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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维

　　位于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的龙美湿地公园内，7500

亩经济林泛起层层碧浪，树木花草，交相辉映，犹如打

翻了的颜料盘，俨然一幅美丽的画卷。

　　谁能想到，这个总面积达453.1公顷的湿地公园，曾几

何时是典型的煤矿采空区。近年来，巨野县边修复边建

设，通过植树造林、完善水系等多种手段，修复面积达1.9

万亩，最终成就了全国生态修复治理的典型之一。

　　这样的奇迹在今天的中国并不少见：塞罕坝沙地变

身林海、苍山洱海恢复本色、九曲黄河重现清流……中国

大力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持续推动生态修复、污

染防治和绿色降碳，取得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生态治理成

就。不仅造福了中国，也为全球生态环境保护注入中国智

慧、提供中国方案，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生态文明建设成绩突出

　　5月29日，中国2022年生态环境“成绩单”出炉。

　　这份由生态环境部公布的《2022中国生态环境状况

公报》（以下简称《公报》）显示，2022年全国生态环境质

量保持改善态势。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

质量持续向好，管辖海域海水水质总体稳定，土壤环境

风险得到基本管控，自然生态状况总体稳定，城市声环

境质量总体稳定，核与辐射安全态势总体平稳。

　　根据《公报》，大气环境方面，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细颗粒物浓度为29微克/立方米，比2021年下降3.3%，好

于年度目标4.6微克/立方米。

　　水环境方面，全国地表水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

为87.9%，比2021年上升3个百分点，好于年度目标4.1个百

分点；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为0.7%，比2021年下降0.5个

百分点。

　　海洋环境方面，夏季一类水质海域面积占管辖海

域面积的97.4%。近岸海域优良（一、二类）水质面积比例

为81.9%，比2021年上升0.6个百分点；劣四类水质面积比

例为8.9%，比2021年下降0.7个百分点。

　　土壤环境方面，全国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

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得到有效保障，农用地土壤环

境状况总体稳定，耕地质量平均等级为4.76等，水土流

失面积为267.42万平方千米。

　　《公报》显示，2022年全国生态质量指数（EQI）值为

59.6，生态质量为二类。全国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

占陆域国土面积的30%以上，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不低于

15万平方千米。49个国家公园候选区（含三江源、大熊

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和武夷山等5个正式设立

的国家公园）被遴选出，总面积约110万平方千米。

　　这是中国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生态文明建设成

绩的又一延续。数据显示，过去十年中国重点城市PM2.5

浓度累计下降了56%，重污染天数减少了87%，单位GDP

二氧化碳排放降低了34.4%，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

达87.9%……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还创造了多个世界之

最：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

家、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球能耗强度

降低最快的国家之一……

　　这一成绩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过去10年，

中国提出‘生态文明’理念，将其作为构建中国特色环

境治理方法的一种总体框架。这一理念源自中国思想，

认为人与自然应和谐共生。”彭博社报道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近日面向全球网友发布

的一项民调显示，超过九成（91.6%）的受访者高度赞赏

中国在生态治理与保护方面的努力，普遍认同中国在

生态议题上的主张。调查中，近九成的受访者（88.7%）认

为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的成就值得高度赞誉；另

有92.9%的受访者特别肯定了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作出

的努力。

通过自身转型提供借鉴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在生态环境上作出的努力是

有益的、先进的，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模范作

用。”有网友留言称。

　　的确，作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清洁能源

利用规模最大、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中国有必

要，也正在做——— 积极向世界共享生态治理与保护的

经验，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不断提

供中国方案。

　　例如，中国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

保护，采取了一系列有力举措。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

说，中国加强顶层设计，协调推进保护与发展。坚持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等重要理念，

为统筹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绿色发展提供了根本

遵循和方向指引。党的二十大对协同推进降碳、减污、

扩绿、增长，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作

出重大战略部署。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明确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

