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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44期新闻稿：耀武扬威者能让地球喘口气吗？
 

《塔库玛的报废汽车#2》克里斯·乔丹（美国）摄于2004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美国总统拜登在85辆轿车的车队护送下到达格拉斯哥，参加第26届联合国气候灾难缔约方大会
（COP26），这似乎证实了数月前他的“我是爱车人”的说法。我们在第11期红色警报《只有一个地
球》中详细介绍了气候灾难。全世界仅芬兰、安道尔、意大利的人均汽车拥有量高于美国，但三国人
口远少于美国。

https://dev.thetricontinental.org/zh/newsletterissue/cop26/
http://thetricontinental.org/
https://dev.thetricontinental.org/red-alert-11-environment/
https://www.afro.who.int/publications/global-status-report-road-safety-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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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出席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与方济各会面、参加COP26前，拜登就唆使其政府向欧佩克+产
油国施压，要求其“在供应方面满足需求”，即提高原油产量。就在美方强迫欧佩克+加大原油产量
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了一份关于全球排放的重要报告。报告指出，G20成员国的温室气体排放
量占全球总量近80%，其中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亚、美国的人均碳排放量最高。沙特阿拉伯人口
为3400万，澳大利亚为2600万人，远低于美国的3.3亿。由此可见，美国的二氧化碳总排放量比沙特
阿拉伯和澳大利亚高得多。澳大利亚的总碳排放量仅占全球的1.2%，沙特阿拉伯占1.8%，美国却高
达14.8%。

 

《十六道行旅护身符之12》弗朗切斯科·克莱门特（意大利）作于2012至2013年

 

格拉斯哥会议前，G20领导人齐聚罗马，明确各国应对气候灾难的举措。会议达成的联合公报《二十

https://twitter.com/JavierBlas/status/1454726201826754560
https://www.unep.org/resources/emissions-gap-report-2021
https://www.learningfromchina.net/cop26-why-advanced-countries-must-proportionately-make-by-far-the-biggest-cuts-in-carbon-emissions-factual-briefing/
https://www.g20.org/wp-content/uploads/2021/10/G20-ROME-LEADERS-DECLAR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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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集团领导人罗马峰会宣言》言辞不痛不痒，使用了“取得进展”、“加强行动”、“扩大规模”等
字眼。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若无法减少碳排，全球升温与工业化前相
比不超过1.5℃的关键目标则难以实现。IPCC指出，假如从现在起直到实现净零排放时减排至300千
兆吨，达成上述目标几率为83%。若只能减排至900千兆吨，那么全球升温控制在1.5℃以内的几率仅
有17%。目前每年有35千兆吨碳排来自化石燃料。IPCC表示，越早实现全球净零排放，越有可能阻止
灾难性的全球变暖。

2015年巴黎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各大国对“净零排放”只字不提。多亏IPCC报告和针对
气候危机的群众行动，以“爱车人”自居的领导人现在不得不开始谈论这个话题。虽然2050年必须实
现净零排放已经提出多年，但G20的声明仍然将其忽略，只模糊地表述为“到本世纪中叶前后”必须
实现。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人为温室气体，它的全球排放问题也少有提及。

 

《美丽而脆弱的地球生物》伊万·苏斯蒂卡（印度尼西亚）作于2020年

 

https://www.g20.org/wp-content/uploads/2021/10/G20-ROME-LEADERS-DECLARATION.pdf
https://www.ipcc.ch/report/sixth-assessment-report-working-group-i/
https://www.globalcarbonproject.org/carbonbudget/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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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26会议召开前夕，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呼吁：“是时候抛弃空洞的讲话、
背弃的诺言、落空的承诺。制定法律、实施计划、迅速投入适当资金已刻不容缓。”然而，自1992年
的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这个进程却不断推迟。在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
环境会议上，各国做出了两个承诺：扭转环境恶化局面、确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但有区
别的责任”。显然，以西方和老牌殖民国家为主的发达国家早已超额使用了其“碳预算”，发展中国
家在造成气候灾难方面责任较小，却很难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

里约宣言所倡导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影响了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和2015年的《巴黎协定》。
承诺成了一纸空谈。发达国家承诺进行“气候融资”，以减轻气候灾难造成的严重后果、用其他能源
代替碳基能源。然而绿色气候基金会的资金远低于2009年所承诺的每年1000亿美金。G20罗马峰会也
未能就这一空头支票达成共识。而以发达国家为主的政府在2020年3月到2021年3月疫情期间为刺激经
济共支出了高达16万亿美元的财政拨款，这一鲜明对比不容忽视。鉴于严肃讨论气候融资已不现
实，COP26极有可能以失败告终。

