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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的实践
经验，为巴西尤其是巴西东北部地区的绿色发展提供
了重要借鉴。”巴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银行董事兼巴
西发展协会主席玛丽亚·费尔南达·科埃略日前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近年来，依托丰富的风能与太阳能资源，巴西东北
部已成为该国新能源装机容量增长最快的区域。国家
电投、中广核、三峡集团、比亚迪、国家电网等中国企
业在当地持续扩大投资，推动清洁能源产业链加速发
展，为地区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科埃略说，在南南合作框架下，中国推动能源转型
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多项经验颇具参考价值。中国
企业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持续投入正助力巴西最贫
困地区加速绿色转型与工业振兴，为全球南方国家提
供可复制和推广的合作样板。

“巴西东北部正成为带领全国能源转型的关键地
区，而能源转型本身将成为该区域实现工业化的重要
引擎。”科埃略表示，巴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银行正在
研究借鉴中国“海绵城市”理念，以提升城市应对极端
气候事件的能力，推动可持续城市建设。“这一理念受
到高度关注，正成为我们提升城市水资源管理能力的
有益参考。”

位于巴西东北部的皮奥伊州被称为“阳光之
州”。该州州长拉斐尔·丰特莱斯告诉记者，目前该州
99.75%的能源为可再生能源。中广核、国家电网等中
资企业在皮奥伊州的项目不断推进，为地方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中广核能源国际副总裁石玲表示，公司已深耕巴西能源市场六年，始终视
其为推动拉美能源转型的重要支点。她介绍，公司计划在“阳光之州”建设装
机容量超过1400兆瓦的多能源互补基地，新增投资预计超过30亿雷亚尔（约
合5.4亿美元）。此外，中广核还计划设立中巴清洁能源创新中心，深化与巴方
在研发、储能、风光互补、光热示范等领域的合作。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巴西代表克劳迪奥·普罗维达斯认为，清洁能源发展
不仅是经济议题，更是民生议题，将为巴西东北部带来新的发展契机。中国企
业推动巴西东北部能源转型，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促进当地工业化进程，这也
是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关键路径。

（新华社圣保罗7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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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0 日至 7 月 3 日，联合国第
四次发展筹资国际会议在西班牙塞
维利亚举行。会议达成积极共识，
通过了《塞维利亚承诺》，反映了国
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于缓解
发展筹资缺口的迫切愿望。在全球
经济复苏乏力、保护主义抬头的背
景下，发展筹资困境正成为制约全
球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破解这一难
题，需要国际社会尤其是发达国家
展现更大的诚意与担当。

当前，全球发展正面临严峻的
筹 资 挑 战 。 一 方 面 ，资 金 缺 口 巨
大。联合国最新报告指出，全球每
年需要额外筹集 4 万亿美元资金，才
能实现消除贫困、饥饿与不平等、应
对气候变化及保护地球等可持续发
展目标。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筹
资负担沉重。由于国际金融体系存
在结构性失衡，发展中国家面临着
比发达国家高出 2 至 4 倍的借贷成
本。全球有 33 亿人所在国家的债
务开支已高于医疗或教育投入，债
务负担迫使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
偿 债 与 发 展 相 互 制 约 的 恶 性 循

环。与此同时，个别国家奉行单边
主义和保护主义，冲击全球生产要
素自由流动，其官方发展援助不断
滑坡，让本已严峻的筹资形势雪上
加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
告，作为“整个发展引擎”的筹资机
制“正在熄火”。国际发展融资专
家委员会成员何塞·安东尼奥·阿
隆 索 感 叹 ，“ 全 球 发 展 筹 资 体 系
——包括发展合作体系——未能跟
上近几十年来世界发生的巨大变
化”。

破解这一全球困局，需要国际
社会共同努力，特别是发达国家展
现担当和远见。从历史根源看，长
期的殖民剥削与资源攫取是造成
今 日 南 北 发 展 鸿 沟 的 深 层 原 因 。
从现实结构看，由发达国家主导建
立的全球经济金融规则存在诸多
不合理之处，是加剧发展中国家筹
资困境的重要原因。发达国家理
应在弥补发展筹资缺口上展现更
大担当，切实履行其官方发展援助
和气候资金承诺，通过债务减免等
方 式 帮 助 发 展 中 国 家 摆 脱 困 境 。

