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关注——回眸哥本哈根气候峰会

在艰难中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峰会综述

本刊记者

编者按
业经 13天的激烈交锋、竭力斡旋，联合国 气候 变化 大会终于在通过《 哥本哈根协议》后落

下帷幕，并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作出 了安排，在全球长期

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透明度等焦点问题上达成了重要共识。会议虽然已经落幕，但围绕“碳

减排”形成的冲突与博弈仍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本期特别关注围绕哥

本哈根大会的召开，组织 了相关文章对大会进行 了回 顾和分析，以期为读者提供 更加 多元化的

观察视角。

2009年 12月7 日至19日，来自全球

192个国家的代表齐聚丹麦首都哥本哈根，

商讨《京都议定书》第一个承诺期结束后，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道路该何去何从。此

次峰会，将为后京都时代定下行动的基调，

使命重大，与会各国都非常重视。

万众瞩目中的盛会

12月7 日，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

化大会开幕式上，主办单位一开始就播放

了一部描绘全球暖化末日景象的短片：干

燥的大地，没有一丝生机，唯有秋千在寂

寥地晃动，一个小女孩紧紧地抱着心爱的

毛绒小狗，惊愕着眼前这一切。突然间，地

震山摇，大地被撕裂开，一道道裂痕想要

吞噬小女孩，小女孩无助地狂奔。乌云在

天空密布，暴雨倾盆而下，洪水汹涌，滔天

巨浪扑面而来，无处可逃的小女孩死死地

抓住一棵干枯老树的枝丫，在暴风雨中摇

摇欲坠。然而，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还

是断了，小女孩掉入了翻滚的巨浪。主办单

位是在向与会各方敲响警钟：全球气候变

化正在带来一系列环境恶果，若不赶快携

手应对，量梦就会成真。

会前，联合国官员纷纷对会议前景表

示乐观，加上欧盟表示将提出巨额援助穷

国方案，会议的结果令人憧憬。丹麦首相

拉斯姆森在欢迎辞中表示，将有至少110

位国家元首出席会议，为会议取得成功提

供重要机遇，协议已近在咫尺。

此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要探讨

一系列重要问题。例如，找到切实可行的

方法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科学家们经过

计算后得出，如果想避开全球变暖给世界

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么整个世界还能够

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最高限为 2500亿

吨。但是，如果按照目前的排放速度，再

过20年就会突破这一高限。所以，与会各

国要找到一种可行的方法，切实降低全球

碳排放，特别是需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合作解决，并根据历史排放量划定各自

应承担的责任。又如，森林的保护与补偿

问题。对具有“地球之肺”的森林进行无

节制的砍伐是造成目前二氧化碳含量急增

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大气中二氧化碳含

量的 15% 是由森林砍伐造成的，世界自然

基金会宣称，通过各国政府的协作，停止

对森林的过度乱伐，在 2020年可以将这

部分二氧化碳含量减少3/4。再如，如何帮

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电力技术的问题。若控

制碳排放，受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电力供应。

在本次峰会上，所有与会国家必须保证发

电厂采用低碳技术，但因为各个国家技术

水平不同，所面临的困境也各不相同。为

此，国际能源机构表示，在未来 20年内提

供13万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电力供

应技术。诸如此类的问题，涉及到每一个

与会国家、地区和团体的切实利益，中国

和 77国集团、非洲集团、东欧集团、阿拉

伯国家联盟、小岛国家联盟、伞形集团等

都必然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据理力争，要

达成各界所广泛期待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协议并不容易，此次峰会从一开始就注定

了激烈。

分歧与共识、机遇与挑战的并存，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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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峰会备受瞩目。在峰会开幕同时，一

份由1000万全球网民签名的网上联署亦送

到会上，呼吁与会领袖致力达成“公平、积

极、具约束力”的气候条约。《 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德博埃尔

亦表示，与会各方应利用现有谈判成果，

将其转化为切实的行动。

唇枪舌剑的十三天

果然，大会刚刚拉开帷幕就火药味

十足，欧盟毫不留情地指责美国减排幅

度太小，也毫不客气地要求中国进一步减

排，以此来推动另一排放大国美国践行减

排承诺。而中国方面表示减排得力，进一

步减排的要求不切实际、不合理、也不科

学，而且中国作为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必须

坚持发展权的底线，并再次强调，会议成

功的关键，是坚持“巴厘路线图”和《 京都

议定书》确定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在这最后的关键时刻，发达国家应率先切

实行动。

12月 8日，一份由美国、英国以及丹

麦等少数几个国家磋商的气候协议（即“丹

麦文本”）被泄露给媒体之后，引起舆论一

片哗然。这份草案将现有的发展中国家再

细分为发展中国家和最脆弱国家，最脆弱

国家仍无约束性减排目标，但发展中国家

将有强制减排目标，而且到 2050年，发展

中国家人均温室气体年排放量限制为 1.44

吨，而发达国家人均年排放量限制为 2.67

吨，发达国家人均排放量近乎两倍于发展

中国家，这显然对发展中国家相当不公 平。

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十分气愤，12月 8日19

时（丹麦时间，下同），“77国集团加中国”

