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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
“免疫鸿沟”累及大局

9月17日，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广场
上，约66万面白色旗帜铺满碧绿草坪。每
一面旗帜都代表着美国每一个死于新冠肺
炎的病人，气氛在肃穆中透着哀怨。
这是马里兰州视觉艺术家苏珊娜·弗斯

滕伯格为纪念美国新冠逝者而设计的特别
展览。令她更痛苦的是，由于每天死于新冠
肺炎的病人都在增加，她不得不连续添加白
旗。当10月3日活动结束时，旗帜已超过
70万面，约9公顷的展览面积已几近饱和。
今年是全球笼罩在新冠病毒阴影下的

第二年。尽管人类对病毒的知识积累不断
丰富，相关疫苗的研发和生产不断提速，但
疫情并没有迅速褪去。我们还记得：大批黑
衣蒙面人走上巴黎街头疯狂袭警，只为抗议
被迫再度收紧的防疫政策；当发达国家把大
批疫苗囤积过期时，非洲许多国家仍面临一
针难求的局面……
疫情的反复，与变异毒株的不断出现关

系密切。变异毒株“德尔塔”和“奥密克戎”先
后袭来。这不仅是贫富国家之间“免疫鸿沟”
的直接后果，也让世界各国付出了惨痛的代
价。尤其是“德尔塔”毒株，其传染性高、毒性
强，在北美、欧洲和印度造成医疗资源的严重
挤兑，使死亡病例大幅上升，也让全球经济复
苏陷入停滞，“抗疫疲劳”愈发普遍。
今年入冬之际，在南非又首次发现了“奥

密克戎”毒株。短短一个多月过去，这一毒株
已蔓延至全球超100个国家和地区，传染性
远甚“德尔塔”。尽管目前有研究称“奥密克
戎”的毒性不及“德尔塔”，但更为普遍的认知
是，在“奥密克戎”成为最主要的流行毒株前，
各国都不应低估其可能造成的威胁。
疫情的反复，更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负

责任地“躺平”紧密相关。首先，西方国家毫
无顾忌地遵循“疫苗民族主义”，不仅囤积过

剩疫苗，而且连承诺的疫苗援助也未完全兑
现。疫苗分配的极度失衡造成不发达国家
疫苗奇缺，为病毒的不断突变提供了可能。
其次，发达国家在应对疫情时暴露了严

重的政治社会问题，累及全球抗疫大局。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朱锋

认为，疫情以来的实践证明，西方政治体制、
社会价值同抗疫的客观需求之间存在难以
调和的结构性矛盾。以自诩为“民主灯塔”
的美国为例，一方面，保持社交距离、强制注
射疫苗等措施引发民间强烈的抵触与反感，
以至于拜登政府力推的强制疫苗接种法案
屡屡碰壁；另一方面，国会两党博弈升级，为
争取选票频繁对民粹主义妥协，以至于三权
分立的制度设计沦为相互掣肘，不断扯皮。
展望来年，朱锋表示最值得汲取的经验

教训主要有两点：一来，千万不可低估新冠
病毒，疫情防控常态化不可避免，过早解封
的英法等欧洲国家今冬再次沦为疫情“震
中”即是明证；二来，国际社会务必要加强团
结合作，非洲新冠疫苗7%的完全接种率是
人类文明之耻，国际社会亟需缩小抗疫中不
平衡与不平等的鸿沟。

气候变化
大国合作点亮希望

对于许多德国人而言，今年7月那场百
年一遇的洪水令他们难忘。在一场破纪录
的降雨过后，多条河流决堤，无数农田和村
镇被洪水淹没，数百人死亡或失踪，直接经
济损失超过百亿欧元。
然而，这场德国人眼中“二战以来最致

命的自然灾害”只是今年极端天气的冰山一
角。当西欧和东亚被致命降雨笼罩的时候，
北欧和北美多地也被创历史纪录的热浪持
续侵袭。12月席卷美国中部六州的“史上
最强之一”的系列龙卷风，让人们感受到大
自然的威力。
世界气象组织的研究显示，天气紊乱的

增多与迅速加剧的气候变化紧密相关。
联合国此前发布的报告估计，到2030

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将比2010年水平增
加16%。
然而，在过去20多年的气候谈判中困

扰世界的难题，依旧构成关键挑战。复旦大
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朱杰进表
示，格拉斯哥气候大会的焦点是《巴黎气候
变化协定》第六条，即各方如何通过相互合
作来减少排放。其中，减排目标的设定、碳
排放量计算和交易体系的建立及发达国家
应提供的资金与技术支持，仍是矛盾核心。
发达国家在碳排放总量上的历史责任

