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兴都库什山下的孩子们。这座山深处即巴米扬山谷，
古代梵衍那国的所在。玄奘曾对此地“金色晃曜，宝饰焕烂”
的一对巨大立佛和一座长千余尺的卧佛像赞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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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童克难

“气候变化是 21 世纪人类面临的
最大挑战，直接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应对气候
变化，国际合作是必不可少的途径与
保障。”湖北经济学院低碳经济学院
常务副院长、碳排放权交易湖北省协
同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孙永平表示。

在孙永平看来，全球应对气候变
化将引发全球发展观念、发展模式、发
展路径和社会文明形态的根本性变
革，并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世界政治、经
济和科技竞争格局。全球气候治理面
临哪些挑战？还有哪些缺口？孙永平
就此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关注点一：领导力缺口，利益
诉求不同导致治理意愿不同

气候变化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
战，但各国气候治理的意愿并不相同。

“随着发展中国家碳排放量的逐
渐增加和国力的日益增强，参与全球
气候治理的意愿和能力显著提升。”
在孙永平看来，各国参与全球气候治
理的意愿与本国利益的一致性高度
相关。

孙永平解释说，作为倡导者的欧
盟，其诉求是维持全球气候治理中的
影响力，保持绿色低碳相关产业和技
术方面的优势。除了欧盟，由美国、加
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哈萨克斯坦、
挪威、俄罗斯、乌克兰及日本等非欧盟
发达国家组成的伞形国家集团也是应
对气候变化不可忽视的力量。

同样作为参与者的 77 国集团，其
参与的内生动力是能源结构和产业结
构转型，治理环境污染，以促进可持续
发展。

此外，全球气候治理中还有积极
参与的小岛屿国家联盟（AOSIS）和被
动的参与者——最不发达国家联盟

（LDCs）。
其中，AOSIS 的诉求是更有力度

的 温 控 目 标 、提 升 气 候 变 化 适 应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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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国土安全性，而 LDCs 的诉
求 更 多 则 是 资 金 和 技 术 援 助 ，
提高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和减少
贫困。

“全球气候治理中责任义务
的分担和各方利益诉求的差异，
将影响国家间权力的博弈和竞争
格局。”孙永平说。

关注点二：减排缺口，实
现《巴黎协定》的2030年
目标难度很大

按照《巴黎协定》温控目标,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需要在 2030
年之前减少一半,在 2050 年左右
达到零排放。

“但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
布的报告来看，2017 年到 2020 年
全球实现气候变化目标的缺口并
没有缩小。”孙永平说。

“按照测算，到 2030 年，实现
将 温 升 控 制 在 2℃ 的 目 标 的 减
排 缺 口 是 13.5 GtCO2”孙 永 平
进一步解释，在这样的背景下，
即使国家自主减排贡献方案全
面 实 施 ，到 2100 年 ，全 球 气 温
升幅仍将达到 2.6℃-3.1℃，很难
实现《巴黎协定》提出的 2℃的温
控目标。

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
经济复苏带来的挑战。

孙永平表示，尽管新冠肺炎
疫情减缓了全球排放，但是并未
扭转总体排放趋势。所以绿色
复 苏 对 于 全 球 气 候 治 理 极 为
关键。

按 照 国 际 能 源 署（IEA）的
估 算 ，全 球 仅 2%的 政 府 支 出 被
分配给清洁能源转型。5%的电
力消费增长中，50%由化石能源
满足。

“所以应对气候变化，在减排
方面还需付出更大的努力，为了
避免未来的高碳锁定，各国必须
坚持绿色复苏。”孙永平说。

关注点三：资金技术缺
口，发达国家应承担更多
责任

“应对气候变化，资金必不可
少。从目前的情况看，全球投入的
资金规模为 225亿美元，距离需要
的 560 亿美元-730 亿美元资金规
模还有很大缺口。”孙永平说。

《巴黎协定》第九条第一款明
确提出，“发达国家缔约方应为协
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减缓和适应
两方面提供资金”。

根 据 历 史 排 放 量 等 指 标 核
算，美国本该是最大的资金来源
国，但美国的态度反复变化，影响
了其他发达国家继续提供资金的
动力。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各国经
济雪上加霜，发达国家履行资金
承诺的可能性进一步下降。

