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各國爭議聲中，多哈氣候會議通過

延長《京都議定書》等系列決議，勉強

合格。會上最令人始料不及之處是，首

次將「氣候損害」列入條款，令旱澇及

超級風暴等天災有望成為量化賠償。這

對不時把對抗全球暖化掛在嘴邊的美國

總統奧巴馬來說顯然是「雙面刃」，在

賠與不賠之間苦苦掙扎。

對美國等發達國家來說，突被要求承

擔「氣候損害」此「道義責任」自然是

噩耗。但碳排放量較低的落後國家早已

不滿「黑狗偷食，白狗當災」，多哈大

會決定要求發達國賠償，發展中國家可

謂小勝一仗。

不過，「氣候損害」極為抽象，海平

面上升固然是全球暖化惡果，但旱災、

水災、熱浪及超級風暴等，又是否全屬

發達國責任？且天災帶來的經濟及人命

損失往往極龐大，據統計，2000至2011

年間全球氣候災害累計受災人口達27

億，經濟損失高達1.38萬億美元(約10.7

萬億港元)，賠償隨時無上限。

若奧巴馬接納協議，深陷財赤深淵的

美國勢百上加斤，更招致共和黨強烈反

對。但若予以否定，則代表奧巴馬一直呼籲

關注氣候問題只是偽善，潛台詞是「為何美

國須為某些國家包底？」，恐令政治形象大

打折扣。

由於新條款細節仍有待商討，相信美國及

其他發達國家將採取「拖字訣」，落後國家

能到手的就只有虛無的「資金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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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主席、卡塔爾廉潔和行政監督機構主席阿提
亞當晚宣布，大會通過的決議包括《京都議定

書》修正案，從法律上確保《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
期在明年實施。

僅涉15%排放量小島國轟自私
部分發達國家在會上承諾繼續減排，但加、俄、日

本及新西蘭表明退出，僅歐盟27國、澳洲、瑞士及另
外8個發達國家參與協議，涵蓋
全球15%碳排放量。飽受氣候
暖化及海平面上升威脅的小島
國聯盟便指，減排成功與否
影響 島國人民的生命安
危，批評對協議「諸多
阻撓」的國家太過自
私。

除延長《京都議定書》外，大會亦通過長期
氣候資金、《聯合國氣氛變化框架公約》長期工作組
成果、德班平台及損失損害補償機制等決議。發達國
家承諾在2020年前，將發展中國家資金提高至每年
1,000億美元(約7,750億港元)，提高應付氣候變化的能
力。
發展中國家表示，為應付氣候變化造成的旱災、水

災、海平面上升及風暴，在2015年前至少須額外600
億美元(約4,650億港元)資助，但美國及歐盟以經濟不
景及財政困難為由，不肯訂定目標援助額。

首賠償窮國損失惟無法律效力
另外，發達國在今次會議上，首次同意就
氣候暖化衍生的損害補償貧困國家，是
國際首次承認貧困國正面對氣候困
境。但承諾沒法律效力，如何界定

何
種天災屬
補償範圍及發放
資金等亦有待商討，料
明年在波蘭華沙舉行的氣候大
會將再掀爭議。
聯合國須於2015年前，簽署具有法律效力

的新協議，以便取代在2020年到期的《京都議定
書》。該協議將規管所有國家的碳減排進程，包括中
國及印度等現時不受規管的發展中國家。聯合國秘書
長潘基文前日發表聲明指，歡迎多哈大會取得的成
果。但環保組織狠批，大會未能就溫室氣體減排目
標，及對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援助取得具體進展。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新華社/中新社/共同社/《衛報》

於卡塔爾多哈

舉行的聯合國氣候大會

經兩周磋商後，前日終順利閉

幕。會議比預訂時間延長1日，通過延長

《京都議定書》至2020年，為3年後簽訂帶有法

律效力的減排協議奠下基礎。大會承諾，將氣候變化對

貧窮國家造成的「損失與損害」納入補償範圍，是歷來首次，

反映減排進程向前邁進一步。但美國、日本、加拿大及俄羅斯等國均不

參與《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令效果成疑。

《京都議定書》1997年由191個國家在日本
京都簽署，是目前唯一一份制約各國減少碳
排放的國際協議。首階段在2005年生效，涵
蓋全球近2/3碳排放量，目標是以1990年的
碳排放水平為基準(澳洲以2000年為基準)，在
2008年至今年平均減排5%，目標大致達成。

制約37個發達國家的首階段協議將於本月
31日到期，參與「第二承諾期」的國家須在
明年1月1日起至2020年底，繼續減排。發達
國可向他國購買多餘「碳排放配額」，或資
助發展中國家的可再生能源計劃來賺取配
額，抵銷本國排放量。 ■法新社

《京都議定書》

歷時2周的多哈氣候大會進程
緩慢，各國在額外「加時」時仍
未能解決爭議。眼看談判破裂收
場之際，主持會議的卡塔爾政要
阿提亞（圖左）前日突然以「迅
雷不及掩耳」的手段，2分鐘內
將多項議案一一「扑槌」通過，
多國代表被殺得措手不及，會議
最終在驚喜交雜中閉幕。
多哈大會原定在上周五傍晚結

