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暖化導致氣候轉變問題水浸眼眉，

各國履行環保減排政策刻不容緩。可嘆的

是，聯合國多哈氣候大會在此非常時期召

開，發達國那種「賊喊捉賊」的態度若不

作調整，會議恐難逃吃白果的命運。

部分發達國為保既有利益，早已表明拒

絕參與《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不惜

與發展中國家「同歸於盡」。這些發達國聲

言，發展國如中國、巴西及南非經濟地位

提高，潛在碳排放量將逐漸增多，因而鼓

吹發展國亦須承擔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減

排義務。

叫囂的發達國似乎遺忘了誰才是全球暖

化的始作俑者，把過去兩個世紀工業化發

展對自然界造成的損害忘得一乾二淨，並

企圖迫使近年才急速發展的新興國承擔相

同責任，新興國豈會束手就擒？

2009年簽訂的《哥本哈根協議》

要求發達國出資設立綠色氣候基

金，協助發展國應對氣候變化，如今3年已過，

基金猶如掛名空殼。英國、法國及德國等只把

早已提供、作為發展援助的資金「易名」，便當

成已經注資，惹來外界猛烈抨擊。樂施會的研

究顯示，基金內實際只有33%為新的資金。發達

國如此賴賬，多哈大會能否獲得實質進展，不

容樂觀。

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日前表
示，他與總統普京共事愉快，但不
排除會再次競選總統。他又指歐債
危機嚴重威脅俄國經濟，批評歐盟
解決危機猶豫不決，並批評法國率
先承認敘利亞反對派聯盟，更提供武器以圖推翻巴沙爾政
權，是不可接受的行為。 ■法新社/路透社

《京都議定書》於1997年簽訂，是具
法律約束力的全球減排協議，要

求各國在2008年至2012年間，減排至較1990
年碳排水平平均少5.2%，但俄羅斯、日本、
加拿大及美國等認為，《京都議定書》未有
限制高碳排放量的新興國，近年紛紛表示不
再參與。

雖然歐盟及其他成員國在去年德班大會
中，同意實施《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
為2015年簽訂、2020年落實的新公約鋪路，
然而各方在細節上仍存分歧。

歐盟拒上調減排目標
歐盟表明，若其他發達國拒絕提升減排基

礎，歐盟亦不會把現時20%減排目標上調至
30%；而現時承諾參與第二承諾期的國家，
碳排總和只佔全球約14%，成效有限，故外
界期望美國在會議中能作更大承諾。若第二
承諾期流產，全球減排進程便只能依靠沒有
法律約束力的聯合國框架支撐。

蘇偉表示，當前大氣中溫室氣體大部分來
自發達國，故他們應承擔中期大幅量化減排
指標，並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技術轉
讓、能力建設等支持。他引述聯合國政府間
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指出，發達國於2020年

前應在1990年基礎上，總體減排25%至
40%，但現時減排力度與目標仍相距甚遠。
鑑於發達國過去200年的工業化過程佔用過
多發展資源，造成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增
加，現時便應切實履行義務。

發達國食言未注資基金
此外，根據《哥本哈根協議》和《坎昆協

議》，發達國須設置綠色氣候基金，在2013
年至2020年間，每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1,000
億美元(約7,750億港元)資助，並在2010年至
2012年聯合出資300億美元(約2,325億港元)，
作為快速啟動基金。

不過蘇偉指出，部分發達國未履約，令不
少發展中國家仍未能得到支持。在近年全球
經濟不振下，要彌補基金缺口困難重重。

美國氣候變化副特使潘興昨日在大會發
言，指美國已作出「巨大」努力減慢全球暖
化，幫助受影響的貧困國家。他強調奧巴馬
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提高車輛汽油
效能、在氣候問題上向窮國作出財政承諾，
但為減排訂出上限的法案尚未獲參議院通
過。他說：「這不代表已足夠，國際社會包
括美國都需繼續努力制止全球暖化帶來的破
壞。」 ■美聯社/路透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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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前日表示，對於巴勒
斯坦成為聯合國觀察員國有「十足信心」。據報，阿
巴斯將於後日的聯合國大會上，繼續尋求巴勒斯坦成
為正式成員國的地位。他的政治宿敵、巴人激進組織
哈馬斯，也罕有地支持他爭取成為觀察員國。