 

《湖滨》何能（中国）作于1986年

 

https://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7723&LangID=E
https://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generalassembly/docs/globalcompact/A_CONF.151_26_Vol.I_Declaration.pdf
https://www.greenclimate.fund/
https://www.imf.org/en/Topics/imf-and-covid19/Fiscal-Policies-Database-in-Response-to-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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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是，COP26的进程被危险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裹胁，主要原因在于美国企图阻止中国的科技发
展。煤炭是争论的焦点，有人提出，碳减排只有在中国和印度削减火电厂数量的基础上才可能实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的联大会议上表明：“中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
和”。他还表示，中国“不会在海外新建燃煤电项目。”这一发言具有里程碑意义，承诺力度之大远
超其他大国。西方国家主导的争论绝非想要实现承诺，而是诋毁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将气候灾难归罪
于它们。

经济学家约翰·罗斯在研究IPCC的数据后表示，根据美国提出的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排50-52%的计
划，到2030年其人均碳排放量仍将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20%。假设美国实现该目标，其2030年的人均碳
排放量将比中国目前水平多出42%。美国希望2030年前全球减排一半。按照当前不平衡的排放基线，
美国可以排放8.0吨二氧化碳，中国3.7吨，巴西1.2吨，印度1吨，刚果民主共和国0.02吨。罗斯表示，
中国目前的人均碳排量仅为美国的46%，其他发展中国家则更少，印度尼西亚的人均碳排量是美国
的15%，巴西是美国的14%，印度是美国的12%。更多详情，请关注由斯瓦米纳坦研究基金会和印度班
加罗尔国家高等研究院共同开发的气候公平监测仪网站（Climate Equity Monitor）。

发达国家对迫在眉睫的能源转型毫不关心，反而诋毁中国、印度等个别发展中国家。能源转型委员会
的报告《使实现净零经济成为可能》（Making Mission Possible: Delivering a Net-Zero Economy）预计，
能源转型支出到2050年将占全球GDP的0.5%。但与岛国消失、气候模式日趋变化无常等灾难性后果
相比，这个数字微不足道。

陆上风电厂、太阳能光伏电池、电池等关键技术成本的下降，使能源转型成本随之下降。但我们必须
认识到，成本是人为压低的。因为开采为这些技术供能的矿物和金属的矿工只能赚取微薄的工资，比
如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钴旷工；也因为南方国家收取了极少的原材料使用费。如果据实支付成本，能源
转型将花费更多资金，南方国家便可掌握足够的资源用于能源转型，无需依靠气候资金。

 

http://en.people.cn/n3/2021/1029/c90000-9913373.html
https://mronline.org/2021/10/31/cop26-why-advanced-countries-must-proportionately-make-by-far-the-biggest-cuts-in-carbon-emissions-factual-briefing/?utm_source=rss&utm_medium=rss&utm_campaign=cop26-why-advanced-countries-must-proportionately-make-by-far-the-biggest-cuts-in-carbon-emissions-factual-briefing
https://www.mssrf.org/
https://www.nias.res.in/
https://climateequitymonitor.in/
https://www.energy-transitions.org/publications/making-mission-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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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之子7》维克多·埃希哈梅诺（尼日利亚）作于2015年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将与国际人民大会的代表们一同出席格拉斯哥大会，参加多场活动，调查群众组织
的看法。在会上，我和来自尼日利亚贝宁地球母亲健康基金会（Health of Mother Earth Foundation）
的恩尼莫·贝西谈到了气候灾难问题。他的诗作《回归自然》感染力十足，摘录如下：

 

鏖战正酣

谁非要侵吞碳预算

让地球母亲笼罩在漫天雾霾中

谁需要积压气候债务

哪些人又将为碳排放所困？

 

拓殖生物圈

https://ipa-aip.org/
https://home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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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全人类

在萧杀的拓殖版图上标注的希望

被好事者荼毒，给它安上炸弹，在血水上漂浮

…

 

梦想已去，雄鸡已鸣

叛徒攀着树枝，做出来回摆动的样子

少数人为新闻报道流下些许眼泪

 

 鹰乘着哀婉的风悠然翱翔，搜寻不幸的猎物

剧痛的手臂拍打丧鼓，将它震裂

长笛低吟着遗忘已久的哀歌，恍若从泯灭的历史岁月深处油然浮现

当大地的儿女收拾起破碎而神圣的山河森林

地球母亲苏醒，拥抱有形无形的孩子

人类总算回归了本真。

 

热忱的，

Vij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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