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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治理在分歧中艰难前行
阅 读 提 示

一周数读G

父女参选利弊几何
毕振山

“他们永远不会相互竞争，永远不会为了任何位置而相互

争斗。”在 11月 15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决定竞选参议员后，

其发言人洛克如是表示。“他们”，指的是杜特尔特和他的女儿

莎拉。

11月 15日是菲律宾大选递交竞选材料的截止日期，围绕

杜特尔特和莎拉的竞选谜团也终于揭开。杜特尔特将在明年

竞选参议员，而莎拉将代表菲律宾基督教穆斯林民主力量党

竞选下届副总统。

这意味着，明年菲律宾大选既不会出现“父女搭档”，也不

会出现“父女对决”。

菲律宾定于 2022 年 5 月举行全国和地方选举，选出新一

届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地方行政长官及议员等。根据菲

律宾法律，总统选举和副总统选举是分开进行的，两人可以来

自不同党派。

杜特尔特 2016 年当选菲律宾总统，任期到明年结束，不

能连任。为此，杜特尔特很早就开始布局，先是推举其亲信、

参议员克里斯托弗·吴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为副总统候选

人。吴拒绝后，杜特尔特后来也决定不参与副总统竞选，吴则

表示将角逐副总统。

现年 43岁的莎拉为达沃市市长，在民调中一直是呼声较

高的总统候选人。因此外界猜测杜特尔特不参选是在为女儿

“让路”。然而，莎拉最终决定竞选副总统，这让杜特尔特感到

意外。他表示，不明白莎拉为何在民调领先的情况下竞选副

总统。

莎拉提交竞选材料后，吴撤回了副总统的竞选材料，改为

以“联邦制伟大联盟”代表身份竞选总统。洛克一度表示杜特

尔特将竞选副总统，与吴组成搭档。不过，杜特尔特最终还是

决定竞选参议员。

杜特尔特和莎拉的这一番戏剧性操作，引发外界诸多解

读。有分析认为，莎拉之所以竞选副总统，是因为觉得自己还

年轻，资历不够。而杜特尔特竞选参议员，一是要避免与莎拉

竞争副总统，二是要继续留在政坛，保持其家族的影响力。

目前，共有 9 人竞选菲律宾总统，包括吴、前总统马科斯

的儿子小马科斯、拳王帕奎奥、副总统罗布雷多、马尼拉市市

长莫雷诺等。

莎拉决定竞选副总统后，小马科斯立刻表示愿意与莎拉

组成竞选搭档。莎拉 11月 16日表示，决定与小马科斯搭档竞

选。杜特尔特家族与马科斯家族关系不错，前者在菲律宾南

部有影响力，后者在菲律宾中北部有广泛支持，有分析因此认

为杜特尔特其实是在“两面下注”，一面支持吴竞选总统，一面

也指望小马科斯与莎拉赢得选举。

小马科斯从政经验丰富，曾担任过省长、众议员和参议

员，2016 年竞选副总统失败。最近民调显示他是支持率较

高的总统候选人。然而，小马科斯也面临争议，他父亲的任

期在菲律宾国内毁誉参半，他本人则受到多项指控，包括税

务欺诈等。

有媒体称，吴和莎拉同时竞选，可能会分散杜特尔特支持

者的选票，这对杜特尔特其实是不利的。一旦这两人均未能

胜选，杜特尔特可能面临严峻形势。

在其他总统候选人中，帕奎奥已经与杜特尔特分道扬镳，

副总统罗布雷多和马尼拉市市长莫雷诺都是杜特尔特的批评

者。莫雷诺曾表示，如果他当选总统，将不会阻止国际刑事法

院对杜特尔特的调查，该法院认为杜特尔特发起的扫毒战争

“侵犯人权”。

当然，选举未到最后一刻，结果都很难猜测。菲律宾选举

这场“大戏”如何上演，外界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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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 11 月 17 日公布的最新数

