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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气 国际全市：阴转多云，有分散性小雨。
市区：多云，偏东风2-3级，气温19～28℃。
更多天气资讯，请关注“漳州气象”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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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1月3日在意大利纳扎诺泰韦雷-法尔法自然保护区拍摄的水鸟。
纳扎诺泰韦雷-法尔法自然保护区建立于1979年，是意大利拉齐奥大区

第一个自然保护区。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了白鹭、天鹅、鸬鹚等大量鸟类，是
意大利中部的著名观鸟地点。 新华社发

湿地之美湿地之美

从湿地保护融入城市发展的典范
——武汉东湖与青山江滩，到维系青藏
高原生态屏障的“中华水塔”三江源，再
到候鸟迁徙的平安家园鄱阳湖……湿
地之美，成为美丽中国的一张张名片。

《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
部级高级别会议 6日正式通过“武汉宣
言”，展示共同守护“地球之肾”的全球
意愿，向世界宣示了中国推进湿地保护
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决心。多国专家学
者表示，中国湿地保护取得历史性成就
的背后，是推动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
设的中国式生态“密码”，为全球生态环
境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与经验。

守护中国湿地之美守护中国湿地之美

守护湿地，既是维护生物多样性与
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守
护“青山绿水”的美丽诠释和生动实践。

1992 年，中国正式加入《湿地公
约》，成为第 67 个缔约方。30 年来，中
国一步一个脚印，打造出一批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湿地“名片”。据中国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介绍，中国近十年新增和修
复湿地 80 多万公顷，现有国际重要湿
地64处，中国有13地入选“国际湿地城
市”，是全球入选“国际湿地城市”数量
最多的国家。中国以全球 4%的湿地，
满足了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对湿地生
产、生活、生态和文化的需求。

土耳其马尔马拉大学学者巴勒什·
多斯特表示，作为《湿地公约》缔约方，
中国过去十年所恢复、修复和新增的湿
地，无论从面积还是规模来说都是了不
起的成就，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
样。

中国加入《湿地公约》以来，认真履
行公约责任，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各
缔约方广泛合作，为 42 个发展中国家
的湿地管理人员开展了培训。

“武汉宣言”通过后，《湿地公约》秘
书长穆松达·蒙巴说：“30年的时间并不
短，我们目睹了中国在湿地保护方面的
领导力。从中国过去 30年取得的湿地
保护成就、设立的目标和湿地管理方式
来看，我们可以学习的有很多，不仅是
科学方法，还包括空间布局方案和立法
框架等，相关经验有助于促进全球形成
合力。”

保护湿地的中国路径保护湿地的中国路径

湿地，在中国古代有“薮”“泽”“海”
等称法。《诗经》中“关关雎鸠，在河之
洲”的诗句描绘的就是湿地景色，体现
了中国古人用诗意的眼光看待湿地。
具有悠久历史的桑基鱼塘、蔗基鱼塘等
中国传统湿地保护和利用方式，至今仍
在发光发热。

近年来，中国将湿地保护上升为国
家战略，逐步建立和完善湿地保护法律
制度，健全湿地保护管理和调查监测等

体系，增强科技支撑能力，走出一条可
供世界借鉴的湿地保护与发展之路。

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
代表卢伦燕表示，随着《中华人民共和
国湿地保护法》今年 6 月正式施行，中
国从立法和行政管理角度给予湿地重
要的保护地位，相关政府部门专门设立
湿地管理司。这些举措世界少有，是可
以被各国借鉴的中国经验。

此外，中国进行湿地监测信息化建
设、搭建智慧湿地管理平台等创新性保
护技术与手段，以及在小微湿地概念与
实践方面的探索，也为各国湿地保护提
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在本届缔约方大会武汉主会场，法
国驻武汉总领事胡建谊对新华社记者
说，中国古代哲学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保护湿地就是保护人类自己，这一
理念越来越被全世界接受。希望各国
都重视对湿地的保护和修复，让湿地为
全世界人民造福。

生态生态““密码密码””启迪世界启迪世界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高度谋划发展。

过去十年，中国把生态保护放在非

常重要的位置，深入推动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绿色发展奇
迹，有力促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建设。中国也不断用实践展现大
国责任，推动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与进
程。

今年 9月，中方向联合国赠送了全
球耕地、森林覆盖等 6套全球可持续发
展数据产品，为各国更好实现粮食安
全、陆地生态保护等可持续发展目标提
供数据支持。

《湿地公约》秘书处科学与政策总
监耶尔克·塔梅兰德说，中国制定了强
有力的湿地政策框架，例如中国 2020
年到 2025年的红树林保护修复计划包
含非常具体的目标，显示出中国政府强
有力的技术领导力。中国在湿地保护
方面有很多正在分享并可以持续分享
的经验，例如可以通过南南合作等机制
将自己的成功经验与世界分享。

曾考察过内蒙古库布齐沙漠治沙
经验的肯尼亚学者卡文斯·阿德希尔表
示，在过去十年，中国为促进生态文明
建设和可持续发展付出了巨大努力，其
成功取决于政策支持、市场参与、科技
创新等多个方面。他说，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与实践真正抓住了环
境保护的本质，对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大意义。

（据新华社电）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宣布连续第
四次加息 75个基点，试图应对居高不下的
通胀。虽然今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实现增
长，但现实困境无法掩盖，主流经济学家认
为美国经济难逃衰退。

为遏制高通胀，美联储历来不惜激进加
息，任由经济陷入衰退。归根结底在于美国
具有快速转嫁危机走出衰退的手段。通过
激进加息引爆衰退，包藏了美国利用美元霸
权等“排毒工具”加速对外转嫁危机的算计。

