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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晚由《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近200個締約方一致同意通過的《巴黎協
定》共有29條條文，各方將以「自主貢獻」形式參與應對氣候變化，由發達國

家帶頭減排及支援發展中國家；2023年起，每5年公開交代各國減排成效；2020年
起，每5年檢討及更新減排計劃。為了盡量顧及各國利益，《巴黎協定》故意留下彈
性，旨在鼓勵而非強制各國減排。

野心太大 憂難兌現
科學家對《巴黎協定》表示審慎樂觀，雖未至於一舉解決氣候變化問題，但起碼
政治上踏出重要一步。美國著名氣候專家菲爾德形容：「我們沒解決問題，但奠定
了基礎。」《紐約時報》則形容協定「若不是解藥，起碼是治療的一步」，最大意
義是迫使各國承認此前在應對氣候變化上做得不夠。
然而，單是通過《巴黎協定》並不足以對抗氣候變化，還須各國兌現
承諾，身體力行減排，但協議並沒列明減排目標或具體措施，亦沒
強制約束各國兌現承諾，是一眾科學家不敢喝采的原因。科學家
亦批評協定實質要到2020年才開始「生效」，但應對氣候變
化是迫在眉睫，必須立即行動，「地球無法等到 2020
年」。

1.5度目標 恐天方夜譚
科學家對1.5度的限制升溫目標同樣有保留。按聯
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推算，若要
有2/3機會達成限制在2度內的目標，全球排放
到本世紀中期需大減40%至70%，若是1.5度更
要減排70%至95%。考慮到當前技術，以及部
分發展中國家仍依賴煤礦提供便宜電力，要達
成1.5度目標幾乎是天方夜譚。
《巴黎協定》另一被詬病之處，在於把發
達國家答應在2020年前，每年向窮國提供至
少1,000億美元(約7,750億港元)、協助後者應
對氣候變化影響的條文，從正文改為放入附
錄，使條文失去法律效力。澳洲樂施會主席
索克批評，協定對全球最貧窮及最脆弱的人
口「只是一條破爛的救生索」。
《紐時》則分析，協議不列明目標是顧及
各國政治現實，尤其是掌控美國國會的共和
黨一向不認為氣候變化問題具迫切性，擔心若
條文太進取會在國會觸礁。《紐時》又認為協
定雖未能強制各國履行承諾，但由於各國需公
開減排成效，相信可施壓各國確切落實減排措
施。 ■法新社/路透社/《紐約時報》

沙特阿拉伯前日舉行首次容許女性參選和投票的地方議
會選舉，初步點票結果顯示，最少17名女候選人勝出，其
中在聖城麥加邁德賴凱區，奧泰比擊敗其餘7名男候選人
及2名女候選人當選，第二大城市吉達的蘇萊曼及西北部
焦夫省的哈茲米亦當選。今次選舉女性選民投票率亦不
俗，西南部巴哈省高達82.5%，遠高於該省整體投票率
51.5%。

靠社交網拉票 遭取消資格
由於沙特法例禁止女候選人直接接觸男選民，不少女候

選人透過社交網站宣傳，但據稱有女候選人因此被取消參
選資格。沙特地方議會沒有立法權，在全國事務上亦沒有
權力。 ■法新社/路透社

土漁船險撞土漁船險撞 俄艦開火示警俄艦開火示警
俄羅斯國防部昨日表示，俄軍「斯梅李

維」號導彈驅逐艦昨日停泊於愛琴海北
部、距離希臘利姆諾斯島22公里的水域期
間，土耳其一艘漁船駛向俄艦，由於未能
透過無線電與漁船聯絡，為免相撞，俄船
員以小型武器向漁船開火示警，漁船隨即
改變航道，於距離「斯梅李維」號540米
外駛過。俄副防長安東諾夫已傳召土國駐
俄軍事代表。事件或令俄土兩國關係進一

步緊張。

發照明彈無反應
俄國防部稱，「斯梅李維」號船員在香港

時間昨日下午2時03分，發現1公里外有一
艘土耳其漁船直駛向俄艦，俄艦發出視覺訊
號及發射照明彈，對方亦無反應，當漁船駛
近至600米距離時，俄方開火示警。
這已非俄海軍與土耳其首次發生海上爭

端。本月初一艘俄艦駛經伊斯坦布爾博斯普
魯斯海峽時，一名水手於甲板上揮舞火箭
筒，引起土國抗議。
自土國擊落俄戰機以來，俄土關係持續惡

化，俄國向土國實施經濟制裁，並加強駐敘
利亞俄軍的防空力量，總統普京更於上周五
下令「強硬應對」及「即時摧毀」針對俄軍
的威脅。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俄羅斯衛星網

《巴黎協定》欠約束力 金援窮國無法律效力

自主減排自主減排 只療難癒只療難癒
經過半個月談判及加時一天後，接近200個國

家的代表前晚終於在法國巴黎舉行的聯合國氣

候變化大會上，歷史性通過最新一份全球

氣候協議，包括把全球氣溫升幅控制在

工業革命前的攝氏2度內，並盡量爭取

限制在1.5度內，今後定期檢討及更新

各國減排目標。各界對協議反應普遍正

面，但有人質疑協議沒列明目標或減

排措施，對各國約束力亦不足；科學

界亦擔心1.5度目標徒具野心，恐淪

為 象 徵

式口號。

波蘭法律與公正黨(PiS)在10月大選中擊敗公民綱
領黨(PO)上台後，新政府委任5名憲法法院法官，
被反對黨指違法。事件觸發憲政危機，多達5萬人
響應反對派號召，前日在首都華沙市中心舉行反政
府示威，指責總統杜達及當局獨裁。有示威者揮舞
國旗及歐盟旗幟，高叫「要憲法，不要革命」口
號，要求當局尊重法治。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法 國
地方選舉昨