目标、新任务、新举措，为新时期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和

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行动指南。生物多样性保护上

升为国家战略，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成为全

社会的共识和行动。

　　创新制度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修复行动。坚持用最

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

性，构建了以综合法、区域法、要素法相结合的“1+4+N”

法律体系。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将生物多

样性和生态保护纳入国家和区域发展规划、空间规划

以及生态保护专项规划。持续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空

间格局，将占陆域国土面积30%以上的区域划入生态保

护红线并严格保护，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

和修复工程，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有效保护了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用实际行动绘就了一幅幅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再如，在应对气候变化上，中国积极推进应对气候

变化的多边进程，广泛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落

实全球发展倡议，做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参与者、贡献

者和引领者，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呼吁国际社会摒弃单边主义、地缘博弈和绿色壁垒。

“‘双碳’引领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使经济逻辑

遵从生态逻辑，在新赛道上展示零碳、低碳技术应用场

景的产业竞争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

所长庄贵阳说。

　　“中国通过自身的成功发展转型，为维护全人类的

共同利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新型世界秩序注

入强大动力，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寻新发展道路提

供经验借鉴和启示，拓展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山东大

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慧明说。

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

领者，中国坚定地践行多边主义，努力推动构建公平合

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为人类可持续发展

作出贡献。

　　近年来，中国积极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取得

积极进展。中国倡导建立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

联盟，与共建国家加强政策对话、联合研究和能力建

设，把支持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融入共建“一

带一路”。发布“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

加强生态环保技术创新与交流。实施了绿色丝路使者

计划，培训了120多个国家3000人次环境管理人员和专

家学者，凝聚绿色发展共识和合力。

　　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承诺中国二氧化碳排放

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

和。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承诺不再

新建境外煤电项目。积极推进《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

相关公约进程，领导推动发布“昆明宣言”、达成“昆蒙

框架”，开启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新篇章。领导和推

动《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湿

地公约》第十四次缔约方大会进程，达成《联合国防治

荒漠化公约2018—2030年战略框架》《2025—2030年全球

湿地保护战略框架》等丰硕成果。推动《巴黎协定》签

署、生效和实施，宣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帮助发

展中国家提高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水平，展示了中国

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公平公正的大国形象。

　　中国还务实开展了多双边环境合作。建立中欧环

境与气候高层对话机制，积极开展上海合作组织成员

国环境部长会、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等交流对话机

制。加强南南合作以及同周边国家的合作，在非洲、东

南亚及南亚等地区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绿色经济、化

