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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 日 ，世 界 自 然 基
金会（WWF）北京代表处联合一
个地球自然基金会（OPF）于第二
届粤港澳自然教育讲坛上共同发
布了国内首套海洋环境教育课程

《守护蔚蓝》。
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

海洋项目专家杨松颖表示，“世界
自然基金会希望通过《守护蔚蓝》
海洋环境课程的发布，为大家展
示一个真实的海洋。并且通过体
验式、参与式的生动教育，引领所
有热爱海洋的人们一起行动，以
及借此用行动响应即将在中国昆
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
五次缔约方大会（CBD-COP15）
的时代使命。”

《守护蔚蓝》海洋环境教育课
程围绕“认识海洋”“海洋的重要
性”“海洋面临的问题”和“守护海
洋”4 个主题展开，旨在提升公众
对海洋的认知、正确看待海洋面
临的威胁和人类与海洋的关系，
并进一步参与到保护海洋环境的
行动中。这一课程的编写也极具

特色，采用了 WWF 环境教育课
程编写理论方法，并请海洋保护、
环境教育领域的专家、讲师参与
到课程共建的过程中。充分考虑
未来不同场景面向各类型受众的
运用，项目团队开发了可自由组
合搭配的课程板块。结合实际情
况对课程进行本地化，经过培训
的讲师在保护区、学校、社区、自
然保护地等不同场景开展环境教
育。

在“粤港澳自然教育联盟——
湾区共建交流 沙 龙 ”活 动 上 ，一
个地球自然基金会代表罗媛楠
表示：“为了推进全民海洋保护
的 意 识 ，《守 护 蔚 蓝》海 洋 环 境
教 育 课 程 正 试 图 填 补 目 前 国
内 海 洋 环 境 教 育 课 程 设 计 的
空缺。”

会上，罗媛楠介绍了《守护蔚
蓝》的开发背景以及如何在课程
设计中吸纳多方建议、以及考虑
探索课程后期多维场景运用，呼
吁多方共同参与海洋保护教育的
推广。 辛文

本报记者张倩北京报道 近
日，破解气候环境危机国际论坛
召开。论坛由中国发起成立的全
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以
下简称“合作组织”）举办，首次发
布《破解危机》和《可持续发展之
路》两项成果，全面对接《巴黎协
定》和联合国 2030 议 程 ，以“ 中
国 方 案 ”推 动 破 解 世 界 气 候 环
境 与 可 持 续 发 展 难 题 ，促 进 全
球能源互联网与人类命运共同
体建设。

“ 化 石 能 源 大 量 开 发 使 用
是 导 致 气 候 危 机 的 根 源 ，破 解
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加快清洁发
展 ，实 现 能 源 系 统 全 面 脱 碳 。”
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
主 席 刘 振 亚 指 出 ，构 建 全 球 能
源互联网，将加快世界能源绿色
转型，实现“双主导”“双脱钩”，即
能源生产清洁主导、能源消费电
能主导，能源发展与碳脱钩、经济
发展与碳排放脱钩，为全球气候
环境治理提供重要载体，为落实

《巴黎协定》、破解全球气候环境
危机开辟新道路。

“据测算，以全球能源互联网

推动落实《巴黎协定》，每投资 1
美 元 就 能 获 得 9 美 元 的 综 合 效
益，全社会碳减排边际成本仅为
15 美元/吨，远低于其他方案（30
美元-100 美元/吨），具有显著优
势。”刘振亚说。

在本次论坛上，《破解危机》
正式出版发行。书中指出，破解
危机存在思想痼疾、路径依赖、缺
少系统方案和协同机制等困难，
关键要转变发展方式、走绿色低
碳的创新之路。全球能源互联网
由清洁主导的能源生产系统、互
联互通的全球电力网络、电为中
心的能源利用系统组成，具有理
念领先、技术先进、经济高效的特
点，通过优化配置资源差、时区
差、季节差、电价差，实现优质、低
廉的清洁能源以光速传输配置到
全球各地。

《可持续发展之路》系统阐述
了 全 球 能 源 互 联 网 对 联 合 国
2030 年议程 17 项目标的推动作
用，提出全球能源互联网全面落
实 2030 年议程的十大行动和六
大合作机制，为全面落实议程目
标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案。

本报记者张倩北京报道
第七届中法环境月新闻发布会
近日举行。据悉，第七届中法
环境月将于 10 月 17 日-11 月
15 日举行，通过一系列活动鼓
励人们采取集体或个人行动，
保护生物多样性及其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