“发达国家承担应有的责任，
才能弥补目前在资金方面的缺
口。”孙永平表示。除了资金的投
入，发达国家还应分享掌握的低
碳及碳减排方面的技术。

在孙永平看来，人类已拥有的
低碳及碳减排技术与人类提出的
碳中和目标之间具有很大的差距，
现有节能的减排技术部分还不能
达到大规模商业应用的要求。

而成熟的技术往往掌握在发
达国家手中，受到知识产权保护，
很难通过援助的形式从发达国家
流向发展中国家。由于一些发达
国家的反对，《巴黎协定》对气候有
益技术转让条款也作了模糊化处
理，并无明确的共识和实施规则。

“如何利用现有知识产权国
际保护与合作机制，提高发达国
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气候有益技
术转让的实质效果，帮助发展中
国家实现减排目标，将成为未来
全球气候变化知识产权问题谈判
的关键。”孙永平说。

编者按
世界对阿富汗的关注还在持续。继《多山内陆国的怅然》

一文之后，本文继续以自然环境和资源禀赋的角度，带您走近

真实的阿富汗，探讨这个坐拥巨量矿藏的国家，想要通过矿产

开发推动经济发展的话，面临怎样的困局以及如何破局。

引入参与式保障体系，增强农户生产积极性
——菲律宾驻华大使馆农业参赞谈菲律宾有机农业发展

◆本报记者文雯

菲律宾是东南亚地区有机农业建设起步较早、
发展较快的国家之一。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菲
律宾就开始探索有机农业。如今30多年过去了，
菲律宾在有机农业方面做出了哪些努力，总结出哪

些经验？在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菲律
宾大使馆举办的《菲律宾，未来可期》主题路演活动
上，菲律宾驻华大使馆农业参赞安娜（Ana GM B·
Abejuela）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战乱深重、经济衰败、社会分
裂……深重的苦难下，阿富汗民众
似乎难以看到希望，但好在上天给
予 了 阿 富 汗 不 菲 的 馈 赠 ——
矿藏。

如果能与周边和相关区域
建立良好的互联互通网络，阿富
汗有希望成为中亚与阿拉伯海
沿岸国家以及中东贸易上的重
要节点，成为重要的铜矿石、天
然气出口国。

阿富汗究竟有多少矿产资
源？先来列举几类。

铜矿。阿富汗铜矿资源量
约为 6000 万吨，相当于全球的
4%，其中从喀布尔省延伸到卢
格尔省的铜矿带，是世界上现已
探明的巨型铜矿之一。最具开
采价值的是位于喀布尔市以南
30 千米处的艾娜克铜矿，已探
明矿石总储量约 7 亿吨，铜金属
总量达 1133 万吨，且矿石品质
极高，曾吸引前苏联对此进行了
十多年的勘探和试开采。

阿富汗的东南和东北有金
银锌铁等自然资源，东北部有珍
贵的青金石、祖母绿、绿松石和
青蓝等矿脉。

阿富汗还可能拥有全球第
五大铁矿脉。中部的巴米扬省
内有一座世界级大铁矿，总储量
近 20 亿吨。但矿区大部分位于
海拔 4000 米的高原地区，开采
难度巨大。前苏联也曾计划开

发，最终没有付诸行动。
除此之外，阿富汗还有丰富

的锂、锡、钽、铌、铬、铍、铅、锌、
汞、镍和稀有金属资源，均未进
行成规模的开发。

唯一例外的是金矿。阿富
汗拥有多处金矿，最著名的塔哈
尔省砂金矿矿长约 8000 米，宽
约 1500 米，砂矿总量约 7000 万
立 方 米 ，含 金 量 为 200 克/立 方
米 -400 克/立 方 米 。 这 矿 藏 已
开采多年，接近枯竭。

为什么阿富汗成为矿藏聚
集的“风水宝地”？

印度古陆与欧亚古陆撞击
而隆起的兴都库什山脉占据阿
富汗国土的 3/4。剧烈碰撞等因
素导致隐藏在地壳深处的矿物
被强大的地球能量挤出，堆积在
地表。

阿富汗丰富的矿藏引起世
界的关注,公布的数据也在不断
刷新着人们的认知。2010 年 6
月 13 日，五角大楼在一份报告
中公布，美地质学家根据对前苏
联专家遗留资料的研究预估，阿
富汗地区蕴藏着价值一万亿美
元的矿产资源。这远远超出任
何以往已知的数值。2010 年 6
月 17 日，时任阿富汗矿产和工
业部部长的沙赫拉尼更声称阿
富汗未开发矿产资源价值 3 万
亿美元以上。

在全球范围内，已知的非能

源矿产价值超过一万亿美元的
国家只有俄罗斯、南非、加拿大、
澳大利亚四国。阿富汗全国不
足 3000 万人，如果真的拥有价
值 3 万亿美元的自然资源，那么
其 人 均 占 有 量 将 超 过 10 万
美元。

