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华社记者

2022年，全球多地自然灾害频发，损

失巨大：欧洲今年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夏

季；西非多国发生灾害性洪水；太平洋赤

道中东部海域自2020年延续至今的异常

偏冷现象（拉尼娜）将在部分地区分别增

加洪水、干旱和山火概率。11月15日地

球人口步入“80亿时代”，这将考验本已

承受巨大压力的地球生态系统……

直面风险挑战，《湿地公约》第十四届

缔约方大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二十七次缔约方大会和《生物多样性公

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二阶段会议于

2022年底接连举行，集中展现了人类在

探索与自然相处之道上的进展，中国智

慧、中国方案获得各界关注和赞许，引发

国际社会共鸣与思考。

生态文明新智慧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

的关系。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

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

大自然的报复。2022年，人类生态意识

不断增强，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态环境

的行动愈发增多，超越西方物质主义的工

业文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

明，成为全球广泛认同的进步呼声。

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

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党的二十大

报告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总干事布鲁诺·奥伯勒说，中国政府提

出生态文明概念，并积极与全世界分享这

一概念，这是中国对世界的长期贡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15日在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第二阶段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致辞说：

“生态兴则文明兴。我们应该携手努力，

共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建地球生

命共同体，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中方为大会最终取得积极成果提供

了重要政治推动力。欧盟委员会环境

总司司长佛洛利卡·芬克-霍伊尔表示，

习近平主席的致辞鼓舞人心，鼓励各方为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设定目标、明确路

径，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进程，将雄

心转化为行动。

中国在发展道路上坚持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创造了

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10年来，中国以年均3%的能耗增速支撑

了年均6.6%的GDP增速，单位GDP二氧

化碳排放量下降34.4%，绿色逐步成为高

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中国始终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高度来谋划发展，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

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

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

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

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

发展。

曾多次到访中国的肯尼亚非洲政策

研究所所长卡格万加认为，中国在应对气

候变化、推动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方面的努

力富有成效，让人真正理解生态文明建设

的内涵，即在发展和环境可持续性之间寻

找平衡，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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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携手发展新方案

一花独放不是春。在构建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的征途上，各国需携

手前行。中国通过南南合作和绿色“一带

一路”等多个机制和平台，帮助发展中国

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修复生态环境等可

持续发展能力。

距阿布扎比市约35公里的宰夫拉太

阳能电站是全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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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拉克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地

区之一。数据显示，该国高达90%的国土

面积受荒漠化威胁，45%的农业用地面临

干旱和荒漠化风险。伊拉克国家荒漠化

防治委员会专家萨马德·卡米勒·阿里曾

远赴中国学习防沙治沙技术。他将中国

的麦草方格固沙法带回伊拉克，改进本国

通用的治沙手段。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环境与社

会部高级研究员郭江汶指出，中国在可再

生能源发电、电动车、减排以及生态修复

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而且中国绿色、

循环、低碳发展将显著加速全球绿色转

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为世

界留下越来越多的“绿色足迹”。能让长

颈鹿“昂首通行”的肯尼亚蒙内铁路、阻止

撒哈拉沙漠南侵的非洲“绿色长城”防护

林带、不排放温室气体又缓解“电荒”的中

企承建东非最大光伏电站……一个又一

个中外合作项目，把保护地球的理念落到

实处。

日本地球环境战略研究机构气候变

化与能源领域研究主任金振认为，中国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在

改善生态、开发绿色能源的同时，积极通

过“一带一路”倡议、南南合作等为世界

提供中国方案，相信中国方案将为世界

生物多样性保护及推动绿色发展注入强

大动能。

命运与共新征程

回望2022年，中国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古老智慧和丰富实践正跨越山海，为共

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卡塔尔世界杯期间，来自中国的新能

源客车成了助力本届世界杯创新、可持

续、低碳办会理念的交通主力。这些客车

承担起运送球迷、国际足联官员、媒体记

者到球场的任务。

国际能源署执行干事法提赫·比罗尔

表示，清洁能源的发展应用有效减缓了今

年的全球碳排放增幅，“今年，新能源汽车

产业发展迅猛。如今，全球约一半的新能

源汽车来自中国，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发展

领域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经过数年艰辛工

作和最后近两周“冲刺”，在主席国中国的

引领下，《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

方大会第二阶段会议通过了全球高度期

待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为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重要

