赖，
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沙特阿拉伯在 “2030愿景 ”
发展战略中宣布， 到2030年可再
生能源在该国能源结构中的占比

将达到50%。 阿联酋 “2050能源
战略” 的目标是到2050年将清洁
能源在总能源结构中的占比提高
到50%。 埃及则计划到2035年将
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
例提升至40%。

阿拉伯地区是全球太阳能和
风能资源禀赋最好的地区之一，
发展清洁和可再生能源具有得天
独厚的条件。 全球能源监测组织
今年6月发布报告显示 ， 到2030
年， 中东和北非的阿拉伯国家计
划新增73吉瓦公用事业规模的太
阳能和风能项目装机容量， 比当
前装机容量增加5倍以上。

中国在光伏和风电领域拥有
先进技术和丰富经验， 在清洁和
可再生能源领域与阿拉伯国家优
势互补， 合作潜力巨大。

阿联酋阿布扎比能源局局长
阿维达·穆尔希德·马拉尔表示，
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已成为全球
趋势， 这一趋势为深化阿中能源

合作创造良机。

合作推动绿色转型
从为卡塔尔举办 “碳中和”

世界杯提供有力支撑的哈尔萨非
化石燃料电站， 到为约旦提供绿
色电能的三峡国际约旦新能源项
目； 从埃及的本班光伏产业园，
到摩洛哥的努奥光热电站……近
年来， 中国积极拓展与阿拉伯国
家在清洁和可再生能源领域合
作， 双方携手实施了大量合作项
目。

距阿布扎比市约35公里的宰
夫拉太阳能电站是世界上最大的
单体光伏电站， 装机容量达2吉
瓦。 这个由中国企业总承包的太
阳能电站近期实现并网发电， 它
将帮助阿布扎比每年减排二氧化
碳240万吨， 为阿联酋能源经济
可持续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沙特的红海海岸正在打造一
座绿色新城， 这个名为红海新城

的项目未来电力供应将100%来
自清洁能源。 该愿景的实现不仅
依靠太阳能和风能， 还将得益于
能起到能源 “蓄水池” 和 “调节
器、 稳定器” 作用的储能系统。
中国企业成功签约红海新城储能
项目， 将助力沙特打造全球清洁
能源和绿色经济中心。

沙特智库科研与知识交流中
心研究员阿卜杜拉·瓦迪伊表示，
沙中两国均致力于大力发展清洁
和可再生能源， 并积极推进相关
国际合作， 为国际社会合力推动
绿色低碳发展、 共同应对人类面
临的各种挑战和全球性问题树立
了良好范例。

授人以渔助力发展
随着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深化

在清洁能源、 低碳经济、 能源转
型等领域合作， 中国在相关领域
的先进技术也不断走进阿拉伯国
家。 中国秉持 “授人以渔” 的理

念， 通过多层次合作研究和培训
项目， 助力阿拉伯国家提高自主
发展能力。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共同组建
了中阿清洁能源培训中心， 以此
为依托共同组织光伏、 光热、 风
电、 智能电网等方面的能力建设
活动。 中国和埃及建立了中埃可
再生能源联合实验室， 开展联合
研究， 促进人才培养， 帮助埃方
加强科技能力建设。 中阿技术转
移中心自2015年成立以来， 相继
在沙特、 约旦等共建了8个双边
技术转移中心 ， 形成了链接近
5000家中外成员的技术转移协作
网络。

“发展零碳和低碳能源技术
意义重大。 这些技术与我们的能
源转型目标相契合， 使能源行业
更有韧劲， 助力我们开创一个可
持续、 和平的未来。” 马拉尔局
长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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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绿色转型合作方兴未艾

亟需通过 “框架”
继2021年10月第一阶段会议

在中国昆明成功举办后， COP15
第二阶段会议继续以 “生态文
明：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为主
题 ， 旨在制定并通过 “框架 ”，
这将是第二阶段会议最重要的预
期成果。

“框架” 是为到2030年乃至
更长一段时间全球生物多样性治
理锚定方向的总体性、 战略性纲
领文件， 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
义 。 COP15主席 、 中国生态 环
境 部 部 长 黄 润 秋 对 新 华 社 记
者说 ： “COP15及正在制定的
‘框架’ 将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流化进
程， 使全人类能够享受生物多样
性为减少贫困、 维护粮食安全、
促进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惠益。”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6日
表示， 据估算， 到2030年全球生
态系统退化每年导致3万亿美元
损失 ， 本次大会亟需通过 “框
架”。 “发达国家必须为全球南
方国家提供大胆的财政支持。 我
们不能指望发展中国家独自承担
这一负担。”

“没有另一个地球。” 《公
约》 秘书处执行秘书伊丽莎白·
穆雷玛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说， “框架” 旨在扭转当前生物
多样性丧失趋势并确保最迟在
2030年使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之
路， 进而全面实现 “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 的2050年愿景。

作为COP15的主席国， “中
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穆
雷玛指出， “中国政府已花费大
量时间 ， 努力推动 ‘框架 ’ 磋
商， 并组织众多活动， 与各方讨
论， 为制定并通过 ‘框架’ 积极

准备”。

五个关键因素
分析人士指出， 为使COP15

第二阶段会议取得真正的进展，
“框架” 需要目标高远， 又要具
备可操作性。 穆雷玛说， 各方需
关注导致自然损失的五个关键直
接驱动因素： 改变海洋和土地的
用途 、 过度开发生物 、 气候变
化、 污染、 外来入侵物种。

解决这些问题势在必行。 其
中， 由农业和城市扩张导致的土
地碎片化和土地使用变化使许多
地区丧失了80%的生物多样性 。
此外， 各方还需解决产生这些问
题的根本原因， 例如不可持续的
消费和生产等。