不容推卸，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仍是发
展中国家。个别占据话语权的发达国家在
实际谈判中极力渲染发展中国家减排量承
诺不够，意图迫使发展中国家承担与其能力
和累积排放量不相符的责任。
幸运的是，虽然谈判艰难，各方最终就

《巴黎协定》实施细则形成共识。
其中，中美两国在大会的最后时刻达成

强化气候行动联合宣言。一方面，中国气候
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表示气候变化是全人
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中美合作是唯一正确的
选择，中美合作可以办成许多有利于两国和
世界的大事。另一方面，中国强化自主贡献
目标，加快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
体系，积极探索低碳发展新模式，为推动全
球气候治理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朱杰进认为，《格拉斯哥气候协议》首次

明确计划减少煤炭用量，增加了对发展中国
家的财政援助，并计划在明年重新审视减排
计划，为实现1.5℃的控制目标保留了希
望。但如何确保协议的落实，避免后续行动
乏力仍是未来的主要挑战。

能源危机
或将仍在高位震荡

今年9月，英国数千个加油站前排起了

长龙，哪怕绝大多数加油站已挂上“燃油售
罄”的牌子。同时，国际市场天然气、石油与
煤炭价格飙涨，欧洲多数国家电价高企。

尽管10月过后，国际主要能源期货价
格有所回落，但随着北半球寒冬降临，在全
球能源供需失衡大背景下，能源危机在欧洲
地区愈演愈烈，给后疫情时代亟需重振经济
的各国敲响了警钟。

欧洲多国高度依赖相对清洁的天然气，
其在供暖、发电和工业生产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进入12月以来，欧洲天然气基准价
格最高时较年初上涨近800%。就连2022
年夏季天然气期货价格也涨破100欧元每
兆瓦时，在创下历史新高的同时意味着市场
认为这轮欧洲能源危机很可能延续到2022
年夏季。

随着天然气价格持续居高不下，欧洲限
电停电风险持续升高，普通民众今冬取暖已
成问题。因为早在入冬前，欧洲多国民众的
电力支出已上涨了约30%。

此外，能源价格上涨溢出的通胀效应愈
发明显，许多工业部门限制产量，不少供应
商倒闭。

虽然西方舆论普遍将这轮局部能源危
机的责任指向西方与俄罗斯围绕乌克兰问
题展开的地缘政治博弈，但在上海社科院研
究员、上海市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看来，这
是由一系列综合性因素导致的。

首先，由于美联储此前无限量化宽松，
全球通胀压力加剧，推动包括能源在内的大
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涨。欧盟统计局数据显
示，10月份欧元区通胀率攀升至4.1%，创13
年新高，其中能源价格同比大幅上涨
23.5%，是推高通胀的主因。

其次，全球经济复苏预期较高，而中东、
南美洲不少能源供给国开工率偏低，全球供
应链效率下降，运输成本大幅上升。欧佩克
集团虽已决定明年1月继续增产，但实际效
用具有滞后性，供需矛盾短期无法缓解。

再次，欧美等国大批资金投入新能源领
域，传统石化能源发展受到一定限制，尤其
是煤炭受到严格限制。但受气候、政策等因
素影响，核电、风力等能源又供应不足。

欧盟内部有分析指出，能源转型需要充
足的核电、煤电和天然气电站作为过渡阶段
的供给保障。

展望来年，徐明棋认为能源价格不会再
现飙涨，也不会迅速下跌，而是高位震荡。
美联储收紧银根有助于抑制通胀，新冠病毒
变异毒株引发的疫情反复也延缓了经济复
苏的步伐。同时，地缘政治冲突、人为炒作
等因素则导致能源价格容易出现波动。

回望一年来全球治理，当“奥密克戎”取
代“德尔塔”只是时间问题的时候，当北极最
高气温达到破纪录的38℃的时候，当非洲、
拉美等地的经济复苏日益滞后的时候……

种种事例无不证明人类是荣辱与共的
命运共同体。新的一年，前路虽愈加艰辛，
方向却更加清晰可见。

本报记者 杨一帆

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这一年全球治理阴霾笼罩：新冠病毒变异毒株不断出现，世界多地疫情连续反
复；洪涝、干旱、狂风等极端天气现象愈发频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更加紧迫；个别国家大水漫灌式的量化
宽松收效不大，反而令世界经济复苏陷入巨大的通胀压力之下……
在种种挑战面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愈显珍贵。当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

议”，时代的脉搏已清晰可闻。摒弃零和思维和政治偏见，人类终将共同拥有美好的未来。

■ 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的谈判代表庆祝会议闭幕 图 联合国官网

■ 民众在纽约时报广场排队等待核酸检测

■ 马来西亚部分地区连日降雨引发洪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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