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次令双方都充满期待的访问。
本周，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出访东亚，第一站就

来到中国。佐科也是北京冬奥会后中国单独接待的
第一位外国元首。两个“第一”足见其意义非凡。

今年，全球治理迎来“亚洲时刻”。上半年，中
国主办了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下半年，印尼将主
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的这次面对
面沟通，格外令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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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热点

终年严寒的格陵兰岛热到
可以穿短袖短裤,亿万年积雪
开始融化，每天流失冰量达到
60亿吨。这个新闻着实让人一
惊。要知道，如果格陵兰岛雪
山全部融化，全球海平面将会
升高 7.5 米，很多国家可能“被
淹”。而上次格陵兰岛这么热，
还是 1000 多年前。如今处于
第四季冰期的间冰期的地球，
开始热了起来，然而热度迅猛
却出乎意料。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最新发布的第六次气
候变化评估报告指出，相对于
1850-1900 年，2001-2020 年
平 均 全 球 地 表 温 度 升 高 了
0.99℃。

7 月 22 日，中国科学院南
海海洋研究所有关团队在地球
科学领域学术期刊《Advanc-
es in Atmospheric Scienc-
es》上发表了最新研究认为，局
地“热穹顶”形成是超级热浪事
件发生的最关键原因，而引发

“热穹顶”的异常大气环流信号
则主要来自北太平洋和北极，
并与北极极涡的异常活动有
关。

具体的大气环流之类的科
学术语且不详谈。值得注意的
是，科学家们说，如果不采取适
当的减排措施，以往百年一遇
的超级热浪事件在未来将会变
成常态。

也就是说，今年这么热，可
能只是个起点而已。

气候影响物种，物种影响
气候。

格陵兰岛变热后，一角鲸、
北极熊和藻类等生物的生存环
境都发生变化，甚至面临威
胁。同样，炎炎夏日，在地球上
生活了 1.5 亿年的国家一级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长江白鲟被宣
布灭绝。地球历史上发生过很
多次灭绝事件，但是只有五次
可以被称为“大灭绝”。这五次
大灭绝分别是：奥陶纪末大灭
绝、泥盆纪末大灭绝、二叠纪末
大灭绝、三叠纪末大灭绝以及
白垩纪末大灭绝。

有科学家指出，我们目前
很有可能正在经历第六次生物
大灭绝。1681 年，渡渡鸟灭
绝。1914 年，旅鸽灭绝。1972
年，阿拉伯大羚羊野外灭绝。
有一种说法，平均每天有 75个
物种从地球上永远消失。

历史上的五次生物大灭
绝，每一个都造成了 50%以上
的物种灭绝，最严重的则是二
叠纪末大灭绝，让差不多 95%
的物种灭绝，当时的生物圈差
点就退回到了石炭纪。

但人类总是觉得自己是特
殊的，且可以“征服自然”。近
几年，甚至有人专门设计出了
移民火星的技术路线图，包括
重建火星磁场、恢复大气层、
找到水源、改造土壤等等。“人
类只在地球上待着太危险，要
把火星变成另一个生机盎然
的地球”。

地球都搞不好，还能指望
一片荒土的火星？

地球生态的断崖式恶化已
经是不争的事实。去年，我去
昆明参加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COP15）第一阶段会议的报道
工作。在COP15大会高级别会
议的发言中，一位国外专家发
言震撼了全场，印象极深。他
说：“这（2020 年至 2030 年）可能
是人类最后的一次机会，必须
抓住，必须马上停止对自然的
伤害，我们已经无法再失败而
重来。”

这次大会的主题是“生态
文明”，同期举办的生态文明论
坛主题则是“同舟共济，共建
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作为
东道国的中国是有智慧的，这
样鲜明的主题就是想告诉全世
界，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要有建
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

别老琢磨着逃去火星。

佩洛西“访台”
行程“待定”

据美国全国广播
公司（NBC）最新报道，
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29 日将率团访问亚洲，
此前她声称将窜访台
湾，但消息人士于当地
时间28日透露，目前佩
洛西的台湾行程被列
为“待定”。

对于佩洛拟西窜
访台湾一事，外交部发
言人赵立坚28日说，中
方近期已多次向美方
表明坚决反对美国众
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
的严正立场，中国人说
到做到。

国防部新闻发言
人谭克非也于 26 日表
示 ，如 果 美 方 一 意 孤
行，中国军队绝不会坐
视不管。

库克回应
苹果打折

据彭博社 29 日消
息，苹果公司CEO蒂姆·
库克谈及中国“6·18”
购物节与近日苹果中
国官网罕见“打折”时
表 示:“6 月 18 日 是 中
国的一个重要购物节，
在此之前，我们取得了
强劲业绩。”他还表示，
苹果中国 7 月 29 日至 8
月 1 日 为 期 四 天 的
iPhone 降价“与清理库
存没有关系”。

