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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
本报讯 记者李鸿涛报道：总部位

于法国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发布最新报告说，二十国集团
（G20）国家三季度经济复苏势头强劲，但
仍明显低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同期水
平，整体经济较2019年三季度萎缩2%，
仅有土耳其和中国经济实现同比正增
长，分别增长5.4%和4.9%，英国经济降
幅最大，下降9.6%。2021年在新冠疫苗
接种等利好因素作用下，预计全球经济
将增长4.2%，中国经济增速将达8%。

报告指出，受疫情防控封锁措施影
响，大部分G20国家经济2020年上半
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下降。三季度大部
分G20成员国经济开始出现反弹，整体
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8.1%，包括印
度、法国、意大利、土耳其、英国、南非和
墨西哥等成员国的当季经济环比增幅均
达到了两位数，但G20整体经济仍比
2019年第四季度疫情暴发前低2.4%。
在G20经济体中，印度经济在今年二季
度下滑了25.2%，创下G20成员国中最
大环比降幅，三季度则反弹了21.9%，也
创下了G20成员国中最大环比增幅。

从经合组织发布的相关数据看，
2020年，中国不仅是G20经济体中实现
正增长的国家，还将是世界范围内唯一
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经合组织曾在此前发布的全球经济
展望报告中指出，受疫苗研制顺利等利
好因素影响，明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达
8%，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超过
三分之一。

经合组织表示，今年下半年疫情反
弹再度冲击全球经济，特别是造成欧洲
和北美地区经济复苏乏力。经合组织预
计，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2％，欧元区、
美国经济预计分别萎缩7.5％和3.7％。
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经济复苏并不平衡，
有效检测、追踪和隔离病例及有效实现
疫苗接种的国家可能表现更好，但依然
存在高度不确定性。

经合组织认为，自疫情暴发以来，中
国实行了严格的防控措施，整体疫情形
势已得到控制。同时，财政与货币组合
政策持续支持经济复苏，为地区与行业
经济恢复提供了有效支撑。中国经济各
部门正不断复苏，工业生产不断增长，产
能利用率也逐步提高。服务业、金融业、
IT业等表现良好。基础设施投资回升
并助推经济复苏增长，也带动了中游制
造业产出。另外，受疫情形势下医疗卫
生用品、远程工作设备等需求增长影响，

相应产品出口有所提高，如IT设备、家用电器等。
为此，经合组织建议各国继续采取果断措施，对受疫情打击最严重的群体

施以援手，并将更多支出逐步转向卫生、教育、基础设施等领域，鼓励经济进一
步走向绿色发展和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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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气象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环境署、世卫组
织等多家联合国机构日前联合发布《2019年非洲气候
状况》报告指出，气温升高、海平面上升、降雨模式改变
和更加频繁的极端气候正在威胁非洲居民健康、食品
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

气候变化波及非洲各地

非洲各地气候变化表现迥异。报告指出，2019年
非洲大陆平均气温高居该地区历史记录前三位，且升
温趋势预计仍将持续。针对2020年至2024年的5年
预测显示，非洲北部和南部将持续变暖，西部萨赫勒地
区的降雨量则将上升。数据显示，按照中等情况预计，
在本世纪最后20年内，非洲绝大部分地区气温将比前
工业化时代上升2摄氏度以上，热浪和高温日数量将进
一步增加，北部和西南部降雨则将减少。

海平面上升与海岸侵蚀情况将更加严重。报告表
示，非洲多处海域海平面上升速度已经达到或超过每
年5毫米，高于每年3毫米至4毫米的全球平均水平，
其中印度洋西南部、从马达加斯加向东一直到毛里求
斯海域的情况最为严重。报告指出，西非地区受到海
岸侵蚀和沿海环境退化的影响最为严重，贝宁、科特迪
瓦、塞内加尔和多哥四国有56%的海岸线正在受到侵
蚀，且预计未来情况将进一步恶化，将加剧环境和气候
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报告说，2019年袭击非洲南部的“伊代”是南半球

有史以来破坏力最大的热带气旋，共导致成千上万人
伤亡或无家可归。此外，2019年非洲南部还遭受了大
面积干旱。与之相反，在2018年还难见雨水的非洲东
北部“非洲之角”地区却在2019年末遭遇强降水，引发
严重洪水和山体滑坡，西非萨赫勒地区也在2019年5
月份到10月份受到洪水侵袭。

经济社会挑战加剧

报告共同编写者非洲气候政策中心预计，如果全
球平均气温升高1摄氏度，则非洲整体生产总值将减少
2.25%；如果全球平均气温升高4摄氏度，则非洲大陆
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减少12.12%，气候相对更加炎热的
非洲西部、中部和东部所受不利影响更为严重。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塔拉斯表示：“气候变化对于
非洲大陆的影响正在日益加剧，进一步加重粮食不安
全、流离失所和水资源压力，其中最脆弱群体受到的冲
击最为严重。最近数月以来，非洲经历了灾难性洪水、
沙漠蝗虫入侵，如今又将面临拉尼娜现象所带来的旱
灾，新冠肺炎疫情则进一步增加了气候变化所带来的
社会和经济影响。”

