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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多

各方力求有所突破

利马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在 2015 年底
巴黎气候大会前达成一个协议草案，争取
在巴黎大会上完成 2020 年之后的气候协
议。另一项重要任务是落实各缔约方所形
成的重要共识，建立并启动“绿色气候基
金”。本届大会主席、秘鲁环境部长比达尔
在大会开幕时指出，希望本届联合国气候
大会能够达成缓解气候变化的具体量化协
议。他呼吁各方代表积极对话、创新思维、
开诚布公，以实际行动把本届大会打造成

“倾听与被倾听”的会议。比达尔表示，本
届气候大会的重点在于“广泛收集来自世
界各国的良好意愿和建议并最终达成一
致”，但是如何将协议付诸行动是气候变化
问题的难点，因此秘鲁将以实事求是和灵
活的态度力求推动谈判取得突破。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11 月 2 日发布的综合评估报告指
出，人类对气候系统的影响正在不断增强，
如果任其发展，气候变化将会增强对人类
和生态系统造成严重、普遍和不可逆转影
响的可能性。该机构主席拉金德拉·帕乔
里表示，要使本世纪末全球气温上升幅度
相比 1750 年工业化前控制在 2 摄氏度以
内，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到 2050年必须削减
目前水平的 40%至 70%，如果再不采取行
动，2摄氏度的全球温控目标将很难实现。

此间分析人士指出，应对气候变化涉
及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未来能源
体系的重构以及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
化，可以说是影响人类前途和命运的重大
问题。但是，联合国以往的气候谈判“协议
多、落实少”，各方在实质性问题上始终未
能达成一致。按计划，各方应在利马气候
变化大会前确定新协议的要素内容，在
2015 年 5 月前形成谈判文案，力争在 2015
年底在法国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
通过，2020 年生效。为此，联合国分别于

今年 3 月、6 月和 10 月在德国波恩举行了
三轮谈判。今年 9 月在第 69 届联大开会
期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专门召集 120
多个国家领导人举行了气候峰会。

分歧大

核心问题尚无进展

然而，各国在如何细化新协议基本要
素等核心问题上尚无实质性进展。不仅发
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严重分歧，
发达国家之间的分歧也较为明显。德国的
全球气候谈判研究专家马丁·凯撒认为，美
国 的 减 排 任 务 实 际 上 还 可 以 再 增 加 。
2009 年哥本哈根大会上美国作出的 2025
年减排承诺是 30%，现在 26%至 28%的指
标是“严重倒退”，这有违发达国家自身强
调的“责任公平”，如果美国环境保护署的
碳排放法令对发电厂排放能够再严格一
些，2015 年巴黎大会上美国就可以作出
2025年相对 2005年减排 40%的承诺。

一些发达国家希望发展中国家作出更
多减排承诺，但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

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等方面缺乏诚意。作
为全球最发达经济体和最大排放国之一的
美国，一直因其在《京都议定书》上的摇摆
不定受到广泛指责。

而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发达国家应该承
担温室气体排放的历史责任，要求平衡反
映减排、资金技术转让、能力建设等要素。
自 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以来，拉美及其他
地区的中小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
崭露头角，他们要求国际社会采取更严格
的减排措施。担任本届大会主席的秘鲁环
境部长普尔加·比达尔日前强调，秘鲁希望
发达国家在利马气候大会上能够承担更多
的环保责任。

脚步实

中国努力有目共睹

对于此次利马峰会，中国代表团副团
长、首席谈判代表苏伟表示，中国政府希望
利马会议一方面积极落实在此之前达成的
关于 2020年前各方加强行动的共识，发达
国家要大幅度提高 2020年前的减排力度，

兑现在资金、技术转让、能力建设方面向发
展中国家提供支持的承诺。另一方面，中
方也希望利马会议能够按照公约的相关原
则，特别是公平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来推动明年的巴黎
会议就 2020 年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进
一步行动达成协议。中国将按照共同但有
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
则，以积极和建设性态度参与新协议谈判，
推动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
治理体制。

在利马会议召开前夕，欧盟、中国和美
国均提前公布各自 2020 年后应对气候变
化行动的目标。从气候变化问题被摆上国
际舞台以来，欧盟一直在扮演十分积极的
角色。欧盟期待利马气候会议能为 2015
年巴黎气候大会通过一项“新的和有法律
约束力的全球气候协议”铺平道路，希望这
次会议能就确保各国在未来几个月中提出
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透明、可量化和有可
比性达成一致意见。美国在利马大会上将
会力压其他各方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

