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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迪拜 12 月 4 日电

（记者 郭爽 邰背平 陈梦

阳）“我们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

大的群体之一，（对未来的）信心

不会来自发达国家的承诺，真的

不会，因为等待他们兑现承诺似

乎要‘永远’那么久，”国际原住民

气候变化论坛联合主席欣杜·奥

马鲁·易卜拉欣在阿联酋迪拜参

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第二十八次缔

约方大会（COP28）时对新华社

记者说。

发展中国家是气候变化问题

最大的受害者，在这一问题上，发

达国家负有历史责任、法律义务

和道义责任。然而，发达国家长

期不兑现承诺，为履行气候责任

和义务所付出的实际行动更微乎

其微，远远比不上他们对全球气

候造成的破坏程度。

发达国家企图在气候问题上

占据道义制高点，但这取决于行

动而不是空口承诺。国际社会普

遍呼吁，发达国家应负责任地应

对气候变化，采取积极且务实的

态度，率先减排，尽快兑现气候资

金承诺，明确适应资金翻倍路线

图。这关系到南北互信、气候正

义和人类未来。

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是气候

正义的核心问题

“我们现在看到的巨大损失

与损害，是30年来发达国家在加

快减排、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

融资方面拖拖拉拉的结果，”德

国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助理总

监利亚娜·沙拉泰克说。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第 6 次评估报告指出，工

业革命以来，全球人类活动造成

的升温有 58%是 1990 年前排放

造成；1850 年至 2019 年，北美地

区和欧洲地区的历史累积人为二

氧化碳排放量分别占全球的23%

和16%。

英国《自然·可持续发展》杂

志刊发研究显示，全球约 90%的

过量碳排放源自美国等发达国

家。印度气候智库能源、环境和

水资源委员会的报告显示，在美

国、澳大利亚等高收入国家，即使

是收入水平最低的10%的个人碳

排放量也是印度、巴西或东盟地

区最贫困的10%的个人碳排放量

的6至15倍。

然而，气候变化带来的大部

分损失与损害却要发展中国家来

承担，造成了严重的气候不公

平。据联合国官网，目前世界上

有一半人口生活在气候“危险

区”，在那里，人死于气候影响的

可 能 性 要 远 高 于 其 他 地 方 。

COP28 主席苏尔坦·贾比尔说：

“许多脆弱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已经

在经历超出人们所能适应的气候

变化后果。”

工业化发展导致的“气候灾

难不是电影，而是我们真实的生

活”，来自乍得牧民社区的易卜拉

欣说。她曾在2021年被美国《时

代》杂志列为“下一代领袖”，是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倡导者。“在

我的家乡，4000 万人的生命、生

活、生计依赖乍得湖的资源。而

如今，乍得湖水资源已消失90%，

人们不得不互相争夺已所剩无几

的自然资源，”她说。

发达国家气候承诺“不值得信任”

对遭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发

展中国家而言，发达国家的承诺

已不值得信任。“我们不想再听

他们说了什么，因为发达国家

2009 年做出的承诺至今都没有

兑现，我们需要看到他们承诺的

气 候 变 化 赔 偿 金 真 正 抵 达 社

区，”易卜拉欣说。

根据《公约》及其《巴黎协定》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排

放量大的发达国家必须首先采取

行动，迅速减少排放，较富裕的国

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应对气候

变化资金。

但在减缓领域，按照2022年

4月发达国家最新通报的温室气

体清单，截至 2020 年，一半以上

的 发 达 国 家 缔 约 方 距 离 实 现

2020年减排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一些国家仅仅完成了承诺减排目

标的一半，还有一些国家不仅没

有实现减排，还出现了温室气体

排放显著增长。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发布的《2021 年排放差距报

告》指出，多个发达国家的气候政

策无法支撑其实现 2030 年国家

自主贡献减排目标，亟需制定更

有力的政策措施。

对于排放量较低、极易受到

气候影响的国家，如许多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适

应气候变化是首要任务。建造抗

风暴住房、种植耐旱作物、安装可

靠供水设施、投资社会安全网，这

些都是适应气候变化的必备条

件。然而，长期以来，全球适应气

候变化的进展严重滞后，适应目

标至今不明，发达国家未提供充

分有效支持，气候变化日益严峻

进一步加剧发展中国家脆弱性。

此外，在实施手段和支持领

域，根据《公约》及其《巴黎协定》，

发达国家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

金、技术、能力建设等帮助来适应

气候变化及减缓其影响。但实际

上，发达国家给予的相关支持却

十分有限，且存在诸多问题。其

中，资金问题是制约发展中国家

采取相应行动的最大障碍。发达

国家曾在 2009 年哥本哈根联合

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承诺，到2020

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1000

亿美元气候资金支持，但至今尚

未兑现。在技术支持方面，发达

国家转让意愿、公共投入和支持

均远远不足，导致发展中国家大

量技术行动方案无法有效落实，

能力建设存在差距。

发达国家的行动只是“沧海一粟”

