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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振山

印度和加拿大近日互相驱逐外交官，使

两国延续已久的外交风波再度升级。在分析

人士看来，印度和加拿大目前态度强硬，风波

短期内或难以结束。另外，美国因素可能会

影响印加关系走向。

当地时间 10月 14日，印度外交部发表声

明，要求加拿大包括驻印度临时代办在内的

6 名外交官于 19 日 23 时 59 分前离开印度。

印度外交部还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将撤回

包括驻加拿大高级专员在内的 6 名外交官，

理由是对加拿大政府确保印度外交官安全

“没有信心”。

同一天，加拿大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驱

逐印度驻加拿大高级专员和 5名外交官。加

方在声明中说，加警方要求这 6 人放弃豁免

权并接受调查，但遭到印度方面拒绝，为了加

拿大的“公共安全问题”，决定驱逐这 6人。

印度方面表示，加拿大 13 日向印方通

报，上述 6 人是 2023 年一名印度裔锡克教分

离主义者遇刺案调查的“嫌疑人员”。印度方

面反驳了加方指控，认为这是“荒谬的诬陷”。

据了解，高级专员是英联邦国家之间互

相派遣的外交官员，地位相当于大使。此次

印加两国互相驱逐外交官，标志着两国持续

一年多的外交风波再度升级，有专家认为两

国关系已经“跌至谷底”。

2023 年 6 月 18 日，45 岁的印度裔加拿大

籍锡克教领袖尼贾尔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

亚省被枪杀。20 世纪 90 年代尼贾尔从印度

移民至加拿大，2020 年被印度政府列为恐怖

分子。

2023 年 9 月，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国会

发表讲话，指责印度与尼贾尔遇害有关。加

外交部宣布驱逐印度驻加拿大最高级别情报

官员。印度方面对加方的指责予以否认，认

为加方说法没有依据且“别有用心”。印度还

采取了多项报复措施，如驱逐加拿大驻印度

情报官员、要求加方大部分驻印外交人员离

境等。今年 5月，加拿大警方逮捕了 4名被控

与尼贾尔遇害案有关的嫌疑人。

如今，加拿大就此事再次向印度发难，按

照加方的说法是因为找到了新证据。加拿大

外交部长乔利表示，加警方收集了充分证据，

确定上述 6人是尼贾尔案件的涉案人员。加

警方则表示，印度驻加外交官和特工等从事

秘密活动，对加拿大公共安全尤其是锡克教

徒聚居区以及南亚裔社区等构成威胁。

但是在印度方面看来，加拿大此举是在

“蓄意抹黑印度，以获取政治利益”。特鲁多

政府希望借此事取悦锡克教选民，以赢得更

多选票。印方还指出，加方至今未与印方分

享任何证据。

有媒体分析指出，印度和加拿大在尼贾

尔案上的根本分歧，在于印度认为一些居住

在加拿大的锡克教分离主义者是极端分子，

而加拿大认为该国有权保护其境内居民。

事实上，加拿大是除了印度旁遮普邦之

外锡克教徒最多的地区。有数据显示，加拿

大锡克教徒有近 80万人，约占该国总人口的

2%。加拿大主要政党之一新民主党的领袖

辛格，就是锡克教徒。在此情况下，加拿大的

政党和政府不得不考虑锡克教选民的利益。

特鲁多政府驱逐印度外交官的决定也得到辛

格的支持。

去年外交风波发生后，印度和加拿大之

间的自贸协定谈判已经暂停。而在此次驱逐

外交官事件之前，加拿大收紧了移民政策，作

为加拿大最大移民来源国的印度也受到影

响。有统计数据显示，2023 年加拿大接纳的

留学生中有大约 40%来自印度，2024 年第一

季度加拿大 30%的新增移民来自印度。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副研究

员宁胜男认为，特鲁多指责印度政府犯下“根

本性错误”，并声称有确凿证据，而印度对加

拿大其实不太“在乎”，一直采取强硬态度，这

意味着两国之间的争端短期内恐怕还会持续

下去。

今年 9 月，新民主党宣布结束与特鲁多

领导的自由党之间的支持协议，特鲁多政府

因此成为少数政府。加拿大媒体还报道称，

自由党内部分议员正在施压特鲁多下台。加

之特鲁多政府支持率低迷，不少媒体认为加

拿大提前选举的可能性在增大。

宁胜男认为，如果加拿大提前选举且出

现一名新的总理，那么加拿大和印度的关系

可能会出现转机。另外，美国在此事中发挥

什么作用，可能也会影响印加两国关系走向。

加拿大和美国都是情报组织“五眼联盟”