坐拥令人羡慕的矿藏，阿富
汗为什么依然极度贫穷？

来 看 看 阿 富 汗 的 投 资 环
境。据世界银行《2018 年营商环
境报告》，阿富汗在全球 191 个
经 济 体 中 营 商 环 境 排 名 第 183
位。联合国发布的《2018 年全球
幸福指数报告》中，阿富汗在 156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中 位 列 145 位 。
根据国际组织 2018 年发布的报
告，阿富汗在全球 180 个国家和
地 区 中 ，清 廉 指 数 排 名 第
177位。

因 此 ，阿 富 汗 虽 然 矿 藏 丰
富，但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影响
最大的是安全问题。

“如果你从沙里诺区走到卡
德帕湾区去买地毯，就算你能通
过所有的关卡，也得冒着被狙击
手枪杀或者被火箭炮炸飞的危
险。”这是卡德勒·胡塞尼所著

《追风筝的人》中的一段话，描述
的是 20 世纪 90 年代阿富汗内战
时期喀布尔日常生活的场景。

阿富汗经济落后，自身无力
进行矿产勘探和开发，急需国际
合作。但动荡的局势无疑让这
种合作困难重重。

2008 年，我国中冶—江铜联
合体在阿富汗拿下大型外资矿
产项目——艾娜克铜矿项目开
发权，总投资 42亿美元。

这是一个“巨无霸”式的项
目。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5 年
内，艾娜克铜勘探区将变身为全
球最大的露天矿场之一。

但直到今天，这个项目尚无
实质性进展。

“一方面，项目所在地发现
了多处阿富汗文物遗址。另一
方面，矿区周边的土地搬迁问题
比较麻烦。还有一些武装分子
一直试图摧毁这个政府旗舰矿
业项目。”一位中冶人士早前接
受媒体采访时说。

有 业 内 人 士 分 析 ，考 古 发
掘、交通基础设施落后、居民动
迁等都不是主要原因，最核心的
还是安全问题。这一铜矿所在
地区经常受到袭击。

另 外 ，工 矿 企 业 想 顺 利 运
行，基础设施少不了。中冶—江
铜联合体之所以能中标艾娜克
铜矿项目，答应修建相应的配套
设施绝对是有力的加分项。

除此以外，缺乏强有力的中
央政府主导矿产开发、文盲多、
法律体系不健全……阿富汗想
要将万亿矿藏转化为实际财富，
任重而道远。

这批矿产的命运将何去何
从 ？ 阿 富 汗 矿 业 投 资 到 底 前
景如何？周边邻国是否能与阿
富汗通过优势互补，实现互惠互
利？目前似乎很难看到答案，尚
需假以时日。

“要想富，先修路。”在漫长
的未来，如若塔利班能穿越重重
阻力，建立稳固有力的政权控制
全国，那么，在矿产开发这条道
路上，逐步完善交通体系势在必
行。此外，阿富汗需要不断完善
与矿产开发配套的其他基础设
施建设，并进一步开展系统的地
质调查研究及矿产勘查工作。

对外，则需要争取国际社会
的认可，从而获取大量技术、资
金等的支持。只有以实际行动
回应国际社会关切，才能让阿富
汗实现矿业的良性发展，恢复正
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实现这样的愿望，阿富汗人
已经等了太多年。

凭海听风
从自然环境和资源禀赋的角度看阿富汗（二）

矿藏聚集的“风水宝地”
◆浅杉微

▶菲律宾驻
华大使馆农
业参赞安娜
（Ana GM
B·Abejuela）

中国环境报：菲 律 宾 的 玛
雅 农 场 作 为 有 机 农 场 在 世 界
上非常著名，这种有机农场在
菲律宾普遍吗？

安娜参赞：玛 雅 农 场 位 于
菲律宾大马尼拉附近，上世纪
80 年代，农场的农林牧副渔生
产 形 成 了 一 个 良 性 循 环 的 农
业 生 态 系 统 。 玛 雅 农 场 也 是
目前菲律宾存在时间最长、实
现 生 物 物 质 充 分 循 环 利 用 的
一个生态农业典范。

玛雅农场的前身是一个面
粉厂，经营者为了充分利用面
粉厂产生的大量麸皮，建设了
养畜场和鱼塘；为增加农场的
收入，建设了肉食加工和罐头
制造厂。随着农场的发展，经
营 主 开 拓 了 一 块 24 公 顷 的 丘
陵 地 ，扩 大 了 生 产 规 模 ，取 名
为玛雅农场。