迄今，发达国家为应对全球

气候变化采取的实际行动“如同

沧海一粟，远远不够，”德国罗莎·

卢森堡基金会顾问泰特·内拉-

洛朗指出。

国际社会普遍呼吁，发达国

家应该提供更多资金，帮助各国

适应气候影响。随着气候变化问

题日益严峻，气候适应的成本也

越来越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

新发布的《2023 年适应差距报

告》指出，据估算，目前发展中国

家每年适应气候变化所需资金约

为2150亿美元至3870亿美元，可

资金缺口却高达 1940 亿美元至

3660亿美元，比之前估计的范围

高出 50%以上。其中原因就在

于目前发达国家筹集的资金远

远不足以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

气候变化，估计仅为发展中国家

所需适应资金的十分之一到十

八分之一。

尽管 COP28 在开幕当天就

启动损失与损害基金达成一致，

承诺为遭受气候变化最严重破坏

的国家提供必要资金，但英国国

际环境和发展协会执行主任汤

姆·米切尔表示，迄今基金的总额

“真的非常非常小”。

根据荷兰“跨国研究所”等欧

洲智库近期联合发布的研究报告

《气候交火：北约将军费开支提升

至占国内生产总值 2%的目标将

如何加速气候崩溃》，对气候危机

负有最大责任的西方国家不仅未

能兑现援助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承

诺，反而在通过不断增加军费开

支大大增加军事行动的碳排放。

报告显示，目前全球军费开支已

达创纪录的2.24万亿美元，其中

一半以上来自拥有 31 个成员国

的北约。

美国生物多样性中心代理联

合执行董事苏安君对新华社记者

说，美国为战争投入数百亿、千亿美

元，但在损失与损害基金上只承诺

1750万美元，而且此前的承诺也还

没有兑现，“真让人感到羞耻”。

（参与记者：苏小坡、王燕、罗

晨、王东震、余福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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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在印度尼西亚西苏门答腊省

的马拉皮火山附近，搜救人员转移伤者。

印度尼西亚搜救部门官员4日证实，位

于西苏门答腊省的马拉皮火山3日下午喷

发，已造成至少11人死亡、12人失踪。

新华社发（安德里·马迪安斯亚 摄）

新华社北京12月4日电 俄罗斯西伯

利亚部分地区近日气温降至零下 50 摄氏

度，同期一场严重暴风雪袭击俄首都莫斯

科，造成数十趟航班延误。

据路透社4日报道，西伯利亚东北部萨

哈（雅库特）共和国近日遭遇比往年异常提

前的寒潮。气象部门报告，这一地区气温降

至约零下50摄氏度，有些地方甚至更低。

萨哈（雅库特）共和国地处西伯利亚永

久冻土带。首府雅库茨克更被称为世界上

最寒冷的城市之一，近日气温降至零下 44

摄氏度至零下48摄氏度。

然而，受气候变化影响，近年来当地已

较少出现零下50摄氏度这样的极寒天气。

俄罗斯新闻社报道，莫斯科三座机场的

跑道被积雪覆盖，4日至少54趟航班延误，

另有5趟航班取消。预计本周莫斯科气温

将降至零下18摄氏度左右。 （徐力宇）

俄罗斯西伯利亚部分地区
气温降至零下 50 摄氏度

新华社德黑兰 12 月 4 日电 （记者

沙达提）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 12

月4日报道，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

4 日访问伊朗，并同伊朗总统莱希举行会

谈，两国当天签署科技、卫生、农业、能源等

领域合作文件。

伊朗总统办公室网站 4 日发表声明

说，莱希与迪亚斯－卡内尔 4 日在会谈后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反对全球霸权体

系是伊朗和古巴的共识，伊朗和古巴人民

都受到美国制裁。伊朗和古巴决定改善两

国在各领域的关系，这是消除制裁影响的

重要途径之一。

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古巴视伊朗为自

己在中东地区的朋友和兄弟。他谴责美国

对伊朗的制裁，重申古巴支持伊朗决定自己

的命运和行使主权的权利。

两国领导人还呼吁在巴勒斯坦加沙地

带立即实现停火，恢复巴勒斯坦民族合法权

利，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古巴和伊朗签署多个合作文件

印尼火山喷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