成员，美方此前表示加方确认印度与尼贾尔案

有关的证据正是来自“五眼联盟”。特鲁多则

称已将事态发展通知了加拿大的情报盟友。

虽然美国没有就尼贾尔案正式表态，但

美方正在就其国内的一起锡克教领袖遭未遂

暗杀事件展开调查。美国要求印度调查此

案，印度则派遣一个委员会前往美国，与美方

就此案沟通。美印对此案的处理，或许会成

为印加两国处理尼贾尔案的“参考”。

印加外交风波缘何升级

新华社记者 叶书宏

吃饭问题是关乎人类生存的大问题。

2024 年世界粮食日到来前夕，世界粮食计划

署等国际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饥饿水

平连续第三年居高不下，2023 年仍有约 7.33
亿人面临饥饿，相当于全球每 11 人中就有 1
人食不果腹。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

近日撰文呼吁全球采取切实行动，全面落实

作为基本人权的“食物权”。

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全球粮食生产和

运输受到严重冲击，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除

了供应短缺、粮价飙升，一些国家为确保自身

粮食安全实施了出口禁令，从而加剧了粮食

供应严重依赖进口国家的困境，全球粮食体

系的关联性和脆弱性进一步凸显。此外，苏

丹武装冲突可能使这个东非国家陷入“全球

最大饥饿危机”；巴以新一轮冲突使得加沙至

少有四分之一的家庭面临“灾难性的严重粮

食不安全状况”；暴力升级使得 540万海地人

难以获得足够食物，该国也成为世界上严重

粮食不安全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随着国

际局势动荡，战乱冲突对全球粮食供应系统

的冲击不断加剧。

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造成部分国家

地区粮食减产，加大了全球粮食供应缺口。

2023 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厄尔尼

诺现象在 2024年年初达到顶峰，气候变化对

粮食危机的全面影响正在显现。联合国粮农

组织发布的最新《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显示，

去年极端天气让 18 个国家的 7200 万人面临

严重粮食不安全问题。世界粮食计划署报告

预测，气候问题可能导致 2050年饥饿和营养

不良状况增加近 20%。值得注意的是，大面

积干旱造成的粮食减产正加剧人与自然的紧

张关系，一些南部非洲国家为缓解干旱带来

的影响，减轻对土地和水资源的压力，不得不

对侵入人类居住区觅食的保护动物进行捕杀

而引发争议。

21 世纪以来，人类已经历了三次粮食危

机，危机原因各异但承压最大的始终是全世

界特别是低收入国家的困难群体。与发达国

家食品价格上涨或选择减少相比，危机对贫

穷国家困难群体来说却是朝不保夕的饥饿

感、粮荒乃至由此引发的致命冲突。联合国

报告显示，2022年至 2023年间，西亚、加勒比

和非洲大多数区域饥饿形势呈现加剧趋势，

其中非洲每 5 人中就有 1 人面临饥饿。报告

警告，到 2030 年将有约 5.82亿人处于长期食

物不足状况，其中一半在非洲，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零饥饿”的目标恐难如

期实现。

实际上，以当下人类粮食生产能力，所

有人吃饱肚子应该不是问题。联合国数据

显示，2022 年全球人口约为 80 亿，谷物产量

超 27 亿吨，足以满足每个人的基本粮食需

求。粮食危机何以频发，一个国际共识就

是，分配出了问题。全球粮食生产贸易高

度 集 中 在 少 数 发 达 国 家 及 其 跨 国 公 司 手

中，消费却分散在食物支出占比更高的众

多发展中国家，这样就造成了全球粮食体

系一边“供应过剩”“烧粮取油”、一边却“食

不果腹”“等米下锅”的不公格局。2008 年，

全球粮价持续上涨引发粮食危机，导致饥

饿、贫困和社会动荡等问题加剧，世界银行

发布的分析报告指出，那次粮食危机主要

是由美欧等国用“过剩”粮食开发生物燃料

所致。

所谓全球粮食危机，本质上还是发展中

国家的粮食危机，这种不公平的全球粮食体

系背后，有着复杂的制度成因。历史上，发

达国家披着粮食援助和粮食自由贸易的外

衣，借机获得更大市场份额并“踢开”发展中

国家通向农业强大和粮食自主的“梯子”。

发达国家在鼓吹新自由主义经济效益优先

的过程中将全球粮食市场进一步体系化、制

度化并逐步占领发展中国家粮食市场，而后

者的传统农业在发达国家享受巨额补贴的

农产品冲击下逐渐瓦解并形成对粮食进口

的依赖，其自身调节生产和价格以应对危机

或饥荒的粮食自主能力被极大削弱……因

此，从根本上改善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脆

弱局面并非易事。

粮食具有商品属性，更具战略属性。各

国既要通过开放贸易多元化粮食供给渠道，

也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牢牢把握粮食自

主权。粮食安全是发展问题，也是公平问

题。国际社会既要加强减贫合作，不断提升

粮食生产整体能力，也要构建更高效、更包

容、更有韧性、更可持续的农业粮食体系，确

保让更多人实现“更好生产、更好营养、更好

环境和更好生活”。“粮安天下”任重而道远，

不让任何一个人挨饿，唯有加强国际合作、在

世界范围内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粮食生产分

配体系才是正途。

（新华社北京 10月 16日电）

“粮安天下”任重而道远

本报记者 莫荞菲

近日，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最新《地球生命力》报告显