中国在气候问题上则展现出负责任大
国的积极姿态。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在 11 月 25 日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
化的政策与行动 2014 年度报告》中，全面
介绍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采取的一
系列政策措施和取得的成效。《报告》共分
七个部分，包括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
化、低碳发展试点与示范、能力建设、全社
会广泛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推进应
对气候变化多边进程等。在与美国 11 月
12 日联合公布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
明》中，中方设定的目标是“2030 年左右二
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
并计划到 2030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
消费比重提高到 20%左右”。

此间舆论认为，围绕气候变化新协议的
谈判目前已进入关键时刻，谈判内容会更加
细化，会更多触及各方核心利益，谈判进程
将越来越艰难曲折。目前，围绕 2020年后
气候新协议的案文谈判已经密集展开，预计
各方将在利马气候峰会围绕新协议的原则、
方案设计、规则等展开激烈博弈。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第20次缔约方会议暨

《京都议定书》第 10 次缔约

方会议当地时间 12 月 1 日

在秘鲁首都利马开幕，各方

将在12天的会议中围绕“细

化协议要素”、“明确贡献信

息”、“加强行动实施”三个核

心议题展开磋商。气候谈判

博弈进入关键阶段，将对

2015 年举行的巴黎气候大

会能否达成新的全球气候协

议产生重要影响

本版编辑 连 俊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利马开幕

气候谈判进入关键阶段气候谈判进入关键阶段

12月 1日，在秘鲁首都利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菲格雷斯在开幕式上致辞。 新华社发

无论是“APEC 蓝”的火速蹿红，还是 G20 峰会对气

候议题的再次聚焦，气候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

题，从未像今天这样牵动着国际社会的神经。事实上，作

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气候变化已不仅仅是科

学层面的议题，它已真真切切地关乎到人类当下以及未

来的生存状态。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温室

气体的排放大国。应对气候变化，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既是中国新时期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保护全球环境的现实选择，更是一个

负责任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正如联合国气候变化利马

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解振华所

言：这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的！

中国近年来是怎么做的？有数据为证：世界银行的一

项估算显示，中国从 1990 年到 2010 年累计节能量占全球

的 58％；中国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2013年可再生能源的

装机增量占全球 37％；水电装机从 2005 年到 2013 年增加

了2倍，风电增加了60倍，光伏发电增加了280倍。

中国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最早制定实施了应对气候

变化国家方案，并在 5 年前公布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

行动目标。该目标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

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40％—45％。这

远远超出“巴厘路线图”对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要求。

截至 2013 年底，中国碳排放强度相比 2005 年已下降

28.56％，相当于少排放二氧化碳 25 亿吨；非化石能源占

一次能源比重达到 9.8％，森林蓄积量已提前完成增加 13

亿立方米的任务，达到 20亿立方米。

中国未来要怎么做？今年 9 月，中国政府印发了首

个《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明确了 2020

年前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

APEC 期间，中美两国发布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

明》，共同公布了 2020 年后的减排目标：2025 年，美国将

在 2005 年的基础上减排 26%至 28%；中国计划将二氧化

碳排放峰值控制在 2030年左右，并尽早实现。

刚刚过去的两周里，中国政府先后公布了一揽子应

对 气 候 变 化 举 措 ，从 发 布《能 源 发 展 战 略 行 动 计 划

(2014-2020 年)》到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

防治法（修订草案）》，以及上调成品油消费税等，这些措

施均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即通过优化能源结构，合理引导

消费需求，不断加快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变革。

如今，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能力正不断提

升。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能耗强度和碳强度进一步降低，

单位 GDP 能耗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4.6%，碳强度下降

了 5%，森林蓄积量已经超额完成了“十二五”规划目标。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去年底已经达到 9.8%，

接近 10%。

中国 的 努 力 有 目 共 睹 ，对 世 界 的 贡 献 也 显 而 易

见。遗憾的是，尽管中国政府所倡导的“共同但有区

别的责任原则”已得到广泛认可，但部分发达国家并

未按照“巴厘路线图”的要求切实采取行动，数年前启

动的“绿色气候基金”、“损失损害补偿机制”等，至今

仍是“空头支票”。

“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议题，应对气候变

化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如果我们不立即采取行

动，我们将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价。”联合国秘书长潘基

文的这番话，不是警告胜似警告。无论是落实 2020 年前

的行动计划，还是达成 2020 年后的减排目标，留给人类

绿色转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当务之急，需要各国政府

凝聚共识、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不能只停留在口头

上，关键是要采取行动。利马会议，该加把劲儿了！

□ 顾 阳

应对气候变化 得加把劲儿了

本报驻联合国记者 张 伟

12月 1日，在秘鲁首都利马，与会代表出席大会开幕式。 新华社发

本报华盛顿电 记者高伟东报道：美国国务院气候问
题首席谈判代表托德·斯特恩（Todd Stern）对今年利马
大会取得积极进展并推动巴黎大会达成新的全球应对气候
变化协议表示谨慎乐观。