束，但各國未能就是否延長《京
都議定書》等重大議題達成共
識，會議通宵進行。至前日下
午，略顯疲態的阿提亞勸各國代
表接受協議。
他本希望在短暫休會後表決，

但俄羅斯要求延長剩餘「碳排放
配額」的有效期，意味發達國家
可藉購買餘額來達成減排目標。
各國雖同意有限度容許發達國購
買餘額，但俄羅斯、白俄羅斯及
烏克蘭堅拒妥協，再次陷入膠
。
傍晚時分，疲憊不堪的代表們

以急促拍手表不滿，阿提亞決定
表決。短短2分鐘內，「現在開
始討論，無人反對，通過！」的
聲音不斷響起，最終決議全部通
過。因事離場的美國代表匆匆趕
回座位，俄國代表摔名牌以示不
滿，又發言抗議，但阿提亞委婉
表示「木已成舟」。 ■中新社

主席閃電扑槌 2分鐘定局

多哈會議前日雖通過系列決議，但許
多均留有「尾巴」，令日後的全球氣候
談判仍充斥障礙。以下為主要決議：

1.延長《京都議定書》

《京都議定書》將延長至2020年底。明年
1日1月起，參與國將進入「第二承諾期」，
但俄羅斯、加拿大及日本退出，抗議協議未
有納入中國及印度等高碳排放國。美國雖是
締約國之一，但從未簽署。

2.向發展中國家增撥資金

發達國家明年起須逐步提高資助金額，到
2020年，每年須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至少1,000

億美元(約7,750億港元)資金，協助後者應付
氣候變化。會議敦促發達國家明年呈交達成
2020年目標的詳細計劃。

3.氣候損害

落後國家在面對氣候變遷時受害最深，發
達國代表同意對「氣候損害」作出安排。

4.德班平台

明年4月29日至5月2日在德國波恩開會，
後年及大後年分別至少開會2次，以便在
2015年簽訂具法律效力的新協議，規管所有
國家的減排進度，並在2020年取代屆時到期
的《京都議定書》。 ■路透社/法新社

氣候大會主要決議

加時通過延長8年 多哈氣候大會落幕

吊命發達國勉強放行
《京都議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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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代表團團長、國家發改委副主
任解振華（見圖）前日表示，多哈氣
候大會符合中國代表團預期，中方對
結果感滿意。然而他認為，發達國家
淡化其歷史責任和「共同但有區別的
責任」原則的傾向進一步明顯，自身
減排和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轉讓
技術的政治意願不足，是今後國際社
會合作的主要障礙。

解振華稱，中國代表團對會上達
成一籃子決議表示滿意，認為決議
維護《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
及《京都議定書》基本框架。但他
指結果也有遺憾，如發達國家在
「第二承諾期」的減排力度明顯不
足，2020年底前對發展中國家的援
助詳情及出資規模亦難令人滿意。
對於中國在多哈會議中的角色，

解振華形容中國為達成一籃子決議
作出「積極、具建設性的貢

獻」。他強調，中國將堅持「共同但
有區別的責任」及可持續發展等原
則，繼續低碳綠色發展道路。

■新華社/中新社

解振華：中方滿意結果

日本北部及沿海
地區近日出現大面
積暴雪，氣象廳昨
發出警報，呼籲民
眾防範雪崩並注意
交通安全。山形縣
莊內機場前晚一架
全日空客機疑受寒
冷天氣影響， 陸
後衝出跑道數十米（見圖），無人受
傷。國土交通省將事件列為「重大事
故」，運輸安全委員會將派遣3名調查員
到場調查。
肇事全日空899航班為波音737客機，

全日空稱事發時機長曾開啟煞車系統，
但無法阻止飛機衝前，最終長約40米機
身全部衝進跑道前方草坪。全日空稱，
該機長經驗豐富，此前未曾發生類似事
故，會全面配合調查。
氣象廳表示，受冬季氣壓影響，料到

今晨為止，東北和北陸地區降雪量將高
達100厘米，北海道降雪量亦將達90厘
米，北部附近海域更會出現暴風，局部
地區可能出現7米巨浪，呼籲民眾防
範。 ■共同網/日本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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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寶霞」上周二吹襲菲
律賓南部棉蘭老島，原已離開
菲國吹向南中國海，但它前日
突然殺個回馬槍，向菲北部產
米區呂宋島撲來。儘管颱風已
減弱為熱帶風暴，但恐將再帶
暴雨和洪災。「寶霞」至今導
致最少620人死亡、817人失
蹤。總統阿基諾三世前日宣布
災區進入「災難狀態」，以控
制基本物價，並允許地方政府
動用特別災難經費救災。
棉蘭老島新巴達安鎮的山區

是重災區之一，不少一家大細
排在道路兩邊，高舉標語乞
食。3子之母、農民妻子托萊
多不滿政府的賑災物資遲遲未
到。政府和非政府救援組織都
前往災區，但因雙方缺乏協
調，造成分派物資不均。一家
當地電力公司派發救災物品

（見圖），其貨車一駛至，便被
飢餓的村民包圍，多名小孩幾
乎遭踐踏。

非法採礦伐木致大傷亡
官員及專家表示，非法開採

金礦和數十年大量伐木，為風

災導致重大傷亡的主因，當地
大多山區已不適合居住，因山
坡上有無數細小或監管不善的
礦洞；大部分的植被亦遭移
除，以興建行車道路出口農作
物。 ■法新社/美聯社/

路透社/中央社

颱風再襲產米區菲進災難狀態

話 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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