本届中法环境月将主题定
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法国驻
华使馆文化、教育与科学事务
公使衔参赞高明介绍，中法两
国多年以来在环保领域开展紧
密的合作，并将此议题作为国
际行动的重心。

2021 年，世界自然保护大
会将在马赛举行，《生物多样性
公 约》第 十 五 次 缔 约 方 大 会

（COP15）将 在 昆 明 举 行 。“ 保
护生物多样性”是中法两国双
边合作的重要议题，法国愿同

中国携手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的
保护。

据悉，环境月开幕式活动
将汇聚数位生物多样性和城市
规划领域的专家，就“给城市一
个什么样的自然”这一话题展
开讨论。围绕雅克·阿塔利的
著作《海洋文明小史》，学者、出
版人和该书译者将探讨海洋生
物多样性及其保护的问题。展
览《海洋，一场奇妙的深海探
索》将带领观众探索独特的海
洋生物多样性，发现海洋深处
鲜为人知的生物。

由于疫情原因，今年的中
法环境月活动将通过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一系列纪录
片、网络研讨会及讲座录影探讨
生物多样性与健康的关系，水资
源的管理，景观的提升、生态保
护区、光污染等议题。

在近日召开的
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
期间，中国提出将提高
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
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
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在《巴黎协定》框架下，所
有国家都应在格拉斯哥气候大
会（COP26）提出更高的自主国
家贡献（NDC）目标。但由于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COP26已延
期至2021年举办。欧盟委员会
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也在近日
欧盟年度国情咨文中提出要进一
步提升欧盟的2030年气候目
标。随着中国和欧盟两大经济
体分别提出最新目标，超过三
分之一的全球碳排放将受
到更严格的气候承诺约
束。那么，各界专家如
何解读中国最新的气
候承诺？本版特刊
发各界观点看法，
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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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振华
目前中国提出的 2060 年之前碳中和的目标，远远超出了《巴黎协定》下 2℃温升控制目标下全球 2065-2070 年左右实现碳中和的要求，这将可能

使全球实现碳中和的时间提前 5-10年，此外也对全球气候治理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在当前的国际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政治格局背景下，中国主动顺应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潮流，提出有力度、有显示度的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向

国际和国内社会释放了清晰、明确的政策信号，对外树立了负责任大国形象，彰显了大国责任和担当。

生态环境部气候变化事务特别顾问、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

米哈尔
·梅丹

中国的碳中和承诺可谓意义重大。对于这样一个在燃煤发电装机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做出的承诺，我们有理由
保持谨慎乐观。当然，细节决定成败，但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其发展经济和消费能源的方式，而
这反过来又需要对现有的工业联合体和相关部门进行重组。

因此，要兑现这一承诺必然会有输家。化石燃料行业目前在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利益相关者，随着其在能源结构
中的份额将不得不缩减，这一行业将需要适应现实的变化，并开辟新的增长领域。中国即将到来的“十四五”规划是
否会启动这一进程仍有待观察。然而，作为促进经济“双循环战略”的一部分，中国对创新的关注，毫无疑问为加速
支撑全球能源转型的关键技术创新奠定了基础。这无疑有助于全球能源转型。但双循环战略的产生，是为了让中
国在日益去全球化的世界中不受外界力量的影响，而且执行过程中可能会伴随着大量行政措施。世界各地的企业
和政府也必须确保自身能在中国的转型中发挥作用。

牛津能源研究所（OIES）中国能源项目主任

邹骥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愿景，深刻体现了中国将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与自身现代化的目标高度融合。2020

年，中国正式踏上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增加向包括气候安全在内的自然资本的投资、用低碳转型打造经济增
长新动能，是加快可持续发展、让中国和世界人民享受中国现代化红利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
大国，在实现巴黎协定目标和建设全球治理中做出的卓越贡献。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实现 2030 年前达峰、2060 年碳中和，当下最紧迫的是要在“十四五”规划中设立
更有雄心的气候目标，加速能源结构转型；应尽快制定全国和地方的达峰行动方案，以及经济、技术可行的
中长期低碳发展路线图。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

近年来，中国几乎实现甚至超额完成了所有的国内气候和能源目标，因此习近平主席在这样一个国际场合宣布的任何
事情都不只是象征性的。中国的碳中和目标意义非同小可，哪怕仅仅只是提出这个概念就已不同寻常。宣布这一消息的时机可
能是一个信号。

