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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10月24日，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中）出
席在纽约举行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颁奖晚宴。

▼ 2019 年 11 月
21日，美国前国务卿亨
利·基辛格（左）在北京
举行的创新经济论坛上
发言。

▲ 2009 年 4 月
30日，美国前国务卿亨
利·基辛格在华盛顿举
行的百人会第18届年
会上发言。

全球气温屡创历史新高，极端天气事件日益
频发，气候危机正威胁世界每个角落。多个国际
机构强调，全球减排“窗口正在迅速关闭”，人类
需要刻不容缓的气候行动，尽快减少排放，以避
免因气候变化引发的一系列严重灾难。

在这一背景下，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2 日在阿
联酋迪拜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
下简称《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
举世瞩目。本届大会需要完成《巴黎协定》的首次
全球盘点，解决一系列关于落实的问题，并充分
响应发展中国家和脆弱群体的关切，以找到关键
问题的切实解决方案。

首次全球盘点应成“转折点”
依据《巴黎协定》第十四条的规定，《公约》缔

约方会议应在 2023 年进行第一次全球盘点，此
后每 5 年进行一次，旨在评估实现《巴黎协定》宗

旨和长期目标的集体进展情况。
然而，全球气候变化形势严峻。根据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近期发布的 2023 年排放差距报告估
计，在当前排放量的基础上，2030 年全球温室气
体排放量要减少 28%，才能实现《巴黎协定》中到
本世纪末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 2 摄氏度以下
的目标，要减少 42%才能实现 1.5摄氏度目标。

另一份近期发布的有关第一次全球盘点技术
对话的综合报告也指出，减排窗口正在关闭，目前
全球气候行动仍不足以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

“这份综合报告把牌摆到了桌面上——只不
过这不是一场游戏。国际社会没有走上实现《巴
黎协定》长期目标的轨道，确保宜居和可持续未
来的机会之窗正在迅速关闭。”《公约》秘书处执
行秘书西蒙·斯蒂尔在一份声明中说。

《公约》秘书处在大会召开前发布的新闻公
报中强调此次全球盘点“必须成为转折点”，并要

求各方采取果断行动，在 2030 年前弥补关键性
差距，对全球盘点作出强有力的回应。

COP28应开辟“新道路”
主题为“团结、行动、落实”的 COP28，除了

要完成首次全球盘点，还需要解决一系列关于落
实的问题，重点讨论包括减排与能源转型，适应
与损失和损害，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支持，以及
加强国际合作等问题。

《公约》秘书处在新闻公报中指出，COP28
必须开辟一条“新道路”，即快速推进能源转型，
解决气候融资问题，按规定运行损失和损害基
金，通过粮食、卫生健康和自然等方面的行动改
善民众的生活，并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

大会正式开幕前，COP28 候任主席苏丹·贾
比尔表示，积极的势头已经出现。他强调，中美近
期达成的共识是COP28前的一项重要成果。中美

《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
响应了国际社会对采取气候行动的持续呼声。

国际气候资金承诺应兑现
国际社会呼吁，本届大会应就全球适应目标

达成有力决定，完成损失和损害资金机制建设，
充分响应发展中国家长期呼吁的资金、技术及能
力建设支持需要。全球适应目标的概念来自《巴
黎协定》，旨在提高全球适应能力、增强复原力并
减少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

“许多脆弱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和最不发达国家，已经在经历超出人们所能适应
的气候变化后果。”贾比尔在大会召开前说。

适应与损失和损害是许多气候脆弱国家的
两个核心关注议题。对于排放量较低、极易受到
气候影响的脆弱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是首要任
务。发达国家的历史累积排放量相对更大，但较

贫困国家正在不成比例地遭受气候灾害导致的
损失和损害，这个问题受到广泛关注。

在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发达国
家承诺每年提供至少1000亿美元资金，帮助发展中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但这个承诺一直没有兑现。发
展中国家呼吁，发达国家应切实兑现每年1000亿美
元气候资金的承诺，明确适应资金翻倍路线图。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从许多方面来
看，气候资金如果充足并进行正确投资，就是实
现气候公正的途径。

中国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夏应
显表示，COP28 应发出推动各方合作应对气候
变化的强烈信号，确保全球气候治理沿着正确轨
道行稳致远。