（整理/冷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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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访问对双方是互利的，对印尼发展
更是一次绝佳机会。”这是印尼政策研究中心
研究员崔西亚对佐科中国之旅的预判。7月
26日，习近平主席同佐科总统会谈取得的丰
硕成果，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合作文件，涉及信息、
网络安全、疫苗、绿色发展、海洋、产品输华等
多个领域。在众多合作成果中，有两个亮点
值得注意。

第一，是关于雅万高铁的建设。雅万高
铁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第四大城市万隆，
是东南亚地区的第一条高速铁路。雅万高铁
项目是中国高铁全系统、全要素、全生产链走
出国门的“第一单”，同样是“一带一路”倡议
的标志性工程和印尼国家战略项目，具有重
要的意义。

雅万高铁的建设虽然曾有波折，但今年
好消息频出。6月 21日，雅万高铁全线13座
隧道全面贯通，进入7月，雅万高铁正式启动
正线有砟轨道铺设工作，标志着工程建设全
面转入线上施工阶段。

在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强调，“力争如期
高质量建成雅万高铁”；佐科表示，印尼愿同
中方共同努力，确保雅万高铁按时竣工运行，
使其成为两国友谊的又一丰碑。两国领导人
的会面表态，为雅万高铁的建设提供坚实的
政治保障，确保项目建设走稳“最后一公里”。

第二，是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
“全球海洋支点”合作，续签了“一带一路”与
“全球海洋支点”构想合作谅解备忘录。

印度尼西亚是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节
点国家，习近平主席就是在印尼国会演讲时
首次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而
佐科在2014年当选总统之后，改变了历届政
府偏重大陆的发展方略，提出了面向海洋的

“全球海洋支点”战略构想。
此前有印尼学者在接受中新社采访时即

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海洋支点”构想
在目标愿景、规划内容和实现路径等方面都有
诸多高度一致的契合点。两国的顶层设计相
向而行，共建“一带一路”和“全球海洋支点”是
两国对于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生动诠释。

“中印尼关系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生动
体现，彰显出蓬勃活力和强劲韧性。”中国国际
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张伟鹏分析表示。

佐科总统上任以来，曾5次访华或来华参
会，习近平主席同他8次会晤。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后，习近平主席6次同佐科总统通电话。
今年1月，在同佐科总统通电话时，习近平主
席就提到，在为国家谋发展、为人民谋幸福的
道路上，中国和印尼志同道合。

值得关注的是，两国元首会晤后，双方发
布的联合新闻声明称：“两国元首认为，中印
尼关系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深远全球影响，
同意确立共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大方向。”

这是佐科总统此访达成的最重要的政
治成果，也是世界范围内发展中大国互动的
样板。

张伟鹏认为，这可以为中国-东盟合作提
供示范，在地区内打造互利共赢的典范、共同
发展的样板、南南合作的先锋。

早在 2013 年，习近平主席就提出了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国周边，特别是东盟国
家中，已经有一些先行先试的案例——中国
同柬埔寨、老挝都签署了构建命运共同体的
行动计划。

而印尼此次与中国达成共识，则成为东
盟国家中首个同中国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海上
国家。从陆地到海洋的跨越，让命运共同体
的理念在亚太区域走向纵深。

对此，张伟鹏充满期待：“确立共建中印
尼命运共同体的大方向，将为双边关系发展
注入了强劲动力，为动荡不定的世界注入稳
定性和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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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在这一
周备受关注。先是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
院教授、BiMBA商学
院院长陈春花被曝
所就读的“爱尔兰欧
洲大学”，仅用一年
时间便获得了博士
学位，被质疑为“学
历工厂”；随后，湖南
邵阳学院斥巨资“出
口转内销”23 名博
士，河北邢台学院、
重庆三峡学院也被
曝出疑似存在批量
引进“速成博士”的
情况。

不止爱尔兰、菲
律宾，美国、加拿大、
韩国、马来西亚，甚
至在尼日利亚、喀麦
隆等国家，全球范围
内，“野鸡大学”“注
水博士”数不胜数。
而它们的目标也不
单单是中国，对学历
有迫切需求的人，都
是它们的重要“顾
客”。

2017年，加拿大广播公司曝光以北美区域为主
的100多所虚假学校和认证机构，800多名加拿大人
从这些机构购买了假文凭。2018年，英国广播公司
报道称，数以千计的英国人在一家巴基斯坦的“文凭
工厂”购买了假学历，不乏硕博学位。

