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
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法國外長讓．伊
夫．勒德里昂、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
．古特雷斯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大阪峰
會期間舉行會議。三方發表會議新聞公
報重申加強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王
毅說，個別國家的退卻，阻擋不了世界
前進的腳步。

結合應對氣變與經濟發展
王毅強調，應對氣候變化就像跑馬拉

松，既要有只爭朝夕的衝勁，也要有堅如
磐石的毅力。一是堅定信念。個別國家的
退卻，阻擋不了世界前進的腳步。我們要
爭取在國際上形成以行動應對氣變的積極
氛圍。二是堅守原則。必須堅持多邊主
義，堅持公平、「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和各自能力原則，尊重發展中國家的特殊
國情。三是堅決行動。要將應對氣變與促
進經濟發展相結合，加速綠色低碳轉型。

要調動全社會資源和力量，強化2020年
前行動力度，做好行動總結。四要堅持合
作。氣候變化是全球性挑戰，除了同舟共
濟，我們別無選擇。發達國家應該落實到
2020年每年動員1,000億美元承諾，幫助
發展中國家提高應對能力。
三方重申落實《巴黎協定》承諾，堅

持公平、「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
能力原則，考慮不同國情。他們重申，在
可持續發展背景下，更新國家自主貢獻，
確保其較此前更具進步性，體現各自最高
雄心水平，於2020年前發佈本世紀中葉
長期溫室氣體低排放發展戰略。三方期待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5次締
約方大會（COP25）成為一次富有雄
心、推動落實的大會，繼續完成和完善實
施細則，包括完成《巴黎協定》第6條談
判，推進自主貢獻共同時間框架、透明度
細化報表等談判，為應對氣候變化多邊進
程注入新的活力。

《大阪宣言》及附加聲明要點
未能達成一致部分

貿易
與去年的宣言相同，今年也未寫入「與
保護主義鬥爭」的措辭

環境
對於應對全球變暖的《巴黎協定》也未
展現出一致姿態

達成一致部分

貿易
確認了自由、公平和非歧視的自由貿易
基本原則

環境 到2050年，海洋沒有塑料垃圾

網絡安全

網絡平台須預防相關訊息的擴散，保留
散播者的證據

數字信息產業必須合作對抗網絡和社交
媒體被恐怖主義濫用

■資料來源：綜合中央社及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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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議題 特朗普續與全球對立
《大阪宣言》以「19+1」形式落實《巴黎協定》另列美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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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

法新社、彭博社及路透

社報道，二十國集團

（G20）大阪峰會29日

落幕，各國發表聯合公

報《大阪宣言》，然而

在應對氣候變化議題

上，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與全球站在對立面，以

《巴黎協定》損害美國利益為由，拒絕同意宣言

中的氣候變化部分。與會國最終只能以「19+1」

的形式，承諾全面及不可逆轉地，落實2015年

簽署的《巴黎協定》，並另行列出美國退出《巴

黎協定》的立場。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
29日在大阪會見法國總統馬克龍。
習近平表示，今年3月我成功對法國進行國事訪

問。訪問期間我們達成的一系列戰略共識和合作協
議正在穩步落實。在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
際，面對保護主義、單邊主義逆流和氣候變化等人
類共同挑戰，中法理應體現大國擔當，堅持獨立自
主，攜手合作，共同做多邊主義的維護者、開放合
作的踐行者、世界和平的捍衛者、文明交流的引領
者，促進世界和平穩定和發展進步，保護美好的地
球家園。
習近平指出，國際社會共建「一帶一路」已進入
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中法雙方要加快落實第三方
市場合作項目，推進核能、航天等大項目合作。中
方歡迎法國參加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雙方
要精心籌備2021年中法文化旅遊年，促進人文交
流。中法要就國際和地區問題保持密切協調，推動
熱點問題政治解決。

法方：願拓農業數字經濟合作
馬克龍表示，習近平主席今年3月對法國的訪問

有力推動兩國政治、經濟、人文等領域關係取得新
進展。我期待着再次訪華。法方願同中方拓展農
業、數字經濟、能源、民用核能等合作，增進文化
交流。法中都支持多邊主義，要就全球治理密切協
調，在應對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等多邊議程中開
展積極合作，發揮引領作用。
雙方還就朝鮮半島、伊朗核問題等交換了看法。

法方高度評價中方為勸和促談發揮的重要和建設性
作用，表示願同中方加強溝通協調，維護地區和平
穩定。
丁薛祥、劉鶴、楊潔篪、王毅、何立峰等參加會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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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美重啟經貿磋商釋放了積
極信號，順應兩國民意，符合全球期待，有
利於緩解市場緊張情緒。中央廣播電視總台
發表「國際銳評」專欄文章指出，作為世界
前兩大經濟體和貿易大國，中美經貿合作中
存在一些分歧很正常，關鍵是要通過平等對
話，秉持相互尊重，管控分歧，促進合作。
文章指出，一年多來，中方以最大的耐
心和誠意回應美方經貿關切，努力推動達
成雙方都能接受的協議。然而，美方的不
斷施壓致使雙方經貿磋商受挫，也令世界
經濟下行壓力進一步加大。世界銀行6月發
佈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將今明兩年

