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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全球暖化日益加劇，發展中國家多年來一直指
富裕工業國大量排放溫室氣體，導致發展中國家

被迫承受海洋水位上升及猛烈風暴等毀滅性災害，要
求富國承擔責任，對此作出賠償，但美國等富國不斷
阻撓，憂慮要為碳排放負上法律責任。

窮國補償準則有待敲定
在過去兩周，氣候峰會的與會代表持續商討此
問題，其間出現不少爭拗，在大會「加時」一
天後，最終美方官員同意設立「損失與損害」
基金，大會東道主埃及於20日清晨公布達成
協議，宣布由多個國家代表組成一個委員
會，商定基金的形式、哪些國家應出資及
哪些國家可獲補償等。
巴基斯坦氣候變化部長拉赫曼表示，
這項協議為竭力對抗氣候變化的全球弱
勢國家帶來希望。他特別提到巴基斯
坦近期發生嚴重水災，造成逾1,500
人死亡，指該國碳排放只佔全球不
足1%，卻要承受全球暖化加劇的

後果。非洲國家岡比亞的綠色經濟和環境部
長恩佐武則形容協議是「13億非洲人得到的
一個非常正面成果」。

歐美10年前承諾淪空談
《紐約時報》則稱，協議要獲得真正落實，

仍有不少問題需解決，首先是無法保證富國將
會出資，指出美國、歐盟及其他富國早在十年前
便承諾在2020年前，每年出資1,000億美元協助
發展中國家發展綠色能源及應對氣候風險，但實
際出資卻遠低於承諾金額。美國眾議院從明年1月
起將由共和黨控制，該黨一直反對氣候援助，國會
恐不會批准撥款注資基金。
此外，儘管聯合國把中國列為發展中國家，但美
國和歐盟卻認為中國不合資格接受氣候援助，反而
要求中國為基金出資，中國則反對在氣候會談中被
視為發達國家，最終各方能否達成共識仍是未知之
數。基金資金的名稱也是另一爭拗點，發展中國家認
為屬「賠償」，美國則堅持應稱為「損失及損害資
源」。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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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代表團19日就包括中美氣候談判進
程在內的多個受到各方關心的問題舉行了
專場記者發布會。習近平主席特別代表、
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在會上表
示，總體來看，中美間的氣候談判很有
建設性。
由於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克里在18

日的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客觀上
為中美兩國代表團繼續在本次大會上進
行直接談判造成了困難，因此中國代表
團在19日專門召開了這場記者發布會，
對外介紹了目前中美氣候談判的最新進
展。

習近平主席特別代表、中國氣候變化事
務特使解振華稱：「中美兩國領導人在
G20峰會上會晤之後，根據兩國領導人的
要求，要求中美兩國的氣候問題特使在沙
姆沙伊赫正式磋商，如何來合作推動
COP27成功。我對中美正式磋商的情況是
這樣評價的，是非常坦誠、友好、積極、
正面、很有建設性的。我們今天商定在這
次大會結束之後，繼續開展正式的磋商，
甚至還要進行面對面的磋商。關於磋商的
結果，現在只能說很有建設性，但是最後
的結果，待我們正式磋商之後會向各方公
布。」 ◆央視

COP2720日落幕，原定於凌晨3點舉行的最後一場
全體會議，不斷推遲到凌晨4點15分左右才開始，讓
本屆成為史上第3長時間大會，令場內場外均有多人
打瞌睡。
上周六發布的COP27協議草案中，雖然重申了

「將全球暖化限制在攝氏1.5度，以防止最嚴重的氣
候變化」的承諾，但幾乎沒有提供任何證據表明，
為了實現這項目標所需的減排力度有所提高。根
據多個非政府組織消息稱，由於各國持續針對逐
步減少包含石油、天然氣在內的化石燃料使
用，以期達成更強而有力的措辭，令「馬拉松
式」談判超過了預定時間。

有消息指，「損失與損害」基金針對
「補償對象」的用詞是導致談判超時最大
原因，最新公開的草案中，將特別脆弱
的發展中國家定義為「最不發達國家、
海島型發展中國家和非洲國家」，將
重點放在「特別脆弱的」發展中國
家，而非泛指發展中國家。
報道指出，有鑒於美方過去一
直反對建立類似基金，COP27
今次達成共識，意味着在這項
多年來存在極大爭議的談判
上取得重大突破。

◆綜合報道

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
七次締約方大會（COP27）上，澳洲政府
代表侃侃而談該國環保政策，又表示會爭
取主辦2026年氣候峰會，但有澳洲非牟利
團體指出，澳洲口說推動環保，但卻拒絕
停止支持新的礦業項目，並繼續補貼化石
燃料發展，明顯言行不一。
澳洲氣候變化事務部長鮑文在會上表
示，澳洲願意與其他國家合作應對氣候暖
化，並承諾訂下更嚴格的削減碳排放目標
及減少甲烷排放量。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
政府早前曾表示，政府目標是到2030年減
少43%碳排放，遠高於前總理莫里森政府
的26%，最終目標在2050年實現淨零排
放。但這目標仍低於其他發達國家，例如
鄰國新西蘭冀於2030年前減排50%，英

