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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農地產能降 糧價急升苦窮人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
約》(UNFCCC)執行

秘書菲蓋爾表示，最新數據顯
示，地球的二氧化碳水平已達破
紀錄高位，導致更頻繁的極端天
氣，解決氣候危機刻不容緩。

中國：發展中國家反對
蘇偉稱，第二承諾期不僅聯繫

到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益及切身
利益，亦決定現有氣候變化國際
制度能否延續。他指出，會議應
落實適應、資金、技術轉讓、能
力建設等的機制安排，體現發達
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區別的「三可」
及「透明度」具體安排。中國代
表團團長解振華指出，發展中國
家表明須有第二承諾期，因全球
各國均為2020年前減排目標作出
承諾。

美國氣候變化特使斯特恩稱，
會議關鍵是落實去年坎昆大會的

共識，雖然有困難但相信會取得
進展。有評論指出，從表態來
看，美國還是希望《京都議定書》
明年屆滿後，由新框架協議取
代。部分島國及低地國家面對氣
候變暖帶來的沒頂威脅，開始站
到美國等發達國家「另起爐灶」
的立場。歐盟氣候變化行動總顧
問費維爾表示，須利用現有框
架，在坎昆協議中進一步推動低
碳發展，以鼓勵歐盟國家履行義
務。

南太島國斥美歐阻減排
太平洋島國圖瓦盧正受水位上

升威脅，其氣候談判首席代表弗
里批評，美國始終不肯簽署《京
都議定書》，嚴重影響談判進程。
他又指歐洲因債務問題自顧不
暇、擔心影響區內經濟前景，可
能不願提供援助及履行減排目
標。 ■法新社/路透社/中新社

手機是現代人生活不可或缺一部分，但隨
時淪為商家的追蹤器。英國有公司研發出

「小徑技術」，透過手機訊號追蹤消費者位
置，已在歐洲及澳洲商場廣泛應用，美國的
商場也正開始安裝試用。美國參議員舒默前
日稱，技術未經消費者同意下追蹤手機訊
號，有為賺大錢而侵犯私隱之嫌，他已要求
聯邦貿易委員會(FTC)調查是否違法。

技術原理簡單，商戶只需在店舖內外設置
天線，透過訊號追蹤手機獨特編碼，從而了
解消費者逛街路線。商場整合數據後，能按
消費者喜好，制定相應市場推廣活動。報道
稱，美國有兩個商場在剛過去的零售業「黑
色星期五」率先應用該技術，數以萬計消費
者在不知情下被追蹤。

舒默認為，一旦黑客入侵系統，手機內個
人資料將外洩，牽連甚廣。他致函開發公司
Path Intelligence行政總裁比格，要求在技術
中加入「選擇政策」，讓消費者選擇是否被
追蹤。 ■《每日郵報》/《華爾街日報》

一艘載㠥俄羅斯船員的貨輪前日在愛爾蘭
海域遭巨浪擊沉，駐紮威爾斯的英國威廉王
子隨即奉命加入搜救行動，以副駕駛員身份
駕駛直升機，與同僚救起2名生還者，送返英
國皇家空軍基地。事故中有1人喪生，5名俄籍
船員失蹤。由於風高浪急，加上水溫甚低，
相信失蹤者生存機會渺茫。

長81米的「斯旺蘭」號
載㠥3,000公噸石灰石，前
日凌晨2時駛至威爾斯利
恩半島32公里外水域，因
船身裂開而以無線電求
救。愛爾蘭海岸防衛隊、
英國皇家救生艇協會等派
出船隻，於附近780平方
公里搜索失蹤者，直至入
黑暫停。

搜救行動發言人稱，估計部分船員有救生
衣，並隨身帶備照明工具，但海面環境太惡
劣，救援工作非常困難。當局早前宣布，威
廉將於明年2月到福克蘭群島(阿根廷稱馬爾維
納斯群島)服役6周，夫人凱特不會隨行。

■路透社/美聯社/《每日郵報》/《每日鏡報》

美商場追蹤手機
涉侵顧客私隱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將韓國傳統
武術跆跟(跆拳道前身)、傳統技藝走繩(見

圖)、韓山苧麻紡織工藝，以及墨西哥街頭樂
隊(Mariachi)等，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跆跟更是武藝領域的首個文化遺產。

跆跟恍如跳舞，修練者跟隨韻律抬腿攻擊
或扳倒對方。目前跆跟有50名傳承人，由韓
國傳統的跆跟協會負責傳承發展。

UNESCO昨日在印尼峇里島舉行保護非物
質文化遺產政府間委員會第6屆會議，韓國政
府6項申報有3項入圍，而至今人類非物質文
化遺產共有14項來自韓國。 ■韓聯社/法新社

韓跆拳道前身
列非物質文化遺產

貨輪愛爾蘭沉沒 威廉勇救2人

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昨日在

南非德班揭幕，有評論形容這

次會議為「拯救人類的最後一

次機會」，原因是《京都議定書》

第一承諾期明年將屆滿，但美

國、俄羅斯、日本、加拿大及

澳洲已明確拒絕進入第二承諾期，各國要達成共識困難

重重。中國氣候談判首席代表蘇偉預期，談判會傾向務

實，成敗關鍵取決於發達國家的政治意願。

聯國氣候大會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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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昨日發表首個全球土地資源評估報
告，指全球1/4農地因氣候變化，質量「高度退化」，生產力大降。氣
候變化亦令糧價大幅上升，聯合國警告若情況未有改善，全球農地將
無法應付持續上升的糧食需求。

FAO報告發現，現時大部分可耕農田已被開墾，氣候變化加上錯誤
耕作手法，導致水土流失及缺乏生物多樣性，降低農田生產

力。然而，2050年全球人口料將達90億，農民需多生產70%
糧食才能應付龐大需求。 ■美聯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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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總統祖馬(左)出席大
會開幕禮。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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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以
副駕駛員
身份駕駛
直升機救
起2人。

法新社
■一名生還者向威廉的直升
機伸手求救。 路透社

聯國氣候大會揭幕

「拯救人類最後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