大会秘书处指出， 在COP15
上达成的解决方案应涵盖整个社
会， 包括金融部门、 政府、 非政
府组织和民间社会。 要让原住民
和当地社区参与到与自然有关的
决策过程中。

缔约方需就资金问题达成协
议， 包括富裕国家将提供多少资
金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展生物多样
性保护， 以及获取渠道和利益分
享问题， 特别是在涉及使用遗传
资源数据方面。

谈判焦点问题
目前， 在中国的积极协调和

多方共同努力下， “框架” 结构
和核心表述已基本成型。 然而，
各方在 “框架 ” 文件的具 体 内
容 上 依 旧 存 在 分 歧 ， 还 需 在
大 会 上 就 “框 架 ” 有 效 性 和
公平性的许多实质性问题达成一
致。 谈判焦点问题主要在以下三
方面。

第一， 各方的主要挑战和执
行能力差异。 由于196个缔约方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各

方生物多样性治理面临的主要挑
战和执行能力各异 ， 在资源调
动、 惠益分享等重点议题上存在
争议。

穆雷玛说： “每个缔约方都
有各自不同的优先事项……每个
人都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 ‘框
架’ 将是通用的、 适用于所有人
的 ‘框架’。 我们需要所有人齐
心协力， 不让任何人掉队。”

第二 ， 资金问题 。 之前的
COP10会议制定了2011至2020年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 ， 即
“爱知目标”。 “爱知目标” 共20
项， 到2020年， 没有一条完全实
现， 仅有6个目标部分实现。 发
展中国家普遍认为 ， “爱知目
标” 没有达成的主要原因是缺乏
资金和技术。

据世界自然基金会估计， 全
球生物多样性资金缺口每年高达
7000亿美元。 尽管越来越多的政
府承诺达成雄心勃勃的 全 球 生
物 多 样 性 协 议 ， 但 包 括 如 何
调 动 必 要 资 金 等 关 键 问 题 目
前仍未解决。 对此， 发达国家表
态消极。

第三， 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
分享。 不少发展中国家认为， 大
量遗传资源被发达国家夺取， 而
由此产生的惠益却并未与前者共
享。 面对不同意见， 各方需为规
范使用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
（DSI） 找到解决方案。

“未来两周内， 196个缔约
方不仅将展开谈判， 更有义务让
‘框架 ’ 得到通过 。” 穆雷玛表
示， 缔约方需要关注最终目标，
即必须通过一个雄心勃勃、 可实
现、 可操作的 “框架”。 各方现
在的工作是聚焦目标 ， 完善文
本， 寻求妥协， 带领我们踏上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未来之旅。

据新华社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聚焦哪些话题

博卢阿特宣誓就任秘鲁新总统
新华社电 秘鲁副总统迪娜·

博卢阿特7日在国会宣誓就任总
统， 接替当天被国会弹劾解职的
卡斯蒂略。

博卢阿特在宣誓就职后发表
讲话， 呼吁政府和国会停止政治
缠斗， 各党派之间加强对话和磋
商以组建一个更具代表性和更团
结的内阁。 她表示， 秘鲁政府与
国会将继续打击腐败， 以免国家
陷入混乱和危机。

卡斯蒂略7日上午发表全国
电视讲话， 宣布解散国会并成立
紧急政府。 秘鲁国会随即召开全
体紧急会议， 以 “道德无能” 为

由投票通过对卡斯蒂略的弹劾动
议， 解除其总统职务。 据当地媒
体报道， 卡斯蒂略当天离开总统
府不久即被警方控制在首都利马
的一处地点。

根据秘鲁宪法， 总统不能履
行职责时， 应由副总统接替。 现
年60岁的博卢阿特1962年5月出
生于秘鲁南部查尔万卡市 ， 于
2021年7月开始担任秘鲁副总统。
宣誓就任总统后， 博卢阿特成为
秘鲁历史上首位女总统。

图为迪娜·博卢阿特 （左 ）
在国会宣誓就任总统时接受祝
贺。

新华社电 加拿大银行 （央
行） 7日宣布加息50个基点， 将
基准利率上调至4.25%。 这是今
年加拿大银行第七次加息。

加拿大银行同时宣布继续缩
减资产负债表规模， 以配合加息
政策， 进一步缓解通胀压力。

加拿大银行说， 加拿大10月
份通胀率保持在6.9%， 核心通胀
率保持在5%左右 ， 许多加拿大
人经常购买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大
幅上涨 ， 短期通胀预期仍在上
升。

加拿大银行说， 第三季度经
济增长高于预期， 经济继续在需

求过剩的情况下运行。 紧缩的货
币政策正在抑制国内需求， 第三
季度消费放缓 ， 房地产市场下
滑。 加拿大经济增长预计将在今
年年底和明年上半年基本停滞。

新冠疫情2020年年初在加拿
大暴发后， 加拿大银行迅速下调
基准利率， 从当年2月的1.75%一
路下调至3月的0.25%。 今年3月，
加拿大银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
4月和6月分别宣布加息50个基
点， 7月和9月分别大幅加息 100
个基点和 75个基点， 10月份加
息50个基点， 将基准利率上调至
3.75%。

加拿大央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至4.25%

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 》 （简称 《公约 》）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COP15） 第二阶段会议7日至19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 分析人士指出，
面对全球生物多样性危机的挑战， 共同推动 “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 （简称 “框架”） 达成， 擘画未来十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全球生物多样
性治理的新蓝图， 是此次大会缔约方和利益攸关方关切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