示，根据对 5000 多种鸟类、哺乳动物、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和

鱼类的数量统计，自 1970 年到 2020 年，全球野生动物数量减

少了 73%。

报告指出，栖息地丧失是造成这种状况的最主要原

因。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王志恒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导致栖息地破坏最主要的因素是土地利用变化。

“随着全球人口增长，人类对资源的需求增加，例如人们对

木材、粮食等资源和城市扩张的需求，造成大量自然植被特

别是森林遭到破坏。”在受到人类强烈干扰之余，气候变化

也导致一些栖息地环境的改变，比如干旱使许多生物赖以

生存的湿地消失。

除了栖息地丧失，物种入侵、气候变化、过度捕捞、环境污

染、人兽冲突等因素，也是世界各地野生动物种群面临的主要

威胁。

从地区来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野生动物在统计

周期数量锐减高达 95%，非洲（76%）和亚太地区（60%）的下降

幅度也较大，其次是北美（39%）、欧洲和中亚地区（35%）。

对此，王志恒分析，这与不同地区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威

胁程度不同有关，同时也跟不同地区的保护投入力度紧密

联系。“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许多国家属于资源型经济，

比如巴西是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国之一，不断扩大的粮食作

物种植造成大量森林的消失。同时这些地区的经济不够发

达，缺少足够的财力与物力开展高水平的生物多样性研究、

保护与管理。”

在亚太地区，中国近年来相继发布了《中国的生物多样性

保 护》白 皮 书 和《中 国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战 略 与 行 动 计 划

（2023-2030年）》等文件，并在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

中取得积极进展和明显成效，这些进展对区域生物多样性保

护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但许多东南亚国家在保护野生动

物方面仍面临较大困难。

世界自然基金会首席科学家丽贝卡·肖称，野生动物种群

数量的急剧下降是一个明确而紧迫的警告，它表明环境健康

和大自然的复原力正遭受破坏，大自然正在被推向或将不可

逆转的临界点。

王志恒表示，野生动物种群数量锐减最直接的后果就

是生物多样性和种群可持续性的下降。“通常来说，生物多

样性较高的生态系统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对于干扰和波动

的抵抗力也更强。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将会降低生态系统的

稳定性。”

世界自然基金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卡特·罗伯茨表示，野

生动物数量骤减是一场“慢性灾难”，国际社会需要快速行动

阻止进一步的损失。

2022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COP15）第二阶段会议通过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

样性框架”，该“框架”以“2030 年使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之

路”为方向，为未来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设定目标、明确路径。

此外，《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

十年”倡议也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提出

了相应的目标、举措和要求。

但《地球生命力》报告警告，全世界范围内的实际行动远

未达到实现上述目标和避免危险临界点所需的水平。

王志恒认为，未来不仅要提高保护地的覆盖率，更关键的

是提高保护地的保护成效，通过合理的规划、科学的管理措

施、深入的科学研究，真正使保护地达到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

的目的。“同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要特别强调‘有区别的责

任’。欧美等技术先进和资金充足的发达国家需要为全球生

物多样性保护做出更多贡献，比如通过向拉丁美洲和非洲等

欠发达地区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转移，来提升这些发展中国

家生物多样性的保障能力。”

联 合 国《生 物 多 样 性 公 约》第 十 六 次 缔 约 方 大 会

（COP16）将于 10 月 21 日至 11 月 1 日在哥伦比亚城市卡利举

行。在会议即将召开之际，世界自然基金会呼吁各国加强制

定和实施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家计划，敦促政府和私营部门

扩大公共和私人投资，协调气候、自然和可持续发展政策，以

应对日益严峻的生物多样性危机。

栖息地丧失、物种入侵、气候变化……

全球野生动物数量锐减引发担忧

新华社记者 单玮怡

“在这场中德汽车大会上，‘国际合作’