据 显 示 ，全 球 累 计 新 冠 确 诊 病 例 达

254256432例，死亡病例达到 5112461例。

在庞大的数字背后，是近期欧洲、韩国、

美国等全球多地新冠肺炎疫情令人担忧的

“卷土重来”之势。

一

世界卫生组织 16 日发布的新冠肺炎疫

情数据显示，过去一周内，欧洲每 10万人 7天

内新增确诊患者达到 230人，为全球最高；新

增确诊病例比前一周增加 8%，新增死亡病例

比前一周增加 5%，是全球唯一一个两项数据

双增长的地区。

“风暴云正在欧洲大陆上聚集”，英国广

播公司（BBC）16日在报道中如是说。

现阶段德国的新冠病毒感染率正迅速增

长，7 天平均感染人数接近 4 万，是 11 月上旬

时的两倍还多，达到了疫情暴发以来最高。

德国联邦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

的最新数据显示，德国 17 日新增确诊病例，

创下疫情暴发以来单日新增病例数新高，死

亡病例也为 6个多月以来的新高。

法国官方数据显示，法国 16日单日新增

确诊病例 19778 例，为 8 月底以来新高，显示

疫情在继续反弹，新冠住院患者人数和重症

患者人数持续增加。

世卫组织欧洲办事处主任克鲁格警告

称，欧洲多个国家的卫生系统将在今年冬天

面临“高甚至极高压力”。如果不进一步加强

防疫措施，明年 2月前，欧洲的新冠肺炎死亡

病例可能再增加 50万例。

韩国面临的疫情反复压力同样不小。韩

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 17日通报，截至当天零

时，韩国过去 24小时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3187
例，为疫情暴发以来第二高。现有新冠重症

患者达 522例，为疫情以来最高纪录。

作为全球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美

国新冠肺炎疫情也出现再度恶化的趋势。

过去三周，美国平均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增

长了 27%。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16 日，全美已经有 42
个州和地区正在经历高水平的新冠病毒社

区传播。

二

谈及欧洲疫情反弹原因，世卫组织欧洲

办事处主任克鲁格在一份声明中称，疫苗接

种出现瓶颈、公共卫生和社会防疫措施的放

松，“共同造就了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欧洲第四

波疫情浪潮”。

一方面，欧洲各国的新冠疫苗接种进度

“处于不同阶段”。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

47%的欧洲人口已经完全接种了新冠疫苗，

欧洲只有 8 个国家的疫苗接种率超过 70%，

还有两个国家接种率不足 10%。

另一方面，今年夏季以来，在抗疫显现成

效后，多个欧洲国家相继放松甚至取消疫情

防控措施，急于重启经济和开放社会，导致民

众在疫情防控措施上思想过于松懈。

不仅仅是欧洲，美国各地的防疫措施也

在进一步放松。美国 8日发布政策向已接种

疫苗的 33国旅客开放了大门，当天欧洲多地

机场飞美航班爆满。美国陆地边境处也出现

了车辆大排长龙的情况。

据调查，55%的美国人甚至认为，恢复疫

情前的生活只会造成很小的风险或没有风

险。这比 8月份德尔塔毒株肆虐时的比例增

加了 15个百分点。

韩国政府自 11 月 1 日启动“分阶段恢复

日常生活”防疫模式，这是继新加坡之后，亚

洲第二个国家尝试“与新冠共存”。但是随着

严冬到来，同时人们此前接种的疫苗随着时

间效力减弱，“与新冠共存”模式面临考验。

三

为了应对再次抬头的新冠疫情，相关国

家纷纷收紧防疫措施，并再次敦促民众接种

疫苗。

德国首都柏林等多个联邦州 15 日开始

实施“2G规则”等新规，加大防疫力度。从当

天起，仅允许已完全接种疫苗和曾感染新冠

病毒并痊愈的两类人士，进入诸如餐厅、咖啡

馆、博物馆、电影院、体育场馆等场所。这被

视作针对未完全接种疫苗人群的一种定向

“封城”措施。

此外，柏林还升级了地铁、公交等公共交

通工具上佩戴口罩的要求，乘客必须佩戴

N95口罩，而非此前的普通医用口罩。

奥地利政府 14日宣布，自 15日起对未接

种新冠疫苗者实施“封禁”措施，以应对新一

波疫情蔓延。未接种新冠疫苗者除工作、购

物等基本活动外“非必要不得外出”，12 岁以

下儿童除外。

有媒体 16日报道称，英国首相约翰逊 15
日“几乎证实”了不久之后只有接种了第三剂

加强针，才能视作完全接种新冠疫苗。他在

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必须调整什么是

完全接种的观念”，加强针“会让民众的生活

在各个方面变得更便利”。

韩国政府同样试图通过疫苗加强针解决

重症病例攀升问题，16 日称暂不考虑暂停

“与疫情共存”防疫模式。

世卫组织欧洲办事处主任克鲁格日前表

示，全球各国应吸取欧洲防疫教训，及时采取

措施，防止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多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创新高，世卫组织呼吁加强防疫措施

