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譴責加拿大當「氣候逃兵」
繼美國後退出《京都議定書》 或引發羊群效應

中方對韓國海警傷亡表遺憾

新華社：不負責任的退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韓國海警據報周一
在追截兩艘被懷疑「非法捕魚」的中國漁船時，遇到反抗，
事件造成韓國海岸警衛隊員一死一傷，並在韓國朝野引發巨
大反響。據報道，韓國總統李明博13日下令，要嚴正處理事
件，又不惜增加撥備，加強海警裝備和人力，制定有力對
策。韓國政府消息指，除非中國採取適當措施，否則會重新
考慮李明博明年1月的訪華計劃。

韓國外交通商部發言人13日亦要求中國方面，就非法捕魚
問題，加強教育及管制中國漁民，防止同類事件再發生。

目前，韓國警方正通宵扣查中國船長，並擬以涉嫌謀殺拘
捕他，但船長否認指控，韓國警方在駕駛艙發現兩把刀，正
收集指紋，並分析海警登船的錄像。

另據韓國媒體報道，韓國部分「保守團體」三百多人13日
下午亦在中國駐韓大使館前抗議示威，要求中國「立刻道
歉」。

在北京，中國外交部13日對死者及其家屬表示遺憾。發言
人劉為民形容，今次是一宗不幸事件，造成韓國海警傷亡，
中方表示遺憾。他表示，中韓雙方有關主管部門，目前正密
切溝通，抓緊調查核實有關情況。他重申，中方願與韓方積
極配合，盡快妥善處理有關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新華
社昨日刊發國際時評《不負責任的退約》，直斥
加拿大退出《京都議定書》是不負責任的，並指
出，加方此舉折射出美國等部分發達國家一貫對
排放歷史責任和應盡義務的推卸。

文章說，《京都議定書》是一份人類採取共同
行動對抗氣候變化的歷史性條約，牽涉全人類的
福祉，加拿大政府退約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行動。

眾所周知，德班氣候大會經過14天「馬拉松式」
艱苦談判，才最終達成一致，決定實施《京都議
定書》第二承諾期並啟動綠色氣候基金，包括歐
盟在內的西方世界都認為這是在應對氣候變化方
面取得的「歷史性突破」。

然而，德班大會剛結束，一轉眼加拿大環境部
長彼得．肯特就宣佈加拿大正式退出《京都議定
書》。這不僅讓全球氣候變化談判取得的成果蒙

上陰影，也對人類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造成
嚴重傷害。

地球是人類的共同家園，氣候變化問題牽涉到
人類的共同利益。加拿大逆潮流而行的舉動遭到
國際社會，特別是環保組織的嚴厲批評。

加拿大此舉是一個縮影，折射出部分發達國家
一貫對排放歷史責任和應盡義務的推卸。比如，
排放大國美國在2001年拒絕簽署《京都議定
書》，並在2007年後成為唯一沒有簽署這一條約
的發達國家。美國破先例的做法具有傳染性，使
得部分發達國家減排決心飄忽起來，直至加拿大

「冒天下之大不韙」第一個站出來退約。
氣候變化和減排溫室氣體問題需要全人類攜手

共同行動。人們希望，加拿大能收回退約決定，
重新回到《京都議定書》的旗幟之下，為全球減
排事業做出積極貢獻。

據中新社13日電 13日，中國海監綜合能力最強、噸
位最大、科技含量最高的新旗艦船——「中國海監50」
號從國家海洋局東海分局上海碼頭啟程首航，首次在
中國管轄和主張的東海海域組成船舶和直升機編隊巡
航。

「中國海監50」號船長98米，排水量3,980噸。具有
船載直升機、衛星動力控位、衛星通訊導航等多項功
能，是中國目前綜合能力最強、設備設施最先進的多
功能大型中遠程海洋監察船。

中國海監東海總隊負責人介紹，「中國海監50」號
巡航範圍是東海區三省一市，江蘇、上海、浙江和福
建以東海域，即中國主張的東海77萬平方公里海域。

據稱，「中國海監50」號入列將大大提升中國海上
維權巡航執法能力。

尼泊爾政府周二表示，中國總理溫家寶已押後原定
在下星期的訪問。尼泊爾國會消息人士稱，中方是擔
心保安問題。

兩國總理原定要討論中國數以十億計美元的問題，
而預料中方會要求尼泊爾阻止藏民進入尼泊爾。

尼泊爾外長的私人秘書稱，是中方要求押後訪問，
尼泊爾尊重中國的要求。 ■法新社

溫家寶押後訪尼泊爾

「中國海監50」滬啟程首航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智庫中國問題專家Roger Cliff指
出，明年1月11日，中國可能試射新型「東風21D」反艦
導彈。