学品管理、国际环境公约履约等领域的项目和行动，这

些项目和活动成效良好。

　　应对全球性环境挑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

吁国际社会加强行动：“唯一的答案是可持续发展，它

能改善人类和地球的福祉。”中国将继续为维护全球可

持续发展，深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

力量。

生态文明建设创造多个世界之最

中国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与方案

  图为一头藏野驴在位于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措美县的哲古错旁吃草。 新华社发  

□ 本报记者 史天昊

　　近日，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瑞典和丹麦驻俄

大使，抗议三国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的调

查不透明。自2022年9月“北溪”管道遭遇爆炸后，丹

麦、瑞典和德国随后分别开始独立调查。俄罗斯曾多

次呼吁共同调查，但屡次遭到三国拒绝。“北溪”管道

爆炸事件已成为当前俄乌冲突的组成部分，而西方

国家含糊其词的态度却不断使得案件调查陷入重重

阻碍。

独立调查国家仍各持己见

　　今年3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未能表决通过俄罗

斯提交的有关对“北溪”事件展开国际调查的决议草

案，该草案要求联合国牵头调查“北溪”管道遭破坏

事件。俄方对此表示遗憾，俄常驻联合国代表涅边贾

表示，“如果没有客观和透明的国际调查，就无法揭

开真相”。

　　自今年2月美国知名调查记者西摩·赫什公开称

“北溪”管道遭破坏与美国情报部门及美军有关之

后，西方国家及其媒体几乎一致保持沉默。然而，近

期参与调查的各方却陆续重新开始释放新线索，但

对幕后黑手的指向依旧众说纷纭，互相矛盾。

　　美国《纽约时报》3月7日以多名不愿公开身份的

美方情报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爆炸由一个“亲乌克兰

组织”所为，暂无证据显示这一组织与乌克兰政府高

层有关或受后者指使。

　　瑞典检察官办公室4月初报告称，“北溪”爆炸事

件中使用的爆炸物并不常见，调查人员已确定其类

型，从这一点就可以确定，制造爆炸的最有可能是

“一个由国家发起的团伙”。

　　丹麦国防司令部4月中旬表示，一艘丹麦海军船

只于2022年9月“北溪”管道爆炸发生的前四天，拍摄

到了112张俄罗斯船只在相关地区从事军事情报活

动的相关照片，后经确认该俄罗斯船只是SS-750打

捞船，可携带一艘夹带武器的迷你潜艇。

　　德国《南德意志报》5月报道，德国当局正在就

“袭击是在乌克兰安全部门参与下实施的”这一说法

开展调查。德国调查人员怀疑，袭击者通过位于吕根

岛的一家包租公司，租下长15米的“仙女座”号游艇，

运载炸药，出海布设。据《明镜》周刊5月26日报道，袭

击者租用这艘游艇的相关电子邮件元数据与乌克兰

有关。

　　赫什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德国联邦情报局把

“租借游艇的故事”植入美国和德国媒体，意在转移

视线。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称，西方国家的官员无

意查清“北溪”管道爆炸的真相，因为他们“宁可不知

道”元凶是谁，也不想发现本国的盟友要对爆炸事件

承担责任。

俄召见三国大使提出抗议

　　俄罗斯外交部5月25日发表声明称，俄方已召见

德国、瑞典和丹麦驻俄大使，抗议三国对“北溪”天然

气管道爆炸事件的调查“完全没有结果”。俄外交部

在一份声明中说，三国都在故意拖延调查，且试图隐

瞒爆炸的幕后黑手。俄方对调查的不透明性以及三

国在调查中拒绝与俄方接触感到不满。

　　俄外交部在声明中说，俄方认为“真正的犯罪者

是一些众所周知的国家”，一些国家“试图把水搅

浑”。声明还说，俄方将继续努力确保德国、丹麦和瑞

典在俄方参与的情况下进行“客观调查”。

　　早在今年2月，丹麦、德国和瑞典在向安理会提

交的联名信中就称已向俄方通报调查的相关信息，

但俄方则表示“什么都没有收到”。涅边贾3月曾表

示，丹麦、德国和瑞典中的任何一国都没有同意俄方

参与调查，相关调查不仅不透明，而且意在掩盖痕

迹，袒护美国。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北溪”被炸真相众说纷纭，

但美国政府反对欧俄能源合作的态度却明确而坚

决。“北溪”管道被炸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事件

“终归是一个巨大的机会”，有利于欧洲“一次性彻底

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5月23

日接受俄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应该向俄罗斯赔偿“北

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造成的损失。他还称，美国

在俄乌冲突框架内的最终目标是摧毁俄罗斯，但这

不可能。

能源和生态负面影响渐显

　　2022年9月，“北溪—1”和“北溪—2”天然气管道

几乎同时发生爆炸加剧了欧俄能源脱钩进程。根据

国际能源署统计，2021年，欧盟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

1550亿立方米，约占其天然气总进口量的45％。但到

2022年，欧盟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占比已不到25％。

国际能源署执行干事法提赫·比罗尔认为，欧洲工业

发展曾基于丰富而廉价的俄罗斯能源，但这种模式

结束了，未来欧洲能源将比过去更加昂贵。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23年经济预测报告称，