为了控制粪肥污染和循环
利用各种废弃物，玛雅农场陆
续 建 设 了 十 几 个 沼 气 生 产 车
间，每天产生沼气十几万立方
米，提供农场生产和家庭生活
所需要的能源。

另 外 ，从 产 气 后 的 沼 渣
中 ，还 可 回 收 一 些 牲 畜 饲 料 ，
其 余 用 于 制 作 有 机 肥 料 。 产
气 后 的 沼 液 经 藻 类 氧 化 塘 处
理 后 ，送 入 水 塘 养 鱼 养 鸭 ，最

后再取塘水、塘泥去肥田。
玛 雅 农 场 不 用 从 外

部购买原料、燃料、肥

料 ，没 有 废 气 、废 水 和 废 渣 污
染，符合生态学原理。类似玛
雅 农 场 这 样 形 成 农 作 物 、牲
畜、渔业等比较完整循环链条
的有机农场，目前在菲律宾还
很 少 见 。 菲 律 宾 绝 大 多 数 有
机农场都是因地制宜建设的，
不 一 定 能 够 拥 有 如 此 完 整 的
循环链条。

中国环境报：菲 律 宾 有 机
农 业 发 展 现 状 如 何 ？ 是 否 有
法律支持？

安娜参赞：1999 年，菲律宾
只有 9 个有机农场。2013 年，菲
律宾的有机农场数量达到 3008
个，种植面积占全部农业种植
面积的 0.8％。

菲律宾政府非常支持有机
农业发展。1993 年,菲律宾农业
部响应“菲律宾议程 21”中的承
诺,成立土壤和水管理局,启动

“平衡农用肥料计划”和“综合
害虫管理规划”,以减轻和改善
因过度使用化肥和农药引起的
环境问题,进而有效控制害虫数
量,提高土壤肥力,保持农业环
境 健 康, 同 时 使 经 济 效 益 最
大化。

1997 年，菲律宾出台《农业
和渔业现代化法案》，要求在促
进菲律宾农业现代化的同时确
保食品安全、减少贫困和营养
不良、抑制环境退化、提高农业
竞争力。

2002 年 ，菲 律 宾 有 机 产 品
认证中心成立，发布有机产品
认证和监管计划。

2003 年 ，菲 律 宾 国 家 农 渔
产品标准局颁布了菲律宾有机
农业国家标准。菲律宾有机农
业标准是以国际公认的标准为
基础的，所以得到认证的有机
产品可以顺利进入美国、欧盟、
日本和韩国等市场。

2004 年 ，菲 律 宾 建 立 国 家
有机农业局，通过设立从事有
机农业各方的网络和制定国内
有机农业发展路线图来促进有
机农业在菲律宾的发展。从此
以后，发展有机农业作为国家
农 业 生 产 计 划 的 有 机 组 成 部
分,正 式 成 为 中 央 政 府 各 相 关
机构必须合力推动和完成的重
要 任 务,各 地 方 政 府 也 结 合 当
地 农 业 生 产 传 统 和 市 场 需 求,
积 极 推 动 小 规 模 有 机 农 场 的
发展。

2010 年，菲律宾出台《有机
农业法》，发展有机农业已经成
为菲律宾国家农业战略。这部
法律规定，贸易、财政及银行等
政府部门应大力支持有机农业
生产和从事有机农业生产的农
民。他们可免交设备进口税和
生产资料增值税。