阿巴斯在一個支持巴勒斯坦「入聯」的集會上，對
千名民眾稱，過往的努力獲多個成員國及巴勒斯坦各
派別支持，聲言：「我們將充滿信心地前往聯合國。
我們將獲得自己的權利。」

中國外長楊潔篪上周與巴勒斯坦總統特使薩利希會
談時亦曾表示，支持巴勒斯坦加入聯合國等國際組
織，理解、尊重和支持巴方申請成為聯合國觀察員
國。

以防長辭任 導彈攔截測試成功
與此同時，以色列防長巴拉克(小圖)昨突然宣布，

不會參與明年1月的大選，
並將在新政府成立後即辭
任，以享受家庭生活，消息
震撼以國政壇。民調顯示，
70歲、曾任總理的他目前領
導的政黨，在以國空襲加沙
後支持率上升。他與總理內
塔尼亞胡過去4年合作無間，但最近就是否聽從美國
指示，擱置攻擊伊朗核設施出現分歧。

此外，以國防部前日表示，成功測試以美兩國聯合
研發的「大衛彈弓」中程導彈攔截系統。據報，測試
由國營軍工企業拉斐爾國防系統公司負責，由系統發
射的導彈成功擊落一枚來襲靶彈。「大衛彈弓」主要
用於攔截射程70至300公里的中程導彈，以及從「箭式」
遠程導彈防禦系統中漏網的遠程導彈，將於明年底或
後年服役。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中新社/新華社

阿巴斯︰對成聯國觀察員信心十足

溫室氣體溶海水
酸度升損食物鏈

澳防長就軍中性侵案致歉

梅氏不排除再選俄總統

阿拉法特今驗屍
冀解毒殺謎團

孟國製衣工人示威
再有工廠失火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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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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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已故領導人阿拉
法特(見圖)的驗屍工作今日展
開，調查小組將從墓穴起出
遺體，抽走樣本化驗，以查
明他是否遭毒殺。其遺孀蘇
哈表示，雖然家人十分痛
苦，但仍希望查出真相。

驗屍工作將在幕後進行，
專家相信，阿拉法特的身體
組織所剩無幾，調查員只能採集骨骼或衣物樣本，
且放射性物質釙的半存留期短，故驗屍未必有新發
現。

不少巴人斷定阿拉法特是遭毒殺，認為驗屍無助
查出兇手，以色列則一直強調，和阿拉法特的死無
關。 ■法新社

怕蝕底拒承擔難達共識 華促發達國負責

為期兩周的聯合國氣候大會

昨在卡塔爾多哈揭幕，194國

代表就全球暖化問題商討對

策，但外界估計，各國難以就

《京都議定書》年底到期後的延

伸協議達成共識。中國代表團

第一副團長、國家發展改革委

員會應對氣候變化司司長蘇偉

（下圖）會前敦促發達國，應承

擔氣候變化的歷史責任，率先

實現大幅量化減排，為發展中

國家騰出必要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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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南極調查局早前於雜誌《自然－地球
科學》發表研究，指全球暖化正損害海洋甲
殼類生物，因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水平不斷
飆升，氣體溶於水後觸發海水酸度上升，侵
蝕和溶解生物甲殼，令牠們難以抵抗捕食者
的侵襲，進而破壞海洋食物鏈。

研究指，由於溫室氣體更易溶於冷水，
故極地區域的情況更為嚴峻。南極洲海水
的酸度正不斷上升，並侵蝕海洋蝸牛的外
層保護膜。南部海洋軟體動物的甲殼亦正
被溶解，令其整體長度縮短。科學家預期
全球海洋的平均酸度，2,000年內將首次增
加2倍。