若任由发展鸿沟扩大，不仅将阻碍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其产生
的溢出效应也将严重拖累全球经
济的稳定与增长，最终造成包括发
达国家在内的所有经济体面临市
场萎缩、供应链紊乱乃至安全环境
恶化的风险。反之，妥善解决发展
筹 资 问 题 ，将 释 放 巨 大 的 消 费 潜
力、提高全球劳动力素质、促进生
产 力 跃 升 ，其 红 利 将 惠 及 整 个 世
界。因此，发达国家在发展筹资问
题上的任何迟缓或不作为，既是道
义上的缺失，也是战略上的短视。

作为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中国
始终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紧密
相连，为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筹
资 困 境 和 发 展 难 题 贡 献 中 国 力
量。从加大对外援助力度，到积极
参与多边发展筹资，从大力提升对
外 投 资 规 模 到 推 动 共 建“ 一 带 一
路”、促进发展战略对接，中国一直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向发展
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开放市场，
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自主发展能
力。中国积极推动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发挥
更大作用，为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
性和发言权提供中国方案。中国主
张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
突出位置，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呼吁
共造“发展引擎”，为世界发展注入强
劲动力。本次会议上，中方呼吁发达
国家足额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诺和
气候资金义务，将南南合作作为南北
合作的重要补充，并广泛动员各类发
展资源，拓宽协同有序的发展筹资渠
道；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架构
中的话语权，推广本币融资工具，筑牢
全球金融安全网，完善高效稳健的发
展筹资体系……一系列建设性主张为
破解全球发展筹资难题拓宽了思路。

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面对发展筹资巨大缺口，国际社会应
携手行动，共解发展难题。本次会议
达成的共识为化解筹资困境描绘了路
线图。面向未来，各国唯有加强团结，
将共识付诸行动，才能让“规划图”转
化为“实景图”，共创发展繁荣的美好
明天。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以担当和远见破解全球发展筹资难题
新华社记者 董 越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搜救部门 3 日晚
表示，巴厘海峡沉船事故已造成 6 人遇
难、24 人失踪，另有 35 人获救。3 日凌
晨，“图努·普拉塔马·贾亚”号渡轮在从
东爪哇省的吉打邦港驶往巴厘岛的吉
利马努克港途中沉没。渡轮共载有 65
人，包括 53 名乘客与 12 名船员。目前，
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图为 7 月 4 日，搜救人员在印度尼
西亚巴厘岛附近搜索。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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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众议院 3 日下午以
218票赞成、214票反对的表决结果
通过了总统特朗普推动的“大而美”
税收与支出法案。美国国内担忧该
法案将进一步加剧美国财政赤字与
债务风险。

“大而美”法案是特朗普 2025
年初重返白宫后推出的标志性立法
议程。该法案主要内容包括延长特
朗普在其第一个任期内于 2017 年
通过的企业和个人减税措施，让小
费和加班工资收入免于纳税等，其
核心条款是降低企业税。

该法案因造成联邦援助削减、
长期债务增加和为富人及大企业减
税等而备受争议。《纽约时报》指
出，这一法案使美国走上新的、更
危险的财政道路。初步分析显示，
该法案不仅会在未来 10 年使美国

赤字增加约3.3万亿美元，还会减少国
家几十年内的税收收入。此种缺口可
能会导致美国的财政轨迹开始发生翻
天覆地的变化，并加剧债务危机的
担忧。

美国智库曼哈顿研究所高级研究
员里德尔表示，这可能是自20世纪60
年代以来最昂贵的一项立法。危险在
于，在赤字已经大幅增长的基础上，国
会又将增加数万亿美元新借款。曾在
奥巴马总统任期内担任经济顾问委员
会主席的杰森·弗曼指出，该法案可能
使立法者更难控制债务。

目前，美国国债已高达36.2万亿美
元。美国媒体指出，在美国债务已达
历史高位的情况下，该法案将进一步
扩大结构性赤字。“美国日益增长的债
务负担将惩罚子孙后代。”

（据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美国会通过“大而美”法案加剧债务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