联合国气候变化迪拜大会亟待解决哪些问题

本版图文均据新华社电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当地时
间 11 月 29 日在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家中
去世，享年 100岁。

基辛格是世界著名战略家，也是中
国人民的老朋友和好朋友。半个世纪前，
他以卓越的战略眼光，为中美关系正常
化作出历史性贡献，既造福了两国，也改
变了世界。

“最卓越的外交成就”

1971 年 7 月 9 日，北京，钓鱼台国宾
馆 5 号楼。周恩来在这里同秘密访华的
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
举行会谈。

7 月 8 日，基辛格飞抵伊斯兰堡，在
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举行的晚宴上
以“肚子不适”为由离开，前往巴总统别
墅“治疗和休养”。次日，他乘坐巴基斯坦
航空公司专机飞抵北京南苑机场，成为
新中国成立后到访的第一位美国政府高
级官员。

陪同基辛格秘密访华、后来出任美
国驻华大使的温斯顿·洛德回忆，那次访
问最重要的任务是双方协商形成公告，
宣布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将访华。7
月 16 日，公告发布，尼克松即将访问中
国的消息震惊了世界。

同年 10 月 20 日至 26 日，基辛格第
二次访华。在这次公开访问期间，中美双
方就尼克松访华的联合公报进行谈判。
11 月 30 日，新华社受权发表公告，宣布
尼克松将于 1972 年 2 月 21 日开始对中
国进行访问。

基辛格与中方携手促成尼克松这趟
“破冰之旅”，实现“跨越太平洋的握手”。
1979年 1月 1日，中美正式建交。

有西方媒体将基辛格秘密访华称为
他“最卓越的外交成就”。基辛格回忆说：

“我们知道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对于
世界和平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在那个时
候就为自己确定了任务，就是决心向着
关系正常化，向着确立美中两国人民的
友好关系前进。”

“一生中一半时间都在为
美中关系工作”

2023 年 7 月 20 日，北京，钓鱼台国
宾馆 5 号楼。一幅梅花不畏寒冬而盛放
的中国画前，习近平主席会见了到访的

基辛格。
基辛格感谢习近平主席将会见地点

选择在这个他当年首次访华会见中方领
导人的地方。他说，我愿继续为增进美中
两国人民相互理解作出努力。

数十年来，基辛格百余次访华。“我
一生中一半时间都在为美中关系工作。”
10 月下旬，基辛格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
会举行的年度颁奖晚宴上说道。

如今，一些美国政客患有“对华焦虑
症”，而基辛格为中美关系发展的奔走显
得格外宝贵，他的呼声显得格外客观冷
静。他说，两国合作不仅利于双方，还惠
及人类，而冲突和对抗只会导致灾难。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相互学习；至关
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以脱钩的方式开
展下一步工作。”

基辛格有这样深刻的认识，源于他
对中美两国的观察与了解。在他看来，美
国需要与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共
存。基辛格认为，美国“过度关注”自身利
益，其外交政策如果无法平衡美国与全
球的利益，美国“将变得孤立”。

尽管中美关系经历波折，但基辛格
始终相信，美中之间的和平与合作至关
重要，符合两国和世界的利益。“正如我
50 年前所相信的那样，我们能找到克服
困难的出路。”

谋求“多个力量均衡稳定
的国际体系”

1923 年 5 月 27 日，基辛格出生在德
国菲尔特。1938年，全家逃离纳粹德国魔
爪，辗转到美国纽约定居。在美军服役
后，他在哈佛大学一路读到博士，随后留
校任教。他一直渴望在外交舞台上一展
抱负。1968年共和党党内预选过后，基辛
格被成功出线的尼克松招至麾下，次年
出任尼克松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基辛格深得尼克松信任，成为其外
交决策的主要智囊，风头甚至盖过时任
国务卿罗杰斯。导致尼克松下台的“水门
事件”也未能影响基辛格的地位。1973
年至 1975 年，他甚至同时担任国务卿和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7 年，基辛
格辞去国务卿职务，离开白宫。

基辛格是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和地缘
政治理论的践行者，主张借助外交手段
维护美国国家利益，致力于谋求“多个力
量均衡稳定的国际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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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 年
3 月 18 日，美国
前国务卿亨利·
基辛格在中国人
民对外友好协会
纪念中美“乒乓
外交”30 周年的
招待会开始前挥
拍助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