美国舆论认为，围绕气候变化新协议的谈判目前已进
入关键时刻，谈判内容会更加细化，会更多触及各方核心利
益，谈判进程也会越来越艰难曲折。2014 年三轮气候谈判
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给利马气候大会带来不小压力，人们
期待着利马大会能够借助中美两国达成的气候协议推动取
得实质性进展，为明年的巴黎大会奠定基础。

本报布鲁塞尔电 记者严恒元报道：欧盟委员会就此次
会议发表的新闻公报称，欧盟期待着利马联合国气候变化会
议能为明年在巴黎达成一项新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气
候协议铺平道路。欧盟领导人今年10月同意40%的温室气
体减排目标，这充分表明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

欧盟委员会负责能源联盟的副主席舍甫科维奇表示，
欧盟提出的 2030 年气候与能源一揽子计划将会建立一个
更加节能和低碳的经济，这也是欧盟能源联盟的基石。如
果欧盟制定相关的国内政策和加强国际合作，我们就可以
实现既定目标。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意愿的问题。

本报伦敦电 记者蒋华栋报道：日前，英国能源和气候
大臣艾德·戴维表示，全球各国领导人必须在明年巴黎会议
上就解决全球变暖问题达成协议，而利马会议是各国在此
之前最后一次沟通、协调的机会。在英国看来，为了保护国
家安全、经济安全以及生活方式不受气候变化进一步影响，
世界各国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因此，英国期望通过此次会
议，推动更多的国家参与减排进程，并力推达成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协议。

本报巴黎电 记者陈博报道：法国当地主流媒体均对
本届大会给予了关注报道，其中有关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
议题成为了媒体间热议的话题。

鉴于巴黎即将于 2015 年举办第 21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
大会，有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利马会议或将是明年巴黎大会
的重要预演之一，法国在本届大会上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
积极游说各国，以便为明年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达成继《京
都议定书》之后又一实质性协定铺路。

本报日内瓦电 记者陈建报道：利马气候大会瑞士代
表团团长弗朗兹·佩雷斯近日表示，这次大会要想作出正确
决定，关键还要看各国将会提交什么样的国家自定贡献预
案。他说，尽管各国的贡献预案互不相同，但为了使明年的
巴黎气候大会取得切实成果，各国需要提交理想的预案，这
比利马气候大会形成决议草案更为重要。

同时，瑞士联邦政府还决定，将向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
捐赠 1亿美元。该笔资金将从 2015年起分 3年付清。绿色
气候基金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大
会（坎昆会议）决定设立的机构，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
气候变化。

本报东京电 记者闫海防报道：日本主要媒体都重点
报道了利马气候大会的开幕情况，尤其关注本次会议能否
在减排问题上达成初步妥协。日媒分析认为，现在各国的
分歧很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坚持各自立场，会议成果
令人怀疑。值得期待的是，美中前不久发表了应对气候变
化的声明，各自作出新的承诺，估计会对本次会议起到积极
作用。

日本气候专家中村明次发表文章指出，在应对全球气
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日本已经处于被动地位，尽管京都议
定书是在日本签署的，但日本却在后退。现在美中已经成
为先导者，这对日本是新的压力。日本应该在本次会议上
展示积极的姿态。

本报首尔电 记者杨明报道：韩国媒体《韩国日报》在
报道中称，国际社会普遍对本次会议能够取得相当进展充
满期待，预计本届大会将就此展开积极和激烈的讨论与协
商。《中央日报》则关注了上月中美两国共同宣布的限制温
室气体排放相关协议，认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前两位的
国家能够达成有关共识是一种积极的变化。报道同时指
出，韩国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也应勇于承担控制温室气体
排放的责任，为使利马气候大会达成有意义的成果，发挥自
身智慧和力量。

本报哥本哈根电 记者关晋勇报道：丹麦气候、能源和
建筑大臣拉斯姆斯·赫尔维格·彼得森认为，利马峰会是巴
黎峰会之前的重要舞台，在当地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谈论气
候变暖问题对磋商有好处，与会者可以感受到气候变暖之
后的影响。气温可以影响情绪，这有利于大家一起合作解
决问题。他说，如果利马峰会取得好成果，他期望到巴黎峰
会时，可以实现更大的目标。

利 马 会 议 召 开

各 方 寄 予 厚 望

美国 对新协议达成谨慎乐观

欧盟 应对方略凸显整治意愿

英国 期望达成有约束力协议

法国 关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瑞士 各国需提交理想预案

日本 希望展现积极姿态

韩国 勇于承担减排责任

丹麦 明年达成协议可能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