日舉行第二輪
投票，雖然極右

政黨國民陣線在首輪投
票領先，領袖勒龐希望取得好成績，

成為角逐2017年總統選舉的踏板。然而，
執政社會黨在兩個主要選區突然退選，並呼
籲選民轉投得票率排第二的共和聯盟候選
人，在這分屬左右翼的兩大黨罕有合作夾擊
下，勢削弱國民陣線的勝算。
次輪投票於當地時間昨晚8時(香港時間今

晨3時)結束，民調機構Harris Interactive
指，在13個選區中，國民陣線至少可贏得
一區；民調機構OpinionWay則指該黨最多
可拿下5個選區。TNS-Sofres民調顯示，勒
龐極可能在東北部北加來海峽－皮卡第選
區，敗給共和聯盟候選人貝特朗；她的26
歲姨甥女馬里昂在東南部普羅旺斯－阿爾卑
斯－藍色海岸選區，選情更遠遠落後共和聯
盟對手埃斯特羅西。 ■法新社/路透社

社 交 網 站
facebook(fb) 位於
德國北部城市漢
堡的總部，前日
遭15至20名黑衣
蒙面人破壞，他
們向總部投擲石
塊、煙霧彈及淋

上油漆，又在牆身寫上「Facebook Dislike」(討厭fb)
字樣，之後徒步逃去。警方正搜捕有關人等，暫未
知犯案動機或造成多少金錢損失。
德國近來因不斷有難民湧入，醞釀反移民情緒，

fb曾被批評成為反移民組織宣傳平台。報道指，有
左翼團體在網上宣稱，襲擊fb是要抗議它權傾互聯
網。 ■法新社/美聯社

聯合國大會主席呂克托夫特：「歡迎各國通過《巴
黎協定》，其意義不遜於一次人類復興。」
美國總統奧巴馬：「協定是『歷史轉捩點』，是
人類拯救地球的『最好機遇』，但這只屬減少大
氣中碳含量行動的一部分，氣候變化問題不會因
此解決，各國不應自滿。」
美國民主黨總統參選人希拉里：「美國不應讓懷
疑論者拖慢減排，若當選總統，會將對抗氣候變
化列為首務，致力打造美國成為21世紀潔淨能源
大國。」
國際能源機構(IEA)：「協定加速潔淨能源及能源
效益的投資，促使能源工業轉型。」
美國石油機構：「將根據協定推動科技創新及增加
使用天然氣，以符合美國減排目標。」

■路透社/美聯社

出席巴黎氣候大會的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別代表解振華表示，《巴黎協定》是一個公平合
理、全面平衡、富有雄心、持久有效、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定，傳遞出全球將實現綠色低
碳、氣候適應型和可持續發展的強有力積極訊號。他指出，大會是全球氣候治理進程的關
鍵節點，其成果關乎全人類應對氣候變化和可持續發展的未來。雖然此次通過的協定並

不完美，還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內容，但不妨礙「我們向前邁出了歷史性一步」。

爭取盡早達排放峰值
解振華表示，中方將主動承擔與自身國情、發展階段和實際能力相
符的國際義務，繼續兌現2020年前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目標，積極
落實自主貢獻，努力爭取盡早達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昨日
表示，《巴黎協定》和相關決定在國際應對氣候變化進程中具
有重要歷史性意義，中方對此表示歡迎。 ■新華社/中新社

《巴黎協定》前日通過前，主持會議的法
國外長法比尤斯敲下綠葉形議事槌，並對在
場人士說︰「一支小小的槌子，卻能完成大
事。」包括各國部長、談判代表和環保人士
等與會者紛紛高聲歡呼，有人甚至激動落
淚。部分代表則忙於自拍，記下這歷史性一
刻。
宣佈協定通過前，整個會議室氣氛歡欣融
洽，各國代表互相拍背、擁抱及握手微笑示
好，持續近3分鐘。致力對抗氣候變化、曾
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美國前副總統戈爾也跟
支持者自拍。
許多部長談及這一刻，都提到20世紀的偉

人，特別是已故南非民主鬥士曼德拉。印度
環保部長賈瓦德卡則說：「我們希望巴黎氣
候會議將寫下新開始，各方致力實踐承諾。
印度希望《巴黎協定》將實現聖雄甘地的願
景，就是應該關心我們看不見的世界。」

■法新社/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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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振華解振華：「：「歷史性一步歷史性一步」」

■■解振華與法國解振華與法國
生態部長羅雅爾生態部長羅雅爾
慶祝慶祝。。 法新社法新社

■■奧朗德奧朗德（（右起右起））、、法比法比
尤斯和潘基文等手拖尤斯和潘基文等手拖
手手，，氣氛高漲氣氛高漲。。 路透社路透社

■外牆被噴上「討厭fb」。

■大批環保人
士在巴黎鐵塔
前呼籲救地
球。 法新社

■■「「斯梅李維斯梅李維」」號號

■法國外長
法比尤斯敲
下 綠 葉 小
槌 ， 宣 佈
《巴黎協定》
通過。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