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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气候治理的困境

（一）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迫在眉睫

近年来，温室气体排放居多，严重影响了大气环境，

这也是造成全球变暖的最主要原因。根据相关数据显

示，过去10年间，有82%的全球变暖系由二氧化碳所导

致。传统的重工业以及汽车尾气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

是我们亟需改善的问题。《巴黎协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

了各缔约国2030年要共同实现的气候目标，这是促进

可持续发展必须要达到的目标。然而，要实现此气候目

标任务重大，当前各国作出的国家自主减排承诺，离目

标的实现还有很大的差距。气候变化影响的不仅是我

们这代人，还包括下代人。因此，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需

要各国共商谈判，重新评估其《巴黎协定》的承诺，以实

现2030年目标。

（二）发达国家的资金承诺难以落实

在应对全球气候的过程中，资金问题一直都是发展

中国家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因为它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对

全球气候治理的能力。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

面力量微弱，要实现“自主贡献”的目标，依靠发达国家

的资金支持是不可缺少的资金来源。发达国家曾表示，

要在2020年之前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每年1000亿美元的

资金支持，但一直没有兑现。2015年，美国再次表示要

捐资30亿美元作为绿色气候基金。美国作为经济发达

国家，履行资金承诺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奥巴马执政期

间，履行了10亿美元的承诺。然而，特朗普当选后，提出

恢复传统能源工业，并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虽然按照

协定的规定，美国最早于2020年11月正式退出。但美

国目前对全球气候治理持消极的态度，自特朗普上台

后，他就停止了对资金的支持。这也可能减弱其他发达

国家的资金供给意愿，从而减缓了发展中国家对气候治

理的行动步伐。

二、卡托维兹气候大会的主要成果

（一）大会通过了巴黎规则手册

巴黎规则手册是卡托维兹气候大会最突出的成果，

也是《巴黎协定》从宏观规划到具体落实的一个重要桥

梁，开启了全球气候治理行动的重要时刻。巴黎规则手

册对各国沟通气候计划、定期追踪和报告国家气候工

作、评估气候进展、逐渐强化行动及扩大投资等方面进

行了指导，为《巴黎协定》的落实提供了推动力。巴黎规

则手册主要包括各国的国家自主贡献、减缓与适应、资金

技术、透明度、全球盘点等内容，这些内容是《巴黎协定》相

关规则和制度的具体化，体现了行动与支持相匹配。大

会也充分体现了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原则，并

对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进行了安排。

（二）气候融资取得新进展

气候融资是指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所需资金的融通，

全球气候治理的困境及中国的对策

——基于卡托维兹气候大会的召开

〔内容提要〕《巴黎协定》描绘了零碳排放的美好愿景，各缔约国制定了“自主贡献”的目标。然而，如何将愿景变为现实是气候治理取得

成效的关键。去年年底召开的卡托维兹气候大会，最终制定了《巴黎协定》的实施细则，气候治理进程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本文以大会

为基础，分析了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发达国家资金承诺难以落实的困境，并提出了中国在国际上增强合作，在国内发

展低碳经济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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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融资显得尤为重

要。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技术、知识、能力建设等方

面较落后，使得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比较被动，发达

国家的资金将加快发展中国家向绿色低碳转型。大会

巩固了发达国家曾作出的100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中

国、印度、南非、巴西“基础四国”的四国部长发声，希望发

达国家尽快履行资金承诺。大会期间举行的高级别气候

融资部长级对话，鼓舞了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

金的信心。各缔约国必须在2020年之前提交新的国家气

候承诺，气候融资将有利于更高目标的实现。

（三）激发了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

此次卡托维兹气候大会对各国来说意义重大，气候

变化给人们的健康造成的危害巨大。有报告指出，每年

因空气污染造成死亡的人数达到700万，造成的损失估

计5万亿美元。虽然大会要讨论的文件内容较多，参与

各国分歧意见较大，大会按原计划拖延一天结束，但最

终各国在治理气候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在2020年之前

提交新的自主承诺。大会鼓励各国就气候计划进行协

商，自主地承担治理气候的责任，促进经济向绿色、低碳

转型。尽管美国、巴西等表现出消极的态度，但大多数

国家对治理气候表现出了坚定的信心，气候治理的大方

向不会改变，中国组织的25场边会，也向世界展示了我

国治理气候的经验和贡献，我国会坚定脚步，继续向生

态之路迈进。

三、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对策

（一）国际上增强合作

全球气候治理关乎地球上每个国家的生存，置之不

理只会让生态环境遭受更严重的破坏，应对气候变化是

当下和未来我们要一直努力奋斗的事业。世界是一个

整体，我国离不开其他国家而独自发展，当前生态环境

恶劣，增强国际合作显得格外重要。各国的气候政策不

同，经济发展水平有先进、落后之分，应对气候变化的能

力有大小之分，导致“国家自主贡献”的目标不同，使得

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产生利益冲突，因此，更

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化解纠纷，共同制定环境公约等多

边条约。我国也应该加强南南合作、积极参加国际会

议、多边会议，积极发声，又不失立场。

最近，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中美关系将面临更加

紧张的局面。中国作为世界上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发

展中国家，面临的国际压力也不容忽视，美国若真正退

出，国际社会将会对中国寄予更大的减排期望，中国将

会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与国际社会一起应对全球气候变

化。因此需要增强国与国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促使其他

发达国家履行资金承诺，帮助我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能

够更快地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的目标，从而使我国在应

对气候变化方面表现出更积极且坚定的姿态，更强的适

应力和战斗力，为国际社会履行更多的义务。

（二）国内发展低碳经济

气候治理不仅有国际市场，还有国内市场，国内市

场的低碳经济发展的水平将影响国际市场的低碳经济

发展的水平。一个国家只有把国内的低碳经济工作落

实到实处，才能在国际上展现更高的话语权，才能为全

球气候治理贡献更多的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

政府的宏观政策、指导方针、节能减排的规划发挥

着重要作用，因此我国政府应该坚持经济发展和环境友

好相协调，明确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的方向、相关的

法律法规减排的标准，以及有关碳排放权的管理制度，

为企业的减排创造良好的环境。企业是气候治理的主

力军，企业应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不合理的

产业结构，更多的发展服务业和低碳技术，使电力、交

通、石化等部门实现清洁生产，使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

实现新开发和高利用。企业要抛弃粗加工和高耗能，加

强清洁生产，实现精加工、细加工，加快促进电动汽车、

电动公交车的全面推广。气候治理也离不开公众的参

与，公众应当在生活中采取积极行动，减少私家车的使

用，减少白色塑料袋的使用，外出多步行或使用共享单

车，多参与节能减排的社区活动。

卡托维兹气候大会取得了圆满成功，是多边主义的

胜利，对气候变化提出了新的策略，但不是终点。大会

对今年9月份将在美国纽约举行的气候峰会的有关情况

进行透露，今年峰会的目标是提振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

和决心，促进实体经济的转型，并动员普通民众参与到

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足以可见，应对气候变化，我

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将积极参与、投身于气候治

理，为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地球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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