贡献。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厄·安

诺生评价说，中国在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

保护方面的表现是“非凡的”。“在国际层

面上，中国真正展现出领导力”；在国内，

中国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不断在环

境保护上取得巨大进步，在设立生态保护

红线、保护大熊猫、减碳、治理空气污染方

面表现突出。

行而不辍，未来可期。中国坚持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将助力推动世界绿色低碳

转型。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将携手世界各

国共同建设美丽的地球家园，寻求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未来。

国际 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

观 察

中国在发展道路上坚持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推动发展方式绿色
转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
迹和绿色发展奇迹。10年来，中
国以年均3%的能耗增速支撑了
年均 6.6%的 GDP 增速，单位
GDP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量 下 降
34.4%，绿色逐步成为高质量发
展的鲜明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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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一线

□ 郭 爽 林小春 金 晶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

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12月19日在

加拿大蒙特利尔达到最重要的预期成果。历

经4年风雨，克服重重困难，各方代表终于就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以

下简称“框架”）达成一致。“框架”是为未来擘

画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蓝图，将为生物

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并惠及全人类注入强大

动力。

权衡取舍难在眼下，和谐共生利在千

秋。尽管各缔约方立场不同，但本次大会上，

各国、各组织和机构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危机

感、责任感和紧迫感。这正是一个兼具雄心

和务实平衡“框架”得以通过的重要基石。

各国代表普遍认为，人类已走到扭转全球

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最后关头，必须与时间赛

跑。我们要正视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原因，采取

生产、消费、贸易等变革举措，建立科学的方法

来衡量经济活动对于自然资源带来的真正成本

和代价，尽最大可能调动所有资源，包括充足的

资金、技术和能力支持，建立执行机制和国家行

动计划，达成并实施“框架”，加速推动保护生物

多样性的历史进程。

COP15主席、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

说：“这个‘框架’历史性地描绘了 2050 年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愿景，历史性地将遗传资源

数字序列信息（DSI）落地路径纳入，历史性地

决定设立‘框架’的基金。”

过程艰辛，成果丰硕。方案已经出台，但

这只是更为漫长而持久旅程的开始。只有齐

心协力、迅速采取切实行动履行承诺，才能真

正创造历史。

全球物种最丰富且受威胁最大的生物多

样性热点地区中，绝大多数位于发展中国家，

基本都面临破坏生物多样性发展经济的困

境，急需资金、技术和资源，应对生物多样性

损失和气候变化方面均存在巨大资金缺口。

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殖民和掠夺全球资源，实现原始积累，对全

球物种多样性造成巨大破坏，应对保护生物多样性承担巨大

的道义和历史责任。因此，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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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走出了

