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时一天后，格拉斯哥终于平静下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在万众瞩目中落下帷幕。虽然

关于目标、途径、方式，新的一揽子协议已经白纸黑字，但正如这

两周谈判历程的艰难，在真正通往碳中和的路上，各国要付出的

无疑将会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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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白边境难民危机加剧空客下调客机需求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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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26艰难落幕

疫情仍在持续，航空业想象中的完美

复苏远未到来。在这背景下，航空业对未来

的预测也变得悲观起来，当地时间上周六，

全球飞机制造巨头空中客车发布最新预

测，未来20年全球对商用飞机的总需求将

达39020架，这一数字较疫情前（2019年）预

测的39213架下调了0.5%。

此次预测报告是在正值迪拜航展开幕

之际，聚焦的时间是2021-2040年。具体到

各个细分市场，例如小型飞机领域，预期全

球对新飞机的需求将达29690架，空客在这

一领域的产品包括A220和A320系列；而在

中型机领域，预测的需求量达5340架，空客

的产品包括A321XLR和A330neo；另外，

在A350所涵盖的大型飞机领域，预计到

2040年需要交付3990架飞机。

空客的判断与波音的预期基本相同。

波音9月发布2021版《民用航空市场预测》，

未来20年全球总需求量达43610架，较

2019年预测（44040架）低1%。

这并不意外，复苏对于航空业而言将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预测，2022年度全球航空需求将同

比增长51%，但依然没有达到疫情前的水

平，只有2019年同期需求的61%。

而在眼下能源危机的背景下，航空业

的日子更难过了。达美航空公司首席执行

官EdBastian在最新一季度财报发布后坦

言，能源价格如果继续上涨，将给四季度利

润带来压力。IATA表示，2021年的行业损

失将比原先预期的更严重，达到518亿美

元，高于4月预测的477亿美元。全球航空公

司将在2022年亏损120亿美元。

IATA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客运总

量将达到23亿人次。2022年将增长至34亿

人次，与2014年的水平相似，但远低于2019

年的45亿人次的客运量。与此同时，航空货

运需求将继续保持强劲，2021年需求比

2019年水平高7.9%，2022年则高出13.2%。

IATA指出，全球航空货运业务表现出

色，全球国内旅行也将在2022年接近危机

前的水平。不过，挑战在于，国际旅行市场

因各国政府实施的旅行限制措施仍处于严

重低迷的状态。

也并非完全没有好消息，从全球国际

旅行限制严格程度变化来看，近期各国均

有一定程度的放松迹象。比如美国，10月

25日，总统拜登正式签署了旅行新规，11

月8日起解除自2020年初以来对多国实施

的旅行禁令，包括大多数欧盟成员国、英国

等；而在欧盟内部，7月1日，“新冠数字通

行证”在欧盟成员国以及挪威、冰岛、列支

敦士登等国正式启用，简化了欧盟国家间

的旅行。

根据美国航空运输协会（Airlines for

America）数据显示，截至10月25日的最新

一周，美国旅客吞吐量已恢复至2019年同

期82%的水平，其中国内吞吐量恢复至

85%；国际客流量恢复至59%，墨西哥地区

的需求已超过2019年同期，而太平洋地区

不到2019年同期的10%。

而对于飞机制造商而言，未来的一大

重要趋势在于脱碳带来的机遇。空客在报

告中也提出，全球航空业的更新需求未来

将出现明显的提速趋势。

“随着经济和航空运输的成熟，我们看

到需求越来越多地受到更新而不是数量增

长的驱动。更新是当今脱碳最重要的驱动

力。全世界都在期待可持续飞行，而这将在

短期内通过引进大多数更先进飞机而成为

可能。”空客国际首席商务官Christian

Scherer表示。

根据空客的预测，在未来20年，航空运

输需求将逐步从机队数量增长转向燃油效

率较低的老旧飞机加速退役，在39000架的

需求总量中有15250架用于更新旧机。因

此，到2040年，绝大多数商用飞机都将是最

新一代的，这比今天的13%占比有所上升，

这将大大提高全球商用飞机的二氧化碳减

排效率。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客运需求不振

的背景下，货运成了新的机遇。几乎所有适

航货机都已投入使用，以满足对空运的激

增需求。租赁公司正在购买二手客机，改装

为货机。由于货运增长的前景令人鼓舞，飞

机制造商寻求推出更多的货机。

就在刚刚开幕的迪拜航展上，空客和

波音两家巨头都在力推全货机，比如空客

A350宽体客机的货运版，波音则准备公布

其777X宽体客机全货运版的初步交易。据

知情人士透露，潜在买家包括联邦快递、德

国汉莎航空、新加坡航空和德国邮政。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北京商报2021.11.15