乔治城大学科学技术与国际事务副教授兼主任

乔安娜·
刘易斯

汤姆·
伍德鲁夫 这一宣示是巨大的突破。中国首次明确了一条长期的脱碳道路，而宣布加强《巴黎协定》下的 2030 年减排承诺，也将给其他主要排放国带来压力，

推动它们采取同样措施。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主席多边事务高级顾问，前气候外交官

◆本报记者张倩

疫情的阴霾正在影响着不少港口。
今年各国多数港口较去年同期油轮、干散
货和集装箱等数据有所下滑，但也有港口
货运量出现回暖。国际航运具有较强的
季节性，每年的 8月-10月是旺季。据美
国长滩港8月公开数据显示，码头工人和
码头运营商处理了725610个20英尺当量
单位（teu）的集装箱货物，与2019年8月相
比增长了 9.3%，进口增长 13%，达 364792
标准箱，出口增长 1%，达 126177标准箱，
打响了旺季的“第一枪”。

坐落于圣佩德罗湾港群的洛杉矶
港和长滩港一直是美国集装箱吞吐量
排名前两位的大港，被并称为洛杉矶

“双子港”。作为北美大陆西海岸重要
的货运枢纽，“双子港”曾历经港口的快
速扩张、集装箱吞吐量呈倍数增长的时
期，也曾给洛杉矶集疏运系统带来了巨
大压力，并伴随着环境污染、交通拥堵、
噪声等诸多问题。那么，如今的双子港
又是如何破解港城矛盾、成为国际绿色
港口？“双子港”的绿色实践又对中国港
城发展带来哪些启示？

打通“中间一公里”，促进
集疏方式由卡车向火车转变

如果你购买了一张从洛杉矶出发
的邮轮船票，那八成在长滩港上船。如
果一艘满载着集装箱的远洋船舶在美
国某个港口上排着长龙，没错，那九成
是在洛杉矶港。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副总
工程师彭传圣告诉记者，“洛杉矶港和
长滩港这两个港都是填海造地形成的
港区。但港口在发展过程中，原来的小
码头在船舶大型化之后，面临着港口集疏
运能力与港口运输需求不匹配、吃水不够
的情况，所以，双子港也经历了相应的改
造。其中一项标志性的工程就是‘阿拉米
达走廊’（Alameda Corridor）。”

上世纪 80 年代，洛杉矶因港口快
速发展引发了严重的港城矛盾。圣佩
德罗湾港群有 4 条集疏运铁路接入洛
杉矶港与长滩港，与城市道路形成 200
多个平面交汇道口，每天约有 35 列火
车，以 16 公里/小时的速度通过这些道
口。物流车辆与城市客运车辆在这里
发生严重冲突，交通事故频发，致使整
个城市交通运行效率低下。

当时，不少业内专家呼吁“中间一
公里”问题亟待解决。那么，什么是“中
间一公里”？水运和铁路运输两种运输
方式转换衔接中间的断带，断带的距离
通常是一公里到几十公里不等，常被称

作“中间一公里”。这段运输需要用集
装箱公路拖车进行弥合，弥合的成本往
往占干线运输成本的 50%以上，吞噬的
运输时效更是难以估计。

因此，“中间一公里”带来的连而不
畅、疏港路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也成
为港城矛盾的主要原因。于是，南加州
政府因此提出优化疏港铁路的资源配
置以协调港口和都市区的发展，继而催
生了阿拉米达货运走廊项目。

为顺利推进阿拉米达货运走廊的
建设，洛杉矶和长滩2个港务局，以及通
道途经的7个城市，共同成立阿拉米达交
通署。1997年通道改造工程正式开始，
2002年通道铺轨完毕并开始试运营。

建成后的阿拉米达货运走廊长度
为 32 公里，将洛杉矶港、长滩港与内陆
铁路场站连接，合并了 4 条铁路支线，
开挖了 16 公里的地下渠道，满足了洛
杉矶港和长滩港到跨洋铁路中心站的
运 输 需 求 ，消 除 了 200 多 个 平 行 交 道
口，使交通延迟损失降低 90%，对缓解
港城矛盾做出了突出贡献。

这有效地促进了美国西海岸多式
联运效率的提升。阿拉米达货运走廊
的开通运营不仅带来自身运输效率的
提升，而且与港口及铁路的联动也产生
了一系列经济与环境效益，不仅实现了
集装箱货物在港口和铁路场站之间快
速、便捷的中转，也进一步减少了因公
路运输带来的污染物排放。