目前擔任亞太智庫「2049研究所」資深研究員的
Roger Cliff在一項研討會中表示，中國特別喜歡在1月11
日測試重要新型武器，例如今年1月11日時試飛「殲－
20」隱形戰機；去年1月11日進行導彈攔截測試；2007
年1月11日測試反衛星戰力。他說，總計5年來，有3年

在1月11日測試重要的新型武器。如果屆時測試，他不
會驚訝。他表示，明年測試的應是俗稱「航母殺手」的

「東風21D」反艦導彈，測試原因之一是台灣的「總統」
大選。

他指出，台灣沒有航空母艦，因此中方可以說測試不
是針對台灣，事實上，這項測試是告訴台灣人民，美國

「保衛」台灣是有很大風險的，也許台灣的選民因此比較
不支持民進黨的候選人蔡英文。

美智庫：台大選前 陸試射「航母殺手」

京都議定書

當地時間12月

12日，加拿

大環境部長肯特在

新 聞 發 佈 會 上 宣

佈，正式退出《京

都議定書》。肯特

批評議定書只涵蓋

全球碳排不足30%甚至15%，顯然無法解

決氣候變化，加國因此援用其法律權利，

正式退出《京都議定書》。肯特說：「《京

都議定書》並無涵蓋美國及中國這兩個碳

排放量最高的國家，因此行不通。」相

反，肯特讚揚涵蓋所有碳排大國的德班條

約，稱加國會遵守新國際協議。

可規避千億元罰單
加國上任自由黨政府簽署《京都議定

書》，但為免影響國內油砂業發展蓬勃，

現任總理哈珀領導的保守黨政府對條約持

消極態度。議定書要求加國明年前碳排放

量減至較1990年水平低6%，但數據顯

示，加國排放量反較1990年增加逾35%，

比2005年增長17%左右，而按照《京都議

定書》的要求，加拿大到2012年的排放

應比1990年降低6%。

過去曾批評議定書已成「過去」的肯特

表示，加國碳排只佔全球2%，被罰款逾

億加元非常不公平。

加拿大的決定使其成為在南非德班召開

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閉幕後第一個退出

《京都議定書》的國家，也是繼美國之後

第二個簽署但後又退出《京都議定書》的

國家。

在肯特宣佈之後，一些加拿大反對黨議

員指責保守黨此舉對全球防止氣候變暖的

努力產生消極影響，也嚴重損害了加拿大

的國際形象。綠色和平志願者此前在加拿

大國內舉行抗議活動，稱加拿大是「氣候

逃兵」。

加拿大退出《京都議定書》的消息傳

出，也在國際上引起了巨大反響。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劉為民就在昨日舉行的記者會

上表示，中方希望加方正視自己應盡的責

任和義務，繼續履行減排承諾，以積極和

建設性的姿態參與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

的合作進程。

至於加方此舉會否影響中方落實應對氣

候變化的措施，劉為民表示，中方將一如

既往地積極參與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

進程。他強調，「中方將繼續扎扎實實地

採取具體行動應對氣候變化」。

多締約國齊聲譴責
日本環境相細野豪志昨日表示，日本會

繼續留在《京都議定書》框架內，因此

對加國退出感到遺憾。然而，日本與俄

羅斯也已宣佈不參加議定書第二承諾

期。法國外交部昨日表示，加拿大退

出《京都議定書》是對全球努力應對

氣候變化的「壞消息」，但強調不會

影響德班協議。

1997年於日本京都簽署的《京都議

定書》，是目前唯一針對全球碳排放目

標的國際條約。議定書第一承諾期明年

屆滿，德班氣候大會近200個與會國同

意，於2013年開始實施第二承諾期，為

期5年至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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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議定書》1997年12
月在日本京都舉行的聯合國

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3次締約方會議上制定，
目標是將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量穩定在一個
適當的水平，進而防止劇烈的氣候變化對人
類造成危害。《京都議定書》的第一個承諾
期將於2012年底到期。美國雖然不參加《京
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的談判，但一向對