波兰和白俄罗斯边境难民危机近来持

续发酵，随着天气转冷和难民越聚越多，滞

留在两国边境地区的数千名难民生存处境

堪忧，人道主义组织和当地居民呼吁各方尽

快解决危机。

日前，新华社记者在波白两国边境地区

采访时看到，这些难民大多被困在边境地区

茂密的森林中，其中有不少老人、妇女和儿

童。当地最低气温已降至零度左右，而且还

将继续下降。难民们住在简易帐篷里，甚至

露天睡在地上，缺衣少食，面临严峻的生存

危机。

今年8月以来，为进入德国等西欧国家，

越来越多来自中东的难民取道白俄罗斯进

入欧盟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波立两国边境

管控压力随之加大。

为防止难民穿越边界，作为欧盟东部门

户的波兰在边境地区部署了超过1.5万名士

兵，架起了180公里长的铁丝网，并设立了3

公里宽的戒严区，只有住在其中的居民可以

进出。

根据波兰军方消息，仅在波兰边境村庄

库伊尼察附近的白俄罗斯边境一侧，目前就

聚集着数百名主要来自中东地区的难民。

“我非常同情那些人，他们饥寒交迫，处境绝

望。”16岁的库伊尼察居民玛蒂娜·比亚乌斯

告诉记者。

“我祖母在她的后院发现了衣服和有人

来过的痕迹。”比亚乌斯说。需要经常出戒严

区工作的她不免有些担心，“现在我在夜晚

的时候都不敢出门”。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日

前表示，波白边境难民危机“不可容忍”，敦

促有关国家立即采取措施缓和和解决这一

危机。

不少人道主义组织正在想方设法帮助

难民。在位于波兰东北部与白俄罗斯接壤的

波德拉斯省首府比亚韦斯托克，当地国际红

十字组织负责人伊丽莎白·帕什科夫斯卡

说：“我们在比亚韦斯托克设立了一个物流

中心，工作人员可以在这里领取物品，包括

衣服、食品和药品。”

然而即便是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和媒

体记者也无法进入戒严区。帕什科夫斯卡

说：“我们很难主动将物资分发给有需要

的难民，好在不少当地居民会来领取物

资，送给难民。”

“难民中的很多人需要医疗救助。”志

愿者组织“边境小组”的医生宝利娜·鲍尼

克说，“他们不敢去医院，即使病得很严重

的时候。”

鲍尼克只能帮助那些从戒严区出来的

难民，但对那些仍旧在里面的她却无能为

力。“我认为这太糟糕了，他们都是有孩子的

家庭，甚至还有怀孕的妇女。”

波兰军方也在履行人道主义职责。军方

发言人马雷克·彼得扎克说：“军队士兵的职

责是制止任何非法入境行为。如果我们在边

界波兰一侧发现难民，我们会帮助这些在艰

苦环境中跋涉了多日的人们，给他们提供热

的饭食、水等，然后把他们交给边防部门。”

据新华社

艰难的共识

北京时间11月14日凌晨3时50分，

COP26主席阿洛克·夏尔马敲下槌子，正式宣

告，全球197个国家达成了这项旨在加强气候

行动的重要协议，即《格拉斯哥气候公约》。

这一会议是巴黎气候峰会后全球最大、

最重要的气候相关会议，恰逢《巴黎协定》签

署后的复盘和更新各国减排计划的节点，被

普遍视为“人类免于灾难性气候变化的最后

一次机会”。来自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近2万名代表齐聚英国格拉斯哥，会议为期两