如果能源危机持续恶化，欧洲将面临非常严峻的经

济形势。然而相比之下，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却显

示，由于欧洲需求激增，2022年上半年，美国跃升为

世界第一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出口量较2021年下

半年增长12％。

　　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认为，美国试图从乌克兰

危机长期化中渔利，而欧洲为此承受了沉重后果，平

均每月要花费几十亿美元进口液化天然气，几乎是

此前年份的10倍。受能源价格冲击等因素影响，多个

欧盟成员国物价持续高涨。

　　“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的负

面影响同样不容忽视。泄漏发生后，瑞典的监测站报

告甲烷（天然气主要成分）的浓度比平时高出了20%

至25%，由于甲烷是重要的温室气体，此次事件引发

了对于全球变暖加剧的担忧。

　　丹麦奥胡斯大学的科学家今年2月发表在学术

平台“研究广场”（Research Square）上关于“‘北溪’

管道破坏对环境的影响”的论文称，研究发现，受爆

炸冲击波影响，波罗的海本土的港湾鼠海豚面临种

群灭绝的威胁。另外，爆炸导致25万吨严重污染的深

海沉积物重新悬浮，导致11平方公里的水中的鱼类

和其他生物群面临不可接受的风险。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称，“北溪”天然

气管线是重大跨国基础设施，其爆炸事件对全球能

源市场和生态环境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对此事开

展客观公正专业的调查，并追究有关责任，十分必

要，应当加快调查进程，迅速查明事实真相。

□ 本报记者 吴琼

　　《美国的胁迫外交及其危害》报告近日对外发

布。报告基于大量事实和数据，指出美国是胁迫外

交的发明者和集大成者，揭露了美国在全球推行胁

迫外交的恶行劣迹，让国际社会进一步看清美国胁

迫外交的霸权霸道霸凌本质及其行径对各国独立

与发展、地区稳定、世界和平的严重危害。

美方“黑历史”数不胜数

　　近些年来，美国惯于指责别国以大国地位、胁

迫性政策、经济胁迫方式要挟他国服从、搞胁迫外

交，但事实上，美国才是胁迫外交的始作俑者。胁

迫外交的发明权、专利权、知识产权都非美国莫

属。长期以来，美国胁迫他国无所不用其极，在胁

迫外交上有极不光彩的“黑历史”。

　　发展中国家是美国滥施胁迫外交的“重灾

区”，中国、俄罗斯、古巴、委内瑞拉、朝鲜、伊朗、白

俄罗斯、苏丹等国都深受其害。美国多次违反公平

贸易原则，对华强征关税。不仅如此，美国还在芯

片领域对华进行技术封锁，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中

国高科技企业。美国还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炒作

台湾、香港、新疆等问题，炮制形形色色的涉华议

案法案，执意同对华贸易、技术交流问题挂钩，无

理干涉中国内政，并胁迫西方国家同美保持一致。

　　美国对盟友实施胁迫外交也毫不手软：20世

纪80年代，日本国内生产总值达到美国一半。为消

除日本经济威胁，美国于1985年强迫日本签订“广

场协议”，逼迫日元升值，导致日本国内经济泡沫急

剧扩大，房地产泡沫最终破灭，日本经济陷入长期

停滞；美国还以“经济人质”为手段肢解阿尔斯通。

2015年，法国阿尔斯通公司不得不接受美国通用电

气的收购要求；美国也对欧洲挥舞关税大棒，干预

市场竞争。2018年，美国政府动用1962年《贸易扩展

法》第232条款，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对欧盟等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加征最高25%和10%的关税。