董一凡

11 月 13 日，为期半个月之久的《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

会（COP26），在延期一天后于格拉斯哥落

下帷幕。

此次大会前，由于新冠疫情冲击、全球地

缘形势变化以及各国能源气候转型承诺与全

球 1.5℃温控目标之间差距巨大，各方普遍不

看好会议前景。

不过，在各国维护和推动《巴黎协定》有

效实施的最大共识下，特别是在中国继续展

现负责任大国担当的作用下，会议还是取得

了近年来全球气候治理方面的罕见成果，为

落实《巴黎协定》奠定了基础。

大会取得重要进展

首先，明确了未来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

路线图。

会议达成的《格拉斯哥气候公约》，进一

步凝聚了各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基本共识，

夯实了未来十年全球加速行动的政治基础。

公约肯定了 1.5℃目标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重

申了《巴黎协定》的温控目标，并规定明年埃

及沙姆沙伊赫大会上各国围绕 1.5℃目标进

一步提出自主承诺。

此外，公约在总共 97条条款中进一步细

化了气候治理的具体领域共识，把各国在气

候融资、发展中国家自主、能源转型、减少化

石能源补贴、逐步削减煤炭、透明度与承诺实

施等方面的努力方向写入文件，使《巴黎协

定》宏观目标的实现方式逐步变得清晰。

其次，完成《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最后

一公里”。

《巴黎协定》第六条有关国际碳市场和减

排国际交易的细则，是全球以经济和市场手

段推动减排的关键，也因事关切身经济利益

而成为各国气候治理的分歧与难点。

此次大会在这一问题上取得重要突破，

就碳减排交易重复计算问题和《京都议定书》

框架下清洁发展机制(CDM)结算问题等取得

妥协和共识，为未来构建成熟有效的国际碳

市场以及相应交易体系和规则奠定了基础。

再次，各种国际行为体通过“意愿联盟”