周，自10月31日正式拉开帷幕，原定于持续到

11月12日。

“我要为协商过程致歉，我深感抱歉。”在协

定通过前致辞时，夏尔马突然哽咽，热泪盈眶，

会场响起掌声。BBC指出，让夏尔马如此失态的

关键原因是COP26谈判过程的曲折和不顺。

11月1日-2日，COP26期间的世界领导

人峰会召开，各国领导人纷纷作出雄心勃勃

的承诺，如到2030年停止并扭转森林砍伐和

土地退化进程，并投入190亿美元的公共和私

人资金，以保护和恢复森林。

但在领导人峰会结束后的技术新谈判阶

段，由于各方分歧严重、谈判艰难，会议不得

不延期一天。原定COP26的结束时间是在当

地时间12日18点，但一些国家一直都对碳减

排提反对意见，当晚各国代表不得不熬夜继

续讨论。

直到13日晚，关于淘汰煤炭、向贫困国家

提供资金等问题，各方仍然争论不休。当晚19

时40分，协定的最后时刻，印度突然出手，印

度环境和气候部长布平德·亚达夫要求对协

定内容作出修改，把“逐步淘汰”煤炭改为“逐

步减少”。

对于印度的这一做法，虽然一些国家表

示了不满，但好在并未投下否决票。紧急修改

后，经过26年、26次国际磋商后，这一历史性

协定终于获得近200个国家的一致通过。

保住1.5℃

六年前，超过190位国家领导人签署了

《巴黎协定》，取代《京都议定书》，期望能共同

遏阻全球变暖趋势。该协定的重要共识即，把

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

2℃之内，努力控制在1.5℃之内。

不过，各国当时承诺的碳减排目标远远

没有达到。根据现有的数据，1.5℃的升温幅度

在2030年前就会被突破，到本世纪末，温度将

升高至少3℃。今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警告，各国的承诺水平正使地球走在气温

上升2.7℃的“灾难性道路上”。

而此次协议的重要看点就在于“让1.5℃

的承诺活了下来”。根据《格拉斯哥气候公

约》，2022年召开COP27时，各国再将现有的

国家自主贡献评估一遍，以使全球努力向

1.5℃的温升目标更加靠拢。

就在此次峰会期间，不少国家都作出了

关于新的减排承诺。比如英国，在COP26气候

谈判之前设定了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承诺

“到2030年实现电力系统脱碳，到2050年实现

净零”。美国政府则又重新加入《巴黎协定》，

并设定了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而

印度则承诺到2070年实现净零排放，尼日利

亚也承诺2060年实现净零排放。

根据COP26主席国英国11月3日发表的

声明，目前已经有151个缔约方提交了更新版

的国家自主贡献举措；许多经济体已经宣布

将于本世纪中叶达到净零排放或碳中和目

标，这些经济体的排放量占全球的近90%，其

GDP也占全球的90%以上。

与此同时，与会各国还承诺在2030年前

结束砍伐森林活动，并为相应国家提供190亿

美元的公共和私人资金，用于保护和恢复森

林。这一联合声明得到了包括巴西、印尼和刚

果在内的国家领导人的支持，这些国家的森

林总计占世界森林的85%。

不过，正如夏尔马所言，“现在可以说，我

们让1.5℃的承诺活了下来。但是，它的脉搏是

微弱的，只有当我们履行承诺并转化为快速

行动时，它才能存活”。

但1.5℃其实也并非安全值，政府间气候

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研究认为，即使升温

1.5℃，世界也将面临严峻的热浪、海平面上

升、物种损失等问题，但升温2℃的风险更为

显著。

“（对小岛国来说）任何变暖都太暖了。

1.5℃已成为最低要求。即使是1.5℃，我们也

无法真正接受。”来自巴哈马群岛的代表阿

黛尔·托马斯说道。

钱的问题

除了大方向保持不变，此次协议还提出，

应逐步减少煤炭使用，减少对化石燃料的补

贴。这是在联合国气候大会的宣言中首次触

碰化石燃料问题。

据了解，让各国承诺逐步淘汰化石燃料

也是本届COP26主席夏尔马最主要的目标。

虽然有关燃煤使用的规定由“逐渐停止”改为

“逐渐减少”，但在外界看来，比起过往规避终

结化石燃料这一话题，此次被提到已经算是

一种进步。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缔约国此次还批准

了一项有关《巴黎协定》中全球碳市场实施细

则的内容。根据最新协议，国家之间的碳交易

有了新的规则，一个国家的政府可通过资助

另一个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来实现其排

放目标，预计这些规则将为国际碳交易市场

奠定基础。

承诺有了、方向没变，但眼下，问题还在

于钱。在闭幕后的视频演讲中，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说，与会各方迈出了重要的步伐，但

还“不够”，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和技术持有者

应结成联盟，共同帮助新兴经济体减排、加速

转向绿色经济。他呼吁发达国家兑现每年提

供10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挑战

的承诺。

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蓝虹指出，整体来看，在碳减排过程中，面临

一些地域错配的问题。现在之所以全球气候

变化问题严峻，与工业化排放大量二氧化碳

有关。这就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已经工业化

的国家如何去实现减排，另一个则是还没有

走向这一路径的国家，如何对可以吸收二氧

化碳的资源进行保存，比如森林等。而发展中

国家的经济实力跟不上，这就需要建立“共同

但有区别”的机制。

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发达

国家承诺，在2020年前，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

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根据OECD最

近的数据，到2019年为止，该目标仅完成了

80%；而在这800亿美元中，只有20%投给了

气候适应相关的项目。

资金问题不只在于南北之间。蓝虹对北

京商报记者分析称，要实现碳中和，需要的资

金规模还是比较大的，而现在的缺口也比较

大，需要绿色金融更多的支持。

以中国为例，“虽然现在我们绿色信贷贷

款余额达到13万亿元，但这跟中国现在要达

到碳中和需要的资金量还是有差距”，蓝虹表

示，最近央行已经推出了碳减排支持工具，利

率只有1.75，这个比常规的再贷款利率2.25还

要低，相当于是央行进行贴息了。这一工具是

精准性的，设置了一些投资领域，且要求先贷

后借。从效果来看，通过央行的一小部分撬动

更大规模的资金，即激励金融机构投入更多

绿色资金。

放眼全球，各国也都在为资金问题努力。

11月3日，450多家世界最大银行和养老基金

成立格拉斯哥净零金融联盟（GFANZ），成员

来自45个国家、资产价值达130万亿美元，承

诺致力于实现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关键目

标，未来相关机构管理的所有资产都将与净

零排放保持一致。

“全球都在为碳中和努力，但道路是曲折

的，这涉及到各个国家的经济能力和发展路

径，肯定需要各方的妥协和不断努力。”蓝虹

坦言。 北京商报记者汤艺甜/文

新华社/图

13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主席夏尔马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大会上发言。

13日，与会代表在《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第26次缔约方大

会闭幕会上拥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