2021年1月，为提高波音公司竞争优势，美国海关与边境保

护局宣布对来自法国和德国的飞机部件等输美商品加征

高达15%的关税，涉及商品总价值达75亿美元。

　　在经济金融制裁外，美国还擅长以支持代理人战争、

煽动他国内战、提供武器弹药、培训反政府武装等直接或

间接方式干涉他国内政，以打击“不听话”的国家和地区。

胁迫外交手段层出不穷

　　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的胁迫外交手段繁多。

时至今日，胁迫外交已是美国外交政策工具箱中的标

配，为实现一己私利，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领域的

遏制打压都被美方用来在全球搞胁迫外交。

　　以经济胁迫为例，美元霸权是美国实施经济胁迫的重

要基础。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占据了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地

位，使得美国可以通过切断其他国家的美元供应和交易渠

道，限制美元融通渠道、交易汇路等对其他国家施压和

制裁。冻结财产、巨额罚款、拒绝金融服务都是美国借

助美元霸权地位对他国实施经济封锁和金融制裁的

惯用伎俩。此外，贸易管制是美国经济胁迫的重要手

段，“长臂管辖”是美国另一项常用经济胁迫手段。

　　与此同时，美国的政治胁迫手段层出不穷、目标包

罗万象。促进所谓民主人权是美实施政治胁迫、干涉他

国内政的常用伎俩。美长期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美式价

值观”，渲染“民主对抗威权”，肆意干涉他国内政，企图

用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来塑造其他国家和世界

秩序，甚至干涉和颠覆他国合法政府，以达到削弱竞争

对手、转嫁危机、制造混乱、破坏稳定等目的。

　　军事实力为美大搞胁迫外交提供了倚仗。美

国在国际关系中动辄使用军事胁迫，肆意使用武

力。近年来，美国年均军费预算超过7000亿美元，

占世界总量的40%，超过其后面15个国家的总和。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出口国，美国常靠贩卖

武器来增加财政收入和挑起地区冲突。

　　文化科技软实力是美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服务胁

迫外交的隐蔽手段。除此之外，美国情报机构在全球建

立大量“渗透组织”。各色基金会、非政府组织成为美西

方价值输出的“中间人”和文化渗透的“急先锋”。

美阻碍全球和平与发展

　　多年来，美国的胁迫外交令全球深受其害。报

告指出，美国以自身利益为先，无视世界各国爱好

和平与发展的迫切需求，热衷于操弄意识形态议

题，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设立各种地缘“小圈

子”，在全世界策动“颜色革命”，甚至不惜拱火浇

油，从地缘政治斗争中谋取利益。美国的胁迫外交

给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蒙上了阴影。

　　不仅如此，美国对全球经济的胁迫行为愈演愈

烈，严重破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导致世界经济被人为分割，进一步条块化、碎片化，

使经济全球化出现严重倒退。为了维护霸权，美国

正在从二战之后形成的全球化合作格局中退出来，

实际上已经成为全球化规则的最大破坏者。

　　报告谴责称，美国的胁迫外交阻碍以金砖国家为代表

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美国对委内瑞拉、古巴、

缅甸、叙利亚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裁和封锁直接打断这

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进程。美国对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

和南非等金砖国家和阿根廷、墨西哥、土耳其等新兴市场国

家的经济制裁则严重损害这些国家的经济利益。

　　美国为维护其全球霸权，遏制他国发展，热衷于以

价值观划线，依靠挥舞关税大棒等手段胁迫他国加入

“民主同盟”。美国的所作所为加剧国际社会对立，推高

了世界陷入“新冷战”的风险。

　　长期以来，美国通过经济封锁、单边制裁、军事威胁、政

治孤立、技术封锁等种种流氓手段，向世界演绎了一个个胁

迫外交的教科书式案例。美国还不顾自身到处搞胁迫外交的

事实，出于政治私利，动辄给中国等其他国家贴上胁迫外交

标签。然而，究竟谁在搞胁迫外交、谁在胁迫全世界，国际社

会自有公论。在全球到处胁迫、制裁、霸凌，把他国搞垮、把

世界搞乱，终会反噬伤及自身。

俄再抗议“北溪”管线爆炸事件调查不透明

　　图为“北溪-

1”天然气管道泄

漏大量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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