报告指出，农业是非洲的经济支柱和主要生计来
源。因此，气候变化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在该地区也
表现得尤为明显。粮农组织表示，在极易发生干旱的
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营养不良的人口数量自2012年
至今已经增加了45.6%。报告认为，炎热干旱所导致的

减产、病虫害加剧以及洪水是非洲农业目前面临的最
主要风险。数据显示，在最坏情况下，非洲西部和中部
地区的平均粮食产量预计将减少13%、北部地区减少
11%、东部和南部各减少8%。到2050年，预计对高温
和干旱耐受程度较高的小米和高粱将分别减产5%和
8%，大米和小麦的减产幅度则可能高达12%和21%。

报告说，气温升高和降雨增加所造成的高温高湿
环境将导致昆虫大量滋生，登革热、疟疾和黄热病等虫
媒疾病的传播可能随之加剧。据估计，2017年全球有
93%的疟疾病例发生在非洲，且疫情常常出现在异常
严重的降雨期之后。此外，报告指出，非洲东部高原地
区气温升高意味着此前无法在此生存的蚊虫逐渐迁入
这一地区，疟疾等疾病的发生范围将进一步扩大。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报告指出，非洲在促进气候行动方面付出了很大
努力，已有超过90%的非洲国家正式批准了《巴黎协
定》，并承诺在较短时间内实现绿色能源转型。

报告认为，在农业等领域推广使用清洁能源，在推
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降低气候风险，是非洲在气候行
动领域较为成功的一项做法。通过使用太阳能和更有
效率的滴灌等农业技术，能够让农户增产300%、增收5
倍到10倍，同时减少90%的用水需求，并产出250千瓦
的清洁能源。目前，已有超过70%的非洲国家将清洁能
源和清洁农业列入了气候行动“国家自主贡献”。

本报雅加达电 记者卞晨光报
道：印尼雅万高铁1号隧道15日顺
利贯通，标志着该项目建设取得重要
进展。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
吉喆致辞时表示，雅万高铁是中印尼
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
在两国元首亲自推动下，雅万高铁项
目先后实现5号隧道、3号隧道和7
号隧道顺利贯通，17号特大桥下部
结构主体工程完成等系列重大节点
目标。中印尼双方有关部门和项目
单位及人员为雅万高铁建设付出辛
勤努力，特别是今年克服新冠肺炎疫
情不利影响，稳步推进工程建设。

印尼海洋事务统筹部部长卢胡
特说，几年来，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
的困难很多，但与投资、征地、许可、
施工、社区关系有关的许多问题都逐
步得到解决。印尼政府希望雅万高
铁能成为现代化的公共交通基础设
施，满足民众交通需求，提高社会生
产力，以可持续的方式对印尼的经济
和福祉产生积极影响。

雅万高铁是“一带一路”建设和
中印尼两国务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
连接雅加达和印尼第四大城市万隆，
全长142公里，最高设计时速350公
里，是我国高铁首次全系统、全要素、
全产业链在海外落地的典范工程。

雅万高铁1号隧道顺利贯通

联合国多家机构发布《2019年非洲气候状况》报告——

气候变化威胁非洲经济民生
本报驻比勒陀利亚记者 田士达

本版编辑 徐 胥 原 洋

我们共同生存的地球家
园，正面临气候变化、海洋污
染、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前所
未有的挑战，对人类可持续
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加快
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
式，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地
球，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一
个重要课题。世界多地已经
纷纷行动起来，通过多种方
式 为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贡 献
力量。

图为 7 月 21 日，人们在
希腊武利亚格迈尼市的滨海
浴场休憩，遮阳伞上安装有
太阳能电池板。这处滨海浴
场使用“绿色能源海滨太阳
能充电系统”为访客提供环
保充电服务，以响应“欧洲绿
色协议”节能减排目标。

（新华社发）

保护生态在行动

印尼雅万高铁1号隧道施工现场。 卞晨光供图

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杨海泉报道：近日，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UNEP）携手有关研究机构共同发布《2020
年生产差距报告》和《2020年排放差距报告》。《2020年
生产差距报告》指出，世界各国需要每年减少6％的化
石燃料产量才能将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
内，新冠肺炎疫情后的复苏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
潜在转折点，各国必须转变方向，避免煤炭、石油和天
然气实际生产水平持续保持高位。《2020年排放差距
报告》指出，虽然今年各国为控制新冠肺炎疫情采取了
多种封锁限制措施，使得全球碳排放量下降7%，但对
气候变化的影响仍微乎其微。