2009年主席、苏丹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卢蒙

巴召开新闻发布会，代表77国集团宣布强

烈反对“丹麦文本”。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

家两大集团的分裂，让人们对哥本哈根气

候峰会的结果非常担忧。

12月11日，一份协议草案由《 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长期合作特设工作组

呈交大会。这一份可能将成为未来一周各

方讨论基础的草案措辞含糊，根本未涉及

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

助的具体额度。对此，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何亚非在新闻发布会上第一时间做出了回

应 ：“接下来几天会非常重要。最终版本，

需要考虑到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的需求。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生死

攸关的事情。我们是受害者，我们更容易

受伤害。煤炭，在发达国家用来供热洗澡，

可在发展中国家，人们是用来煮饭的。我

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到现在，中国还有

很多地方没有电，没有自来水。”同时，何

亚非表示，“发达国家提供资金，不是捐赠，

不是在做善事，而是法律规定的义务。”

12月15日，中国、巴西、印度、南非 4

国代表联合发表声明表明立场，呼吁发达

国家要勇于承担历史责任，要求发达国家

将政治意愿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而不是

链接：气候峰会术语（一）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因地

球湿度上升明显，1992年，1 54个国家在
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

会：通过并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約》。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关于控制温室气

体排放，遏制全球变暖的国际公约。
《 京都议定书》：1997年《联合国 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

京都举行，进一少签署了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温室气体减排文件——被称为《京都议

定书》，对减排温室气体的种类，主要发达

国家的减排时间表和额度等作出了具体规

定。不过、
《京都议定书》迟至2005年2月

才生效，美国至今还未批准该文件，
巴厘路线 图：作为2007年联合国气

候大会最重要的决议，“巴厘路线图”规
定了世界各国今后加强落实《 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的具体领域，旨在强调加

强国际长期合作，提升履行气候公约的行

动，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以实现气候公的 制定时的最初目标。

否定既有的事实。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的争议日趋白热化，问题的焦点是对碳政

治起源的理解。发达国家一再声明，前工

业社会后的一段历史中并无气候问题，现

在的气候问题是大家一起造成的，所有国

家要平等地共同负责。而发展中国家则坚

持认为，如今的气候问题，更多的是发达

工业国家几百年的旧账累积而成，他们必

须要补偿这笔历史旧账。

中美作为两个最大的碳排放国也针

锋相对，彼此都要求对方承担更多的责

任。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特使斯特恩将矛头

直指中国，强调中国在未来10—20年的碳

排放量将远超美国。对此，中国坚决予以

反击，提出如果发达国家愿意到 2020年

减排 4成，并同意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

援助，中国乐意奉陪，到2050年减排一半。

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代表，中美

两国态度备受各方关注。日本代表团希望

中美都站到《 京都议定书》的立场上来，希

望中国能将《 京都议定书》的内容以国内法

的方式固定下来，并且声明，如果中美不

落实这个问题，日本就拒签协议。

看到各利益集团都坚持己见，拒绝让

步，12月15日，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主

席、丹麦气候与能源大臣康妮 · 赫泽高警

告说，这样下去，正在这里进行的气候变

化谈判很可能走向失败，为了取得成功，

谈判必须“换挡”，在接下来两天的谈判中，

妥协应成为关键词。

来自中国的声音

12月16日下午，在哥本哈根气候变

化会议中国新闻与交流中心举行了中国财

政部主题日活动，部长助理朱光耀向中

外媒体介绍了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实现

可持续发展和节能减排目标采取的财政

政策。事实上，对于做好节能减排工作以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的努力从未停歇

过，在“十一五”规划中，更将节能减排以

国策的形式确定了下来。财政部门也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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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开展了大量工作。

2007年以来，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节能减排

资金1290多亿元，包括节能减排专项资金

805亿元、中央基本建设投资490多亿元，

投入力度逐年加大，并积极创新机制，出台

了一系列财税政策，初步构建了一套既立

足中国国情、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又与国际

接轨的节能减排政策框架，取得了良好的

政策效果。

12月18日上午的高级别会议上，继联

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之后，中国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发表演讲，温总理自豪地表示，改