國和歐盟則分別為63%及55%。
澳洲非牟利組織「氣候理事會」

經濟事務發言人赫爾利表示，澳洲一
方面公開聲稱自己是「可再生能源超
級大國」，但另一方面卻支持化石燃料
發展，「狂賺」這方面的收入，指出澳
洲自2005年以來，化石燃料出口量已增
加近一倍，是全球第三大出口國。投資
專家威爾也表示，澳洲政府持續補貼國
內傳統能源企業擴充，不斷支持新的化石
燃料項目，實際政策與其聲稱的環保目標
相去甚遠。
澳洲政府統計數據顯示，澳洲共有逾
100個化石燃料項目正在進行，政府拒絕
承諾停止這些項目，稱此舉會對澳洲經
濟帶來風險。 ◆路透社

COP27達重要協議
逾190國同意設「損失與損害」基金

聯 合 國
牽頭的氣候
談判已持續
長達30年，但
應對全球暖化
的一個最關鍵問
題，卻始終未有
真正觸及，就是棄
用化石燃料。英國
《衛報》分析指出，
化石燃料牽涉的利益
太大，產油國以至全球
能源企業都不願放棄這
龐大收益，因此不斷進行
游說，阻礙參與談判國家
在這問題上達成共識。

限制升溫「政治上不行」
雖然有科學家在氣候峰會前警
告，「我們正處於不可逆轉的氣
候崩潰邊緣」，但在峰會閉門會議
上，化石燃料出口國繼續迫使其他
國家接受維持現狀。明年氣候峰會將
由產油大國阿聯酋主辦，預計將不會討
論到棄用化石燃料問題。
沙特阿拉伯一名代表在今屆會議上說，

「我們不應針對能源種類，而應聚焦碳排
放，我們不應提及化石燃料。」結果大會協
議未有提到逐步淘汰化石燃料。《衛報》指
出，化石燃料出口國一直阻撓各國在化石燃料
方面達成共識，「今次大會的化石燃料游說人
士，數目較太平洋島國代表還要多。」該報認為，
限制全球升溫攝氏1.5度的目標，理論上並非不可能

實現，只要各
國到 2030 年將
全球碳排放量減
少50%，便有望實
現目標，但今次大
會已證明「這在政治
上是不可能做到」。

◆綜合報道

中方代表：中美氣候談判很有建設性

氣候峰會焦點
緩解全球暖化
◆今次氣候峰會主要目標之一，是確保全球氣溫上升幅度限制在攝氏1.5度，但與會國
家未有作出承諾。

「損失與損害」基金
◆與會國家達成協議，同意設立「損失與損害」基金，由富國出資，向受氣候暖化
嚴重衝擊的發展中國家作出補償，但細節尚待敲定。

◆倫敦大學地理學家帕森斯指出，全球在2030年前需要2.5萬億美元應對氣候暖
化，預料基金額度遠不及此數。

自然生態
◆氣候暖化嚴重威脅全球物種棲息地，許多物種面臨滅絕風險。

◆今次與會國家並未有重點提及保護物種問題。

◆僅巴西總統盧拉在會上承諾保護國內熱帶雨林。

減用天然氣或煤炭
◆印度在會上呼籲逐步棄用化石燃料，但大會未有跟進，亦未有就此提出解決方案。

應對氣候變化
◆面對全球暖化帶來的的洪水、乾旱和海平面上升等災難，與會國家提出增加資
金，加強設立防洪設施及保護基建抵禦風暴。

◆科學家警告有關資金額度遠低於未來所需的投資。

◆綜合報道

史上第3長氣候峰會
談判超時多人打瞌睡

澳狂賺化石燃料收入 推動環保淪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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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七次締約方大會

（COP27），與會代表經過兩周的密集磋商後，最終於20日清晨達成

一項重要協議，逾 190 個與會國家同意設立一個「損失與損害」

（Loss and Damage）基金，由富裕國家出資，向發展中國家支付氣候

變化造成的嚴重損失。多個發展中國家讚揚這是「正面成果」，但媒體

指出尚有不少主要障礙有待解決，包括需敲定富國出資金額及方式，以

及窮國獲取補償的準則等，更重要的是若美國等富國不願履行承諾撥出

資金，透過基金協助窮國應對氣候變化只會淪為空談。

◆示威者在
COP27 會 場
外連日發起抗
議，要求設立
一個「損失與
損害」基金。

美聯社

◆示威者在手心寫上「PAY」，
要求富國向窮國作氣候補償。

美聯社

◆

多
名
與
會
者
打
瞌
睡
。
美
聯
社

◆沙特阿拉伯等化石燃料
出口國迫使其他國家盡力
維持現狀。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