这个词最热，在嘉宾致辞和交流中被频繁

提及。”德国大众集团前全球监事会成员乌

韦·库尔特·弗里奇告诉新华社记者，德中产

业界在对话交流中携手挖掘数字化与可持续

转型的合作机遇，期待两国汽车产业延续合

作共赢的成功故事。

第八届中德汽车大会 15 日在德国慕尼

黑举办。来自中德两国政府、汽车产业链和

工商协会近 400 名业内人士汇聚一堂，共同

围绕大会主题“碳中和与未来出行”、全球汽

车产业转型趋势、中德汽车产业合作机遇与

挑战等展开深入探讨。

与会代表认为，全球汽车产业面临前所

未有的变革与突破，中德汽车产业合作前景

广阔，双方应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实现资源共

享与互补，推动汽车产业加快向数字化、智能

化和可持续方向发展。

中国驻德国大使馆经商处公使翟谦在大

会致辞中指出，回顾过去，汽车产业合作始终

是中德双边关系中的亮点。进入中国的德国

车企，推动了中国现代化汽车工业体系建

设。中国开放的市场环境，为德国车企提供

了持续发展的沃土。与此同时，成长起来的

中国车企，也在持续深化与德企的合作。

以德国汽车零配件供应商大陆集团为

例，该集团 1994 年进入中国，如今在中国建

有 23 个生产基地和 28 个研发中心。大陆集

团中国区副总裁杨承祖告诉新华社记者，中

国作为全球最大汽车市场，拥有无限的发展

潜力和机遇，是大陆集团最重要的增长引擎

之一。

据杨承祖介绍，大陆集团加强与中国汽

车品牌和科技公司的创新合作，由市场需求

和技术创新共同驱动。通过与中国汽车品牌

和科技公司的合作，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市

场和消费者需求，为其拓展海外市场、发展全

球业务提供有力支持。同时，集团也可以充

分利用中国市场创新技术快速发展的优势，

把成功的本土产品解决方案应用到更多的国

际品牌车型上，助力全球汽车产业快速发展。

中国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副局长于广

生说，基于中德汽车业界深度融合的合作态

势，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与中德汽车行业

协会、产业集群和领先企业合作，持续举办中

德汽车大会，搭建专注服务于两国汽车产业

合作的重要平台，帮助中德汽车产业链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更高效地获取行业信息，探

讨投资与合作。

吉利集团欧洲传播副总裁弗兰克·克拉

斯在采访中表示，为顺应不同汽车市场的需

求，汽车企业应加强与世界各地区产业界伙

伴合作开发新技术和产品。全球化让产业和

企业持续受益，有助于跨越各个地区市场间

的壁垒。“我们期待继续在全球化的环境中携

手应对挑战。”

德国权威汽车经济学专家、波鸿汽车研究

院院长费迪南德·杜登赫费尔告诉记者：“德国

和欧洲企业具有汽车制造、品牌打造和国际化

发展方面的丰富经验，而中国企业正引领未来

汽车的技术发展，从电池、人工智能到汽车软

件等新技术领域都具有更明显的优势。”

杜登赫费尔说，如果欧洲和中国能够强

强联合，这对双方来说将是双赢局面。

与会人士期待中德汽车产业继续在互学

互鉴、互促互进中携手前行，并呼吁欧盟理性

看待与中国汽车产业的合作，因为只有务实

相向而行，才能共同发展，在互利共赢中取得

更多丰硕成果。

（新华社德国慕尼黑 10月 16日电）

携手迎接挑战 合作共赢未来
——中德汽车产业期待续写成功故事

▲这是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拍摄的中巴友谊林。 新华社发（艾哈迈德·卡迈勒 摄）

瓜达尔港是中巴经济走廊的支柱项目之一。2013年，中国海外港口控
股有限公司取得瓜达尔港口及自由区运营权，开始对瓜达尔港进行包括基
础设施、生态环境在内的全方位升级改造。中方团队到瓜达尔后，根据当地
气候特点，选取具有防风固沙功能的树种种植在友谊林中。从空中俯瞰瓜
达尔，中巴友谊林这片绿洲在瓜达尔以黄色为主色调的黄沙地上格外亮眼。

▼在巴基斯坦瓜达尔，一名园丁在中巴友谊林检查植物生长情况。
新华社发（艾哈迈德·卡迈勒 摄）

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中巴友谊林

这是近日在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地区拍摄的一处集
市。以色列军队近日对包括该地区在内的加沙地带北部持续
发动袭击，造成多人死亡。

新华社发（马哈茂德·扎基 摄）

加沙地带：废墟里的集市

当地时间10月15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运送大熊猫的
卡车即将驶入华盛顿国家动物园。

当日，大熊猫“宝力”和“青宝”抵达美国华盛顿国家动物
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新华社发（亚伦 摄）

大熊猫“宝力”“青宝”抵达华盛顿国家动物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