美国前联邦调查局探员艾伦·埃泽尔曾花费40
年时间调查提供假文凭的虚假学校，参与撰写《文
凭工厂：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 售出上百万假文
凭》一书。他在 2017 年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
时估计，美国每年新发放的博士学位中，有超过半
数是假的。

早在2015年 5月，《纽约时报》报道巴基斯坦一

家名为 Axact 的 IT 公司生产假学位一事。这家被
称为全球最大的“学位工厂”之一的公司的学校网站
上，不乏“哈维大学”（近似“哈佛大学”）、“巴克利大
学”（近似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假学校。而想
要获得一个博士学位，只要打个电话，交 2500 美元
就能搞定。

“‘学历工厂’既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威
胁。”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指出，公然提供出售
学位的“学历工厂”可被分成两类：一类是申请人可
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学位，有时只需五天；另一种
则旨在查看申请人的生活经历并仅根据经历的描述
授予学位。

在亚洲，“学历”也总是被视为某种“入场券”，这
让不少人“心动不如行动”。在韩国，新晋第一夫人
金建希前几个月就因涉嫌履历造假被警方书面调
查。东国大学艺术史学副教授申正娥等逾 15名公
众人物曾被曝光在大学文凭上造假；在日本，著名专
栏作家加藤嘉一曾被媒体披露其学历造假，其宣称
就读于东京大学却“从未被录取”。

在中国，洋学历造假问题也不容忽视。根据中
国留学网数据，2017年一年，仅浙江省就有7%的留
学生学历存在造假现象。而归国后“更容易就业”，
则成为学生们冒险造假的重要动因。

2021年，《印度时报》爆出印度史上最大学位骗
局——位于印度北部的马纳夫巴蒂大学在过去 11

年内，出售了36000个假学位，其中甚至包括这所学
校并不实际提供的学位。据悉，这些假学历出售的
范围不仅仅局限在印度，也传播到其他国家，不少在
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和科威特等国申请工作的学生
从该校购买了这些假学历。

购买这些假学历的人种不乏高校教师。Lekh
Raj曾在印度河国际大学担任土木工程系主任，学位
骗局风波发生后，他被发现学历造假。他的环境科
学学位据称是由马纳夫巴蒂大学颁发的，但经相关
监管机构调查，该学位实为通过非法手段获得。此
外，声称是该校毕业的 15名在新加坡工作的人，也
很快被调查。

当初的“敲门砖”，如今都砸了脚。

除了造假，“水博”“水硕”也备受诟病。一些大
学门槛低、培养周期短等，吸引了大量留学生。但这
些高校的学位含金量、办学质量等也有待商榷。如
何评判“洋文凭”是否“水”？教育学者熊丙奇和中国
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都不约
而同地提到了学位认证制度。

随着时代和技术的进步，如今对学历的认证
已经相对完善，但可钻营的空子仍然不少。比如
邵阳学院这类“学历包装”现象，就更为隐蔽、更

难以查证。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学历崇拜、海归崇拜

的当下，总会有人铤而走险。
钱锺书在《围城》中写道：“这一张文凭，仿佛有

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
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
来。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
裹。”而那个花钱在德国买了“克莱登大学”博士的方
鸿渐，最终也免不了被解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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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的警告
羊城晚报记者 李钢

7 月 25 日，北京市，天安门广场挂有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国旗 人民视觉供图

融化了的冰盖更快地滑到
海中（资料图） 新华社发

此前，美国对东南亚国家频频有拉拢之举：先
是将东盟国家领导人拉到华盛顿召开美国-东盟
峰会，而后又提出“印太经济框架”，企图恢复在亚
太地区的影响力。

就在佐科访华的前一天，美军最高将领还在
印尼再度炒作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声称中
国“更咄咄逼人、更危险”。

然而，佐科东亚三国出访的第一站还是选在
中国。《印度尼西亚商报》7月25日的社论指出，考
虑到两国（印尼和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
关系日益密切，印度尼西亚展现出与中国开展良
好合作的愿望。

实际上，在上个月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印尼
国防部长普拉博沃已经明确表达了这个观点。普
拉博沃在发言中称，印尼相信中国的领导人将以
智慧和仁爱承担起责任，印尼尊重所有大国以及
它们所需要的空间和权利。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宋
文迪在采访中表示，对中美而言，印尼是值得争取
的东南亚大国。中方此时以邀请印尼总统访问为
突破点，是北京争取国际话语权、重建中美缓冲区
的重要指标。

但或许，不必为佐科总统访华赋予过多大国
关系的色彩。毕竟，相比美国提出的尚未有实际
效果的“四大支柱”“印太经济框架”，中国和印尼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已经生效，并将带
来实实在在的减税优惠。巩固和深化中印尼关
系，本就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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