研究員塔林稱，海洋酸化的影響已開始
衝擊海洋生物。翼足類動物數量下跌情
況，將比之前預期更早來臨。翼足類動物
是鯡魚、三文魚及海鳥等大量動物的重要
食物來源，若失去甲殼，將無法抵抗所有
捕食行動。 ■《每日郵報》

英水災2死淹800屋

英國南部連日遭暴雨侵襲，800間房屋被
水淹，數百條公路及國道關閉，當局共發出
逾500次水災預警及警報，7萬戶受影響。水
災至今證實有至少兩人遇難，包括一名少女
被塌樹壓死，以及一名70歲老翁駕車時墮
河。保險業估計災後清理將耗費2.5億英鎊
(約31億港元)。

暴雨波及英格蘭和威爾斯多個地區，災情
以德文郡和康沃爾郡最嚴重。英格蘭中部及
西南部4日的降雨量，等同整個11月的正常
雨量，但災區風速最高達每小時112公里，
阻礙救援。 ■美聯社/法新社/《每日郵報》

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展開全國拉票活動，為
下月16日的大選造勢，他昨日在愛知縣
安城市街頭演講時，幾乎摔下宣傳車，
現場數千人目睹這驚險一幕，外界懷疑
他是否有體力完成其餘90多次演講。
據報，野田準備攀上車頂演講時，手

未能抓住梯子摔下，幸有保安在下面托
住，才沒有摔倒。他爬上車頂後，說的第一句話
便是：「出了點小事故，但民主黨不會滑落，一
定會攀登上來。」，又狠批在野自民黨黨魁安倍
晉三在釣魚島等問題上挑釁中國將為日本外交帶
來麻煩。

安倍昨則向民主黨建議，通過互聯網公開後日
與野田的辯論會，並指定在動畫共享網站

「NICONICO動畫」的相關設施舉行辯論會。

央行內訌 加推量寬存分歧　
日本央行昨公布上月底議息紀錄，顯示兩名新加入的貨幣政策委員要求加推量

寬，直至通脹目標穩定維持在1%，但被大多數委員否決，反映央行內部就量寬爭議
分歧浮面。行長白川方明重申，單靠量寬不足以對抗通縮，敦促政府推出財政改革
和鼓勵本土投資。但他稱，在達致1%通脹目標前，央行仍會繼續推行量寬。

■日本新聞網/路透社/彭博通訊社

孟加拉首都達卡繼製衣廠「Tazreen
Fashion」上周六發生奪命火災後，達卡近
郊昨再有製衣廠失火，當局稱暫未有任何
傷亡報告。而數千名「Tazreen Fashion」工
人同日發起示威，要求政府關閉附近所有
工廠，又指廠內安全設施未達標，斥廠方
罔顧員工安危。政府監督部門昨日表示，
廠房有6層屬非法加建。 ■路透社/法新社

澳洲防長史密斯昨向所有曾在軍中遭性侵或虐待的受害
人公開致歉，並宣布成立專責小組及賠償基金，以加強對
同類事件的偵訊及處理。國防部總參謀長赫爾利亦公開道
歉，強調軍方已從軍中文化㠥手，防止再有同類事件發
生。

新成立的專責小組除可向警方提供資料以展開正式調
查；亦會協助受害人接受輔導及醫療等服務。賠償基金則
將由前西澳最高法院法官主理，合資格人士可獲最高5萬澳
元(約40.5萬港元)賠償。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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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會中不少支持者高舉阿巴斯的照片，以表支持。　

美聯社

■幸得保安及時從下托住，野田

才未有摔倒。 網上圖片

■孟加拉再

有製衣廠火

災，救援人

員 救 出 工

人。法新社

■一名男子所駕汽車被沖走，幸獲路經司機

救出。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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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哈氣候大會恐無果而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