《京都議定書》持否定態度。日本、俄羅斯等
國相繼明確表示退出《京都議定書》第二承
諾期，並要求發展中大國參與減排。發展中
國家，一方面希望繼續鞏固《京都議定書》
減排機制，使總體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的《京
都議定書》繼續發揮作用，保障發展中國家
的發展權益和排放空間；另一方面，希望繼
續延續國際合作與援助機制，在有關國際氣
候制度的保障下，要求發達國家提供穩定的
資金支持。

中 國 新 聞
C H I N A  N E W S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能

源經濟學者、廈門大學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

伯強昨日在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時指出，加拿大的

舉動將令國際氣候談判前途充滿變數，並可能在

很大程度上引發「羊群效應」。他表示，德班氣候大會經過

艱苦談判，好不容易才取得一個各方較為滿意的結果，然而

加拿大卻在此刻宣佈退出《京都議定書》的消息，是明顯不

負責任的舉動。

對《京都議定書》是致命打擊
他認為，加拿大強調經濟不景氣，這只是次要原因，而主

要的原因其實是更宏觀的問題，即其步美國後塵，認為發展

中國家也要承擔節能減排的責任。他強調，部分發達國家所

指的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印度等整個群體，而並不單單指

中國。他認為，加拿大此舉將對發展中國家產生很大影響。

他指出，德班氣候大會上與會發展中國家代表積極提出

《京都議定書》第二期，事實上依然體現了與第一期同樣的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目前來看，此次大會取得了各方較

為滿意的結果，不過，還僅限於達成協議，之後還要就相關

具體問題做進一步談判。但是，如果第二期不能夠繼續談

判，那麼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結果是得不到錢，也得不到技

術，「未來的談判會更難」。

他認為，加拿大的決定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引發「羊群效

應」。中國之聲特約評論員丁兆林亦認為，從對於在全球範

圍內承擔責任和國際關係來講，現在加拿大已經做出這樣一

個舉動，對《京都議定書》來說是一種致命的打擊。估計在

其後將有更多的人或國家會跟進加拿大的步伐，做出對下一

步氣候談判不利的舉動。林伯強則直言：「加拿大給那些對

本來就不是很堅持《京都議定書》和本來就持有反對意見的

人和國家找到了一個好借口。」

丁兆林表示，其實人類找到一個共同的方式來解決自己所

面臨的氣候和環境的問題已是不易，事實上，包括加拿大在

內，人類還是需要找到真正有效的方式來保護環境，「畢竟

這個地球是我們自己的」。

新聞背景

加國退出氣候談判前途維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南

非德班聯合國氣候變化

大會剛剛就《京都議定

書》第二承諾期問題取

得重要進展，加拿大12

日就宣佈正式退出《京

都議定書》，成為氣候

變化大會後首個退出議

定書的國家。加方稱退

出可使加拿大免遭議定

書規定的約140億加元

(約1,060億港元)懲罰。

中國外交部批評加方選

擇在此時退出，與國際

社會的努力背道而馳，

令人遺憾。外界擔心，

加方此舉或引發羊群效

應。

■11日，中國和印度代表團在德班氣候大會上
呼籲，應對氣候問題不能忘記公平原則，應落
實「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 新華社

■12日，加拿大環境部長彼得．肯特宣佈，加拿大
正式退出《京都議定書》。 新華社

■涉嫌刺死海警的中國漁民被押往警局。
網上圖片

據中新社13日電 107名中國漁民13
日向天津海事法院提起訴訟，以海
上、通海水域養殖損害責任糾紛為
由，要求渤海灣溢油事故的責任方
康菲石油中國有限公司賠償經濟損
失約4.9億元人民幣。

為該案件提供法律援助的盈科律
師事務所律師高重陽表示，國家海
洋局與農業部的回函已明確指出油
污在河北省樂亭縣養殖區周邊登
陸；且環境、侵權領域的多位法律
專家共同出具的《專家法律意見書》
亦對立案等相關法律問題進行了論
證，為養殖戶索賠提供了有力支
持。

「4.9億元的索賠額度，是由漁民
自報損失統計而得，最終賠償數目
還需在訴訟階段由相關機構評估鑒
定後確定。」高重陽說。

按照法律程序，法院將在7日之內
決定是否受理此案。天津海事法院
相關負責人表示，已啟動該案件訴
訟材料的審核工作。

■在渤海灣溢油事故中，漁民損失
嚴重。 網上圖片

■13日，
「 中 國 海
監5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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