一条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在生物多样性大会

上，中国积极发挥主席国作用，推动各方形成合力，弥合分

歧，凝聚共识。

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未来，中国将持续加强生态文

明建设，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响应联合国

生态系统恢复十年行动计划，实施一大批生物多样性保护修

复重大工程，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研究支持举办生物多样性国

际论坛，依托“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发挥好昆明生物

多样性基金作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

在最新通过的“框架”中，“地球母亲”高频次出现。这是

人类尊重自然、敬畏自然，承诺自我约束和退让，与自然缔结

的真诚契约，标志着人类再次站在拯救地球、拯救自己的起

点，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迈上新台阶。

（新华社加拿大蒙特利尔12月19日电）

□ 宋 宇 郭鑫惠

在距离泰国首都曼谷600多公里的

乌汶府诗琳通水库上，七个硕大的蓝色方

形“岛屿”在阳光映照下熠熠生辉。这是

中泰两国联合修建、泰国目前最大的浮体

光伏项目。自去年10月投入商业运营以

来，这些中国制造的电池板不断将日光转

化为清洁电能，输送至千家万户。

依托上世纪70年代建造的诗琳通大

坝水电站，新落成的浮体光伏与水电综合

能源项目巧妙地将两种可再生能源相结

合。据介绍，该项目特点在于可根据负荷

变化调节水电和光伏发电，既可以白天光

伏供电、夜间水电站供电，也能实现光伏

和水电设施同时发电，使长时间稳定发电

成为可能。

谈及项目建设初衷，泰国国家电力

局主管电站工程与建设的助理局长差猜

对新华社记者说，为应对气候变化，各国

都在加速向碳中和迈进。泰国同样重

视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并致力开发低

成本、高稳定性和生态友好的绿色能源

项目。

差猜说，这一综合能源项目的设计符

合他们的设想，一年来，项目在满负荷发

电情况下运营良好。未来，这一试点项目

将会推广至另外15个水电站。

该项目总承包方之一、中国能源建设

集团山西院国际工程分公司副总经理

孟春炜表示，项目共安装光伏组件14.4万

余片，总装机容量58.5兆瓦。“每年可以减

少4.7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助力泰国减少

对高污染火力发电的依赖，实现到2037年

可再生能源占比提高至35%的目标。”

诗琳通大坝浮体光伏项目占水域面

积约121公顷，相当于160个足球场大

小，但仅占用了水库总面积的1%左右。

该项目泰方管理人员之一、泰国电力

局水电及可再生能源部控制系统工程室

主管素维塔说，这些浮体光伏板没有使用

农业用地，也不会影响当地渔业发展。

孟春炜表示，中方在项目设计过程

中充分考虑泰方对环境保护的要求。比

如，浮体是由高密度聚乙烯制成，与水源

地用于供水的材料相同；采用水平定向

钻技术在水底铺设电缆，避免破坏水下

生态环境等。

素维塔对中国合作伙伴给予高度评

价：“中国能建拥有丰富的浮体光伏建设

经验，我们对他们的专业技术充分信任。”

为了推广可再生能源理念，项目建成

后，泰国电力局将其作为可再生能源学习

中心，并将此地打造成新的旅游景点。通

过专门修建的空中景观栈道和展示中心，

游客可以驻足欣赏水库风光，眺望壮观的

漂浮太阳能电池板。

24岁的那塔蒙是水库附近居民，展

示中心开放后一直在此负责接待。那塔

蒙说，这个项目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今年

泼水节期间，每日到访的游客数量高达

5000人次~6000人次。

游客络绎不绝为当地人创造了更多

就业机会，景点附近随处可见售卖当地

产品的摊贩，旅游观光服务设施也一应

俱全。

今年年初，泰国电力局正式宣布推进

第二个浮体光伏项目建设，选址位于东北

部孔敬府乌汶叻大坝。据悉，新项目将纳

入储能系统，进一步提升供电稳定性。

泰国计划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到

2065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泰国电

力局在最新可再生能源规划中提到，将在

2037年前将浮体光伏项目总发电能力提

高至2725兆瓦。

12月8日，一名工作人员在泰国乌汶府诗琳通水库巡查浮体光伏项目。 新华社记者 王 腾 摄

2022，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

9.中国首个日产
天然气破亿整装气田
诞生

事件：

12 月 10 日，位于内蒙

古鄂尔多斯盆地西北部的

长庆油田苏里格气田日产

气量达到1.05亿立方米，可

满足5000多万个家庭一天

的生活用气。这是中国首

个日产天然气破亿的整装

大气田，较去年同期上涨

308 万立方米/天，创历史

新高。

点评：

苏里格气田是我国陆上

最大的整装气田，也是保障

京津地区、内蒙古周边城市

天然气需求的主力气源，属

于低渗、低压、低丰度“三低”

气田。自 2001 年开发建设

以来，历经 20 多年风雨历

程，攻克了“三低”致密气藏

有效开发难题，构建了整体

协调发展的格局。

10.全球第二大
水电站全部机组投产
发电

事件：

12月20日，在建规模世

界第一、装机规模全球第二大

水电站——金沙江白鹤滩水电

站最后一台机组顺利完成72

小时试运行，正式投产发电。

至此，白鹤滩水电站16台百

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全部投

产发电，标志着长江之上全面

建成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点评：

随着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

廊在长江之上全面建成，6座巨

型电站联合调度、协同运行，年

均发电量可达3000亿千瓦时，

将有效缓解华中、华东地区及

川、滇、粤等省份用电紧张局

面，为“西电东送”和电网安全

稳定运行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为改善我国能源结构，助推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发挥积极

作用。

中泰合作水上光伏项目助力泰国迈向低碳社会

推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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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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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能源低碳
与安全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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