全球經濟增速進一步下調至2.6%和2.7%，
比1月預測值分別降低0.3和0.1個百分點。
世界大型企業研究會日前公佈的數據顯
示，美國6月份消費者信心指數環比下滑至
121.5，為2017年9月以來最低水平。事實
充分證明：加徵關稅解決不了問題，只會
適得其反；只有平等對話，才是解決中美
經貿問題的唯一途徑。此次中美重啟經貿
磋商，意味着重新回到解決問題的正確軌
道。不過，中美經貿問題錯綜複雜，要有
效解決仍須付出艱苦努力。
文章進一步指出，在此次中美兩國元首

會晤中，美方表示不再對中國出口產品加

徵新的關稅，這為中美重啟經貿磋商創造
了條件。接下來，關鍵的是美方要做一個
「行動派」，既要說到，更要做到，與中
方相向而行。中美建交40年歷程表明：合
則兩利、鬥則俱傷，合作比摩擦好，對話
比對抗好。中美之間的分歧最終還是要通
過對話磋商解決，這有利於中國，有利於
美國，也有利於全世界。
文章最后指出，希望雙方經貿團隊把握

來之不易的重啟磋商機會，用實際行動落
實兩國元首此次會晤精神，在平等和相互
尊重的基礎上討論具體問題，增進互信，
擴大共識，共同努力把磋商往前推進。

對於中美貿易戰背景下
的中美元首會晤，官方媒
體的報道一改以往活動整
體結束後才發佈的常態，

在習特會開始之前及期間不斷更新報道
會場動態及期間所釋放出的重要信號。

29日上午，央視客戶端從10時12分開
始先對即將在當地時間11時50分開始的
習特會進行了預告，後又在北京時間12時
45分發佈短訊稱會見結束，共計80分
鐘。香港文匯報記者注意到，人民網App

客戶端更是更新頻繁，先是在習特會前轉
發了中央廣播電視總台的會談入場視頻，
緊接着在北京時間11時03分更新會談消
息，11時26分提到習近平在會見中回顧
「乒乓外交」佳話，在12時29分發佈中
美元首同意重啟兩國經貿磋商，12時36
分發佈快訊稱美方不再對中國出口產品加
徵新的關稅，13時25分又發佈了更為詳
細的雙方會談要點。如此頻繁地在會中發
佈消息，在關於國家領導人的報道中十分
罕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燁

80分鐘習特會
官媒罕見連續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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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廣電：用平等尊重推進中美經貿磋商

王毅：各盡所能
推進全球氣候治理

■昨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大阪會見法國總統馬克龍。新華社

■G20大阪峰會昨日落幕，各國發表聯合公報《大阪宣言》，然而在應對氣候變化議題上，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與全球站在對立面，與會國最終只能以
「19+1」的形式就氣候變化議題簽署協議。 路透社

■昨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大阪峰會期間與法國外長勒德
里昂、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共同舉行氣候變化問題三方會議。 中新社

綜合外電報道，經過馬拉松式的談判、多次記者會取消
及延遲，各國領袖同意延續去年阿根廷G20峰會

「19+1」的做法，就氣候變化議題簽署協議。協議分開兩
部分，第一個部分為19個與會國的聯合聲明，承諾各國實
施《巴黎協定》，並會為此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財政補助。另
一部分則為美國的聲明，重申美國退出《巴黎協定》，美國
也是全球減少碳排放最多的國家，承諾平衡能源和環境，向
國民提供可負擔、可靠及安全的能源，包括化石燃料、可再
生能源及核能等，在減排的同時維持經濟增長。

傳馬克龍特朗普激烈爭論
消息人士透露，與會各國領袖在氣候問題上整晚激烈爭
辯，法國總統馬克龍更與特朗普激烈爭論，英國首相文翠珊
則嘗試調停，會議一度需要暫停。據報多個歐盟國家堅持在
公報上，就氣候變化使用強硬措詞，美國則拉攏沙特阿拉
伯、土耳其和巴西，要求將措詞軟化，但無功而還。馬克龍
事後承認，各國討論聯合公報期間曾「出現問題」。
特朗普在峰會上聲稱，美國現時的水和空氣是有史以來最
潔淨，無需應對氣候變化，又表明反對發展風力及太陽能發
電。他認為太陽光強度不夠及產能低下，又直斥風力發電沒
用，「當沒有風，就不會產生電力」，故往往需依賴政府補
貼。他重申退出《巴黎協定》決定正確，否認忽視氣候問
題，強調若採取行動，例如設立碳排放標準，將導致美國企
業產出減少20%至25%。

日學者：國際間立場趨向兩極化
東京大學國際法教授高村由加利（譯音）形容，「19+
1」的形式已是「最好的劇本」，但指出在氣候變化的影響
及風險愈趨受國際關注下，今次的協議仍稱不上理想。她又
指，各國在峰會上的分歧，證明國際間對氣候變化的立場趨
向兩極化，部分歐洲國家因輿論壓力採取更強硬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