促进气候治理。

此次大会上，大国、小国乃至企业通过不

同方式推动气候治理。中国和美国作为气候

治理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在会议期间发布《中

美关于在 21 世纪 20 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

拉斯哥联合宣言》，共同向国际社会承诺在

21世纪 20年代关键十年采取行动，就控制甲

烷排放、美国“2035 年 100%实现零碳污染电

力”、中国“十五五”时期逐步减少煤炭消费等

重要目标和合作领域共同行动，增强气候治

理的大国引领力量。

在具体议题方面，中国等 100 多个国家

加入《关于森林和土地利用的格拉斯哥领导

人宣言》，波兰、越南和智利等 40多个煤炭使

用国达成逐步放弃煤炭的共同承诺。

同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召集 45个国家

和地区的 450 多家金融机构组成的“格拉斯

哥净零金融联盟”，在会议期间提出在未来

30 年投资 100 万亿美元，支持“经济排放净

零”相关项目。

发达国家未能落实援助承诺

尽管大会取得了不小成果，但在“共同但

有区别责任”的解读和落实、发达国家如何承

担历史责任和援助责任等问题上，各国仍然

存在分歧。

其一，发达国家“目标论”对发展中国家

发展权构成挑战。

在大会前后，美国、英国、瑞士等发达国

家领导人常常拿“雄心不足”说事，给发展中

国家制定目标施加压力，试图迫使诸多发展

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朝着“去排放绝对量”的

方向发展，严重忽视了全球发展中国家要解

决能源贫困、工业化和城市化等问题。

同时，一些发达国家对于其国内气候问

题和目标不到位问题轻描淡写。英国首相约

翰逊在呼吁重视森林退化问题时，绝口不谈

美国频繁山火给森林植被和二氧化碳排放带

来的威胁。美国吹嘘其近期通过的基建计划

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贡献，然其投资总量

不仅从 3万亿美元大幅缩水至 1万亿美元，向

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相关项目的投资恐怕也

会因两党恶斗和政治交易而被严重牺牲。

事实上，应对气候变化绝不能仅仅以目

前各国绝对排放量划定贡献和责任。科学证

明过去 200多年发达国家历史排放应为目前

的气候问题负主要责任，发达国家率先减排，

发展中国家按照国情和能力决定自主贡献，

才是“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正确落实方式。

其二，发达国家落实气候援助责任前景

不明。

发达国家长期以来经常强调气候相关援

助的“自愿性”和“道义性”，而发展中国家普

遍认为提供气候援助是发达国家为历史所作

所为必须负担的国际责任，双方对此认知相

差甚远。

此次《格拉斯哥气候公约》指出，“发达国

家 2020 年提供 1000 亿美元援助目标落空”，

表明发展中国家严重失望，以及发达国家不

得不承认“空头支票”的现实。

虽然发达国家承诺在 2025 年前两倍弥

补 1000亿美元援助的缺口，并提出 2025年前

提供气候援助 400 亿美元，在 2024 年完成新

的资金量化目标，但这些承诺以何种方式落

实、发达国家间如何分担仍然是未知数，“夸

下海口、承诺落空”导致全球气候治理迟滞的

风险不可低估。

在可预见的未来，各国围绕上述问题的

博弈仍将是落实政治共识的主要阻力。全球

应对气候变化的征程依然道阻且长。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

洲所）

COP26 达成了《格拉斯哥气候公约》，为落实《巴黎协定》奠定了基础。然而，发达国

家给发展中国家制定减排目标施加压力，发达国家未能落实援助承诺，这些都将影响应对

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

新华社莫斯科11月17日电（记者华迪）

俄罗斯塔斯社 17日发布消息说，塔斯社在国

际空间站开设记者站，成为全球首个在国际

空间站设立常驻机构的媒体。

当日，塔斯社社长米哈伊洛夫与俄国家

航天集团公司总裁罗戈津在莫斯科签署合作

备忘录。

消息说，塔斯社首位太空记者为俄罗斯

宇航员亚历山大·米苏尔金。他将于 12 月 8
日与日本亿万富豪前泽友作及其商务助理乘

坐俄罗斯“联盟 MS-20”号飞船进入太空，并

将于起飞前收到塔斯社特约记者证。

米苏尔金将在空间站讲述自己的工作和

生活，读者可通过塔斯社了解相关消息，相关

照片和视频也会在塔斯社网站和社交媒体官

方账号上发布。

米哈伊洛夫说：“对我们而言，俄罗斯宇航

员成为自己的同事是难以置信的荣耀，我们已

经迫不及待看到来自太空的新闻和画面。”

罗戈津表示，相信塔斯社在空间站设立

记者站将使更多人有机会了解俄罗斯的航天

事业。他说：“与塔斯社的合作旨在普及俄罗

斯在太空的活动，使塔斯社的读者能更多地

了解宇航员在轨工作、科学实验、太空飞行等

细节。这些细节将由直接参与整个过程的宇

航员亲自讲解。”

俄罗斯塔斯社
在国际空间站开设记者站

11月17日，工作人员在柬埔寨金边国际机场运输中国援柬第七批新冠疫苗。柬埔寨
政府17日在金边国际机场举行隆重仪式，迎接中国援柬第七批新冠疫苗。柬埔寨首相洪森
等到机场迎接。 新华社发（批隆 摄）

疫苗运抵

一周

由于印度首都新德里空气污染严重，新德里政府 11月 15
日宣布所有学校停课一周，建筑工地停止施工 4天。16日，印

度空气质量管理委员会发布指令，建议首都地区的各邦政府

允许至少 50%的员工在家工作，直到 11月 21日。

据印度媒体报道，新德里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首

都之一。此轮污染天气与排灯节燃放烟花、周边地区大量焚

烧秸秆以及沙尘暴等因素有关。

341万人

韩国一家房地产调研公司近日发布报告显示，2015 年至

2020年，共有约 341万人迁出首尔。从年龄段来看，迁出者中

30多岁居民最多，占 24.1%，其次是 20多岁居民。

报告认为，大量人口迁出的主要原因是首尔近几年房价

和房租价格大涨，工薪阶层难以安家。韩国媒体报道称，今年

10月首尔一套公寓的平均成交价突破 12亿韩元（约合人民币

648万元），而在 2017年 5月一套公寓的均价为 6.07亿韩元。

27.6%

秘鲁经济研究所近日发布报告称，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

秘鲁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从 2019 年的 36.7%下降

到 2020年的 27.6%，为 13年来最低水平。

报告认为，除了疫情，社会保护覆盖率低、家庭储蓄能力

低等因素也影响了中产阶级的数量。由于收入减少，中产阶

级在娱乐、时尚和餐饮方面的支出也减少了。 （郭济 辑）

极端组织“认领”乌干达连环爆炸

11月17日，在乌干达坎帕拉，调查人员在爆炸袭击发生
地工作。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市中心16日发生两起爆炸袭击，
导致包括3名自杀式袭击者在内的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制造了爆炸事件。

新华社发（哈贾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