分析人士指出，在党争极化等制度弊端
作用下，美国不断释放“政策毒药”，放大经
济衰退风险，推升全球通胀，扰动金融市场，
破坏国际经贸秩序，祸害世界经济。

衰退前景阴云笼罩衰退前景阴云笼罩

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美
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
2.6%，较上季度萎缩 0.6%有所好转。占美
国经济总量约 70%的个人消费支出仅增长
1.4%，较前一季度明显收缩。分析人士认
为，鉴于前两季度美国经济连续萎缩，加之
消费者支出和房地产市场迅速走弱，衰退仍
如阴云笼罩。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表
示，美国经济第三季度增长主因是贸易逆差收
窄。他认为，激进加息将冲击美国出口和房地
产市场，导致美国经济最终走向衰退。随着美
元升值降低美出口竞争力，以及海外经济增长
放缓可能削弱对美商品需求，美国经济增长动
力将会消失。高利率还将提高抵押贷款成本，
侵蚀美国人的财务空间和购房能力。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教授杰里
米·西格尔认为，美联储为抗击通胀将利率
提得过高，而后“刹车踩得太猛”，犯下了其
一百多年历史中“最大的政策错误之一”，这
将“摧毁（美国）经济”。

自今年3月以来，美联储已连续六次加
息，其中近四次加息幅度均为75个基点，美
国联邦基金利率水平升至 2008年 1月以来
最高位。然而，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仍
处于历史高点。美国财经专栏作家里克·纽
曼直言，经济增长数据不能真正改善美国人
生活，高通胀对生活的负面影响已将消费者
信心推向历史低点。

沉迷于追求短期利益沉迷于追求短期利益

本轮全球通胀的成因可追溯至2008年
国际金融危机。美联储当时推出史无前例
的量化宽松，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又实施

“无上限”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巨量“放水”。
同时，财政政策也开启“撒钱”模式，从

次贷危机时期直接注资受困企业，到大幅退
税等超常规财政刺激，再到疫情期间以财政
手段提振消费。长期大规模货币增发不断
积累，造成难以遏制的高通胀局面。

美国著名财经记者威廉·格雷德在其著
作《美联储》一书中写道：“种种证据表明，美
联储过于容易也过于频繁地追求短期经济
利益。”

多年来，美国财政货币决策当局越来越
沉迷于追逐短期目标，迎合竞选政治的短期
利益。美联储为配合白宫政治议程，一再低
估通胀形势严峻性，错失控制通胀最佳时
机。

2021年2月初，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
撰文警告，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可能引发

“一代人未曾见过的通胀压力”，但美国政府
和美联储当时都淡化通胀风险。一直到去
年下半年，美联储官员仍坚称通胀是“暂时

性的”，风险“可控”。而后，当通胀真正失控
时，美联储又迎合政府“削减通胀”的政治议
程，采取猛刹车、急转弯式的政策调整，骤然
收紧流动性，并与其他美国弊政相叠加，不
仅于事无补，反而加剧危机外溢，造成全球
性伤害。

在美联储强收缩政策、美国产业回流政
策、美国挑动乌克兰危机并借机提高本国能
源出口价格等多重美国因素作用下，欧元区
10月通胀率再创历史新高；日本9月通胀率
创 1991年 8月以来最高水平。发展中国家
通胀形势更加严峻，拉美地区或将经历上世
纪 80年代后最严重的通胀，非洲开发银行
预计今年该地区平均通胀率将达13.5%。

上世纪80年代初，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
沃尔克通过激进加息抑制美国通胀水平，代
价是美国经济两年内两次陷入衰退，被称为

“沃尔克时刻”。当前，一些经济学家指出，“沃
尔克式”经济阵痛可能是必要代价。

但事实上，美国可以通过美元霸权输出
转移“经济阵痛”，他国却没有这种特权。美
国显然不介意以“强收缩”引爆一场全球衰
退。因为，按照以往经验，只需确保其他经
济体境况更差，就能让美国经济经历短暂震
荡之后，占得复苏先机。

损害全球经济治理损害全球经济治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前警告，世
界经济在通胀高企、金融环境收紧、乌克兰
危机升级等挑战下，面临巨大下行风险。种
种迹象表明，这些挑战背后都离不开美国因
素。美国一系列的“政策毒药”正在损害全
球经济治理效能。

全球经济增长离不开合理适度的金融
支持。美国为应对本国通胀激进加息，导致
全球金融环境收紧，他国决策空间受限，增
长前景黯淡。

欧洲央行被迫跟随美联储加息，复苏根
基更加不稳固。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
欧元区经济衰退前景有迹可循，可能在今年
年底至明年年初进一步恶化。IMF研究部
世界经济主管丹尼尔·利表示，以美元计价
进行借贷的国家清偿债务压力骤增，超过
60%的低收入国家面临债务困境。

全球经济增长离不开公平有效的市场
秩序。美国为应对本国产业困局，变着法搞
贸易保护主义，人为提高贸易成本，恶化国
际关系。

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报道，欧盟对美政
府推出《通胀削减法案》表示不满，双方爆发
贸易战的风险增大。美国根据该法案提供
产业补贴，以激励绿色技术和应对碳排放，
欧盟认为欧盟产品应当享受同样补贴。

全球经济增长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
环境。美国为维护霸权利益，在地缘政治中
不断拱火，破坏国际稳定，影响投资意愿和
经济活动。

美国欧亚集团主席克利夫·库普钱日前
在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发文指出，乌克兰危
机升级造成全球商品和供应短缺，进口风险
和价格冲击让各国企业损失惨重。

这一切都根源于特殊利益集团主导下
的美国决策机制。美国政治极化、党派恶斗
令其政策制定过程日趋紊乱，呈现出短期
化、极端化、民粹化特征，严重威胁世界和平
与发展。美国“政策毒药”的毒性正在全球
范围内迅速扩散。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