2012 年，菲律宾颁布《有机
农业规划》，指导和推进有机农
业发展。菲律宾国家有机农业
委员会批准了将参与式保障体
系（PGS）纳入国家有机标准的
决议。

2019 年，IFOAMAsia（亚洲

国际有机农业联盟）在菲律宾
设立了代表处。

中国环境报：菲 律 宾 如 何
推 动 有 机 农 业 发 展 ？ 有 哪 些
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安娜参赞：菲 律 宾 地 方 政
府 和 当 地 非 政 府 组 织 合 作,改
变 了 有 机 农 产 品 必 须 由 第 三
方 认 证 的 教 条 做 法,引 入 在 国
际社会得到广泛承认的“参与
式 保 障 体 系 ”, 增 强 农 户 从 事
有机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2010 年 ，菲 律 宾《有 机 农
业法》规定,有机农产品必须得
到 第 三 方 认 证 才 可 进 入 市 场
销 售 。 而 第 三 方 认 证 的 费 用
每 年 高 达 5 万 比 索 。 这 对 大
型 出 口 企 业 不 算 高,但 对 小 农
户 来 说 是 难 以 承 受 的 。 菲 律
宾的非政府组织“农业开发合
作伙伴关系”根据国际有机农
业 运 动 联 盟 的 标 准 建 立 自 己
的 参 与 式 保 障 体 系,并 得 到 国
际 有 机 农 业 运 动 联 盟 的 承
认 。 参 与 式 保 障 体 系 坚 持 国
际 公 认 的 有 机 农 产 品 标 准,以
相互信任为基础联合生产者、
消费者、当地政府官员、学者、
非 政 府 组 织 代 表 等 利 益 相 关
者进行共同监管，保障产品质
量,共同承担责任。

相 比 第 三 方 认 证 ，参 与 式
保 障 体 系 认 证 降 低 了 农 户 进
行有机农业生产认证的成本，
鼓 励 小 农 户 和 小 农 场 为 国 内
和地方市场生产有机产品。

此 外 ，菲 律 宾 政 府 规 定 ，
进 行 有 机 种 植 的 农 户 会 得 到
低息贷款甚至免息贷款，这也
极 大 地 调 动 了 农 户 发 展 有 机
农业的积极性。

中国环境报：新冠肺炎疫
情 对 菲 律 宾 有 机 农 业 发 展 有
什 么 影 响 ？ 未 来 菲 律 宾 和 中
国 在 有 机 农 业 方 面 将 会 有 哪
些合作？

安娜参赞：农 业 综 合 业 务
部 门 对 菲 律 宾 经 济 的 工 业 化
发展有很大的贡献，是菲律宾
2020 年唯一增长的部门。

与 其 他 行 业 受 疫 情 影 响
较大相比，菲律宾的有机农业
反 而 在 疫 情 期 间 得 到 了 更 好
的 发 展 。 疫 情 导 致 的 人 力 缺
乏 和 交 通 限 制 让 菲 律 宾 的 化
肥农药供应紧张，很多农场不
得不寻找新的肥料来源。

为 了 降 低 成 本 ，禽 畜 粪 便
等 废 弃 物 被 大 量 用 来 当 做 肥
料，无形中促进了农场向有机农
业方向发展。政府还专门出台
相关技术指导方案，借机推动有
机或者说生态农业发展。

菲 律 宾 政 府 在 疫 情 期 间
支持农业和渔业发展，2020 年
设 立 名 为“ 大 种 特 种 ”（Plant
Plant Plant）的 行 动 纲 要 ，为 农
作 物 、牲 畜 、家 禽 和 渔 业 提 供
全面计划，旨在提高粮食充足
率 ，增 强 菲 律 宾 农 产 品 竞 争
力。2021 年，这个行动仍在继
续实施。

本报记者张倩北京报道 9 月
14 日，《生物多样性与能源电力
革命》出版发行仪式举行。

本书由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
合作组织（以下简称“合作组织”）
研究编制，是 首 部 系 统 阐 述 生
物多样性与能源电力革命关系
的 专 著 ，兼 具 创 新 性 、科 普 性 、
指 导 性 ，揭 示 了 化 石 能 源 开 发
利 用 对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影 响 ，创
新提出以全球能源互联网为载
体推动能源电力革命、促进实现
生物多样性目标的一揽子方案和
行动路线图。

《生物多样性与能源电力革
命》提出，生物多样性全球性危
机，其主要驱动因素包含气候变
化、环境污染、栖息地破坏、生物
资源过度消耗、生物入侵 5 个方

面，这些因素本质上都是由人类
活动引起的。以化石能源为主导
的不合理能源发展方式对生物多
样性危机五大驱动因素都有直接
或间接作用。全球能源互联网将
为改善生态环境带来五大方面、
16 个维度的综合效益，改变不合
理的能源开发利用方式，针对性
地减轻和消除威胁生物多样性的
五大驱动因素影响。

合作组织秘书长伍萱表示，
“能源发展方式不合理是导致生
物多样性丧失和环境破坏问题的
重要根源，关键要以清洁低碳发
展为核心加速能源电力革命，推
动建立新型能源发展模式，全面
减轻能源开发利用对自然生态圈
的影响，以能源电力革命促进解
决生物多样性问题。”

《生物多样性与能源电力革命》提出

以全球能源互联网为载体推动能源电力革命

环球 05
2021.09.17 星期五责编:张倩 孙浩 电话: (010)67164834 传真: (010)67113772 E-mail:zghjbgongjian@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