“阿拉米达走廊减少了54%汽车和卡
车的怠速排放，约 90%的火车噪声污染，
90%铁路交叉口的延误，促进集疏方式由
卡车向火车转变，解决了公众出行与港口
火车集疏运互相干扰的矛盾，有效改善了
港区及城市的空气质量。”彭传圣说。

编制排放清单，水上陆上
“两手抓”，政策不断更新迭代

运输结构调整好了还不够，要成为
一流的绿色港口，精细化管理少不了。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特别研究员刘欢告
诉记者：“美国港口的精细化管理很大
程度上是港口排放清单在起作用。在
美国，有的港口两年编制一份，还有的
5 年编制一份，相隔时间有所不同。但
洛杉矶港从 2005 年就开始逐年编制清
单，再次说明了相关部门对港口环境的
重视，并且根据清单的变化，洛杉矶港
还会采取新的措施来减少污染排放。
有了清单，就相当于拿到了‘体检报告
单’，就可以清楚知道什么是控制的重
点，在哪些方面控制什么样的污染物，
以及从哪个角度去控制比较有效果。
在我国，这方面工作做得还有待提升，

据我了解，目前交通运输部在编制排放
清单的办法，但是放眼我国多数港口，
实际采用这种方式的不多。”

记者查到 2018 年洛杉矶港的细颗
粒物和氮氧化物排放清单。数据显示，
主要的排放仍源于远洋船舶，分别占细
颗 粒 物 和 氮 氧 化 物 总 排 放 的 42% 和
44%。但随着近年来氮氧化物污染日
益凸显，记者也从这份清单中发现，重
型卡车占 2018 年洛杉矶港氮氧化物总
排放的 23%，位列第二大排放源。

近年来，为了控制远洋船舶的污染
物排放，各国不仅出台了越发严格的

“限硫令”，而且在各自的排放控制区也
积极推广岸电。但对于减少港区污染
物排放，多数国家的目光还是聚焦在水
上，对于陆上的排放源管控措施相对较
少。那么国际绿色大港洛杉矶港有关
于陆上污染源的管控政策吗？

彭传圣解答了记者的疑问，“洛杉
矶港不仅在岸电建设和使用率上领跑，

而且十分关注陆上的污染源管控，并且
港区的政策不断更新迭代，这里以‘洛
杉矶港清洁卡车计划’为例。最早的时
候，这项计划规定从 2008年 10月 1日开
始，1989年以前的卡车禁止进港了。到了
2010年1月，1989-1993年的卡车禁止驶
入港区。再到 2012 年 1 月，所有不符合
2007年联邦清洁卡车排放标准的卡车禁
止入港。如今最新的标准已经列到2023
年1月，所有2010年以前的卡车禁止在加
州地区行驶……正是有了这些不断刷新
的标准，才有了绿色港口的今天。”

打通“中间一公里”来化解港城矛盾，
不断收紧的陆上排放源标准推动水陆统
筹，有效提升船舶岸电利用率，双子港以
绿色实践率先迈出一步。在具备大型公、
铁、水、空枢纽资源的城市不断出现的今
天，绿色港口建设已经成为推动港口城市
发展步入良性循环的重要手段。保障港
口的蓝天不再是各国发展面对的选择
题，而是一道要按时提交的必答题。

洛杉矶港港口排放清单

污染物

PM2.5

PM10

NOX

SOX

2018年与2015年相比较

减排（%）

85

86

60

98

减排总量（t）

695

814

9652

4865

污染物

PM2.5

PM10

NOX

SOX

2018年与2015年相比较

减排（%）

88

89

68

98

单位吞吐量减排量

1

1

15

7

2018年
洛杉矶港

细颗粒物排放

远洋船舶

42%

重型卡车

7%

货运火车

25%

货物装卸

6%
操作拖轮

20%

2018年
洛杉矶港

氮氧化物排放

远洋船舶

44%

重型卡车

23%

货运火车

14%

货物装卸

7%
操作拖轮

12%

阿拉米达走廊如何打通
绿色航运“中间一公里”？

制图/陈琛

注：单位吞吐量减排量单位为t/10000TEU

国际资讯

破解气候环境危机国际论坛召开

为世界能源绿色转型提供中国方案

WWF和一个地球自然基金会发布国内首套
海洋环境教育课程《守护蔚蓝》

呼吁各方参与海洋保护教育推广

□ 他山之石

第七届中法环境月十月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