革开放 30年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

就为世人瞩目，而中国在发展的进程中更

是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从中国人民和

人类长远发展的根本利益出发，为应对气

候变化作出了不懈努力和积极贡献。

——中国是最早制定实施《 应对气候

变化国家方案》的发展中国家。先后制定

和修订了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循

环经济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森林法、

草原法和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等一系列法律

法规，把法律法规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

要手段。

——中国是近年来节能减排力度最大

的国家。我们不断完善税收制度，积极推

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加快建立能够

充分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

环境损害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全面实

施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和千家企业节能计

划，在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领域开展

节能行动。深入推进循环经济试点，大力

推广节能环保汽车，实施节能产品惠民工

程。推动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产能，

2006—2008年共淘汰低能效的炼铁产能

6059万吨、炼钢产能4347万吨、水泥产能

1.4亿吨、焦炭产能 6445万吨。截至 2009

年上半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

2005年降低13% ，相当于少排放 8亿吨二

氧化碳。

——中国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增

长速度最快的国家。我们在保护生态基础

上，有序发展水电，积极发展核电，鼓励

支持农村、边远地区和条件适宜地区大力

发展生物质能、太阳能、地热、风能等新

型可再生能源。2005年—2008年，可再生

能源增长51% ，年均增长14.7% 。2008年

可再生能源利用量达到 2.5亿吨标准煤。

农村有3050万户用上沼气，相当于少排放

二氧化碳 4900多万吨。水电装机容量、核

电在建规模、太阳能热水器集热面积和光

伏发电容量均居世界第一位。

——中国是世界上人工造林面积最大

的国家。我们持续大规模开展退耕还林

和植树造林，大力增加森林碳汇。2003—

2008年，森林面积净增2054万公顷，森林

蓄积量净增11.23亿立方米。目前人工造

林面积达5400万公顷，居世界第一。

温家宝总理郑重地承诺，中国的减排

目标将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保证承诺的执行受

到法律和舆论的监督。中国将进一步完善

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改进减排信息

的披露方式，增加透明度，积极开展国际

交流、对话与合作。温家宝总理强调，这

是中国自愿、自主的减排行动，不附加任

何条件，也不与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

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所作出的承诺，都

将“言必信，行必果”。

中国之前就已承诺了到 2020年实现

单位 G D P 碳排放强度相对于 2005年下

降 40—45% 。温家宝总理呼吁各国也应

该保持《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 京

都议定书》成果的一致性，不能无视历史

责任；必须坚持且不能模糊上述公 约和

《 京都议定书》的要求，并把重点放在近

期和中期的减排目标上，放在业已作出承

诺的行动上。

不是结局的结局

当一切纷争尘埃落定，总会有共识浮

出水面。12月19日，《 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

架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比预定延期

一天落下了帷幕，经过艰难曲折的谈判，

以大会决定的形式发表了《 歌本哈根协

议》。协议本身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

强调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

问题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相对于会

前的众多期望，结果多少会有些令人失望，

会议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只是在部分

问题上取得了进展，实质性的问题依然悬

而未决。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过去13天

的谈判相当复杂，过程也相当艰难，虽然

没有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但

对大会所取得的进展感到满意，本次会议

可以说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总体而言，这份协议符合《 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 约》和《 京都议定书》的原

则，守住了发展中国家的“底线”。在气温

升幅限制方面，明确提出了全球气温升幅

应限制在 2摄氏度以内。在资金问题上，

虽然并不清晰，但至少明确了发达国家将

从 2020年起，向发展中国家及小岛国等提

供1000亿美元援助。未来 3年内发达国家

将提供 300亿美元，其中欧盟、日本及美

国将联合出资252亿美元。在技术开发与

转让问题上，也开始同意建立一个机制，

虽然这个机制的职能范围、授权依然有待

进一步的谈判，但它对技术开发转让必然

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在减排监察的问题

上，要求所有新兴经济体必须自我监察减

排进度，并每两年向联合国汇报，国际人

员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可以视察。

然而，本次会议最大遗憾在于没有明确限

定全球减排目标，各国将在 2010 年 2月1

日前向联合国提出 2020年减排目标，2050

年的减排目标并未提及，气候谈判的关键

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也正因为如此，大会决定将谈判延伸

到 2010 年，并设立了在 2010 年底于墨西

哥城召开的第十六次缔约方大会上完成这

一回合谈判的新目标。最为重要而艰苦的

谈判依然在前方，这是一个结束，却也是

一个来不及停歇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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