《2020年生产差距报告》 于2019年首次发布，
旨在衡量《巴黎协定》与各国煤炭、石油和天然气
生产计划之间存在的差距。本期报告发现，这一差
距仍然很大，各国计划在2030年生产的化石燃料总
量比实现1.5摄氏度温控目标所限定的生产水平高出
一倍以上。

报告探讨了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各国政府开展的刺
激和复苏措施给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带来的影
响。鉴于疫情促使各国政府采取前所未有的防控行
动，以及中国、日本和韩国等主要经济体陆续承诺实现

“净零排放目标”，世界迎来了一个降低化石燃料产量
的潜在转折点。

报告说，若遵循1.5摄氏度温控目标所规定的减排
途径，世界需要在2020年至2030年间每年将化石燃
料生产量减少大约6％。然而，当前的实际情况是各国
计划每年平均增产2％。如此一来，2030年的产量将
是1.5摄氏度温控目标所要求产量的两倍多；在2020
年至2030年之间，全球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产量每年
必须逐年下降才能与1.5摄氏度温控的减排路径保持
一致；疫情及其“大封锁”措施导致2020年煤炭、石油

和天然气产量短期下降，但疫情后的经济刺激措施将
推高全球化石燃料产量，有可能进一步加剧气候变暖
形势；迄今，在二十国集团（G20）政府承诺的抗疫措施
相关投资中，对化石燃料生产和消费领域的投入超过
2300亿美元，远超对清洁能源的投入（约1500亿美
元）。决策者必须扭转这一趋势，以实现气候目标；各
国政府既需要出台减少化石燃料供求量的政策，还应
该对目前依赖化石燃料的部门和社区给予转型扶持，
助力其逐步与化石燃料脱钩，实现公正、公平的过渡；
摆脱依赖化石燃料脆弱性的唯一途径是推动相关经济
体实现能源多样化，各国政府应将恢复资金用于促进
经济多元化和向清洁能源过渡，以释放长期经济发展
和就业增长潜力。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表示：
“当我们致力于在疫情后重启经济时，选择对低碳能源
和基础设施投资，将有利于就业、经济、健康和清洁空
气。各国政府必须抓住机遇，引导其经济和能源系统
远离化石燃料，向更公正、可持续和有韧性的未来
过渡。”

《2020年排放差距报告》的重要发现是，虽然今
年各国为控制新冠肺炎疫情采取了多种封锁限制措
施，使得全球碳排放量下降7%，但对气候变化的影
响微乎其微。各国需要迅速行动落实新的净零排放
承诺。

该报告发现，2019年包括土地使用变化在内的全
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达到了新高，为591亿吨二氧化
碳当量。自2010年以来，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平均每
年增长1.4%，2019年由于森林火灾大量增加，增幅高
达2.6%。2020年，由于旅行、工业活动和发电量减少，
全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了7%。尽管2020年疫情期
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有所下降，但预计本世纪全球

气温仍将上升超过3摄氏度。疫情下的“绿色复苏”可
使2030年预计的温室气体排放至少减少25%，从而让
世界更接近《巴黎协定》设定的温控目标。各国政府应
采取迅速和强有力的后续行动，投资气候变化应对举
措，通过疫情“绿色复苏”计划，将《巴黎协定》下新的净
零排放承诺纳入最新国家自主贡献中去，推动全球排
放水平实现降低2摄氏度的目标。

报告说，“绿色复苏”财政措施包括直接支持零排
放技术和基础设施，减少化石燃料补贴，不建新的燃煤
电厂，修复景观和植树造林等。迄今，全球在“绿色复
苏”财政方面的行动仍然有限，各国仍有很大机会实施

“绿色复苏”政策和规划，必须在新冠肺炎疫情下一阶
段的财政工作中抓住机会实施干预措施。越来越多的
国家承诺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净零排放目标，这是一项

“重大和令人鼓舞的进展”。目前，占全球温室气体排
放量51%的126个国家已宣布或正在考虑净零排放
目标。

报告指出，特定行业具有减排潜力。占全球排放
量5%的海上航运和航空运输业需要得到关注，包括实
施技术和操作改进以提高燃料效率，尽快摆脱对化石
燃料的依赖。此外，更强有力的气候行动必须包括改
变私营部门和个人消费行为。全球约三分之二的排放
与私营企业有关，高收入阶层承担着最大的减排责
任。支持和实现低碳消费行动还包括鼓励和支持自行
车和汽车共享基础设施，提高住房能源效率和减少食
物浪费等。

英格·安德森表示，2020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
一年，同时野火、风暴和飓风、持续干旱等继续肆虐。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敦促各国政府在其新冠肺炎疫情财
政干预中支持“绿色复苏”，并在2021年大幅提高针对
气候变化目标的财政干预水平。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报告指出

各国化石燃料产量每年需降6％方能温控达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