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地 时 间 12 日 ，法 国 总 统 奥 朗 德
在布尔歇会场对会议进行总结陈词时
表现出了抑制不住的激动：“巴黎不是
哥本哈根，我们即将达成的协议，是世
界 气 候 史 上 前 所 未 有 的 历 史 性 协 议 ，
我必须感谢所有参与艰苦谈判进程的参
与者。”

在此之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与
奥朗德均表示，中国对本次气候大会具
有“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事实上，中
国对控制全球气候变化的贡献绝不仅限
于此次大会，参与本次大会的多名国际
专家均认为，来自于中国的努力促成了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机制进入了新时期。

中国方略

作出创造性贡献

在 11 月 30 日气候大会开幕之际，外
界对本届大会的前景判断虽各有不一，但
总体持谨慎乐观态度。毕竟，有关当前全
球气候变化问题的讨论早已超出了一般的
环境科学范畴，事实上已成为各国在政治、
经济等综合领域的博弈场。尤其是考虑到
本届大会期间，各国亟待共同解决诸多争
议性极大的分歧，因此会议时间的一分一
秒均是极为珍贵，不容浪费。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此
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为团结各国共
同在本届大会期间解决四大核心问题做出
了创造性贡献。

首先，力促巴黎协议具有法律约束
力。此前有个别国家出于国内政治因素
考虑，反对巴黎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而这
种反对声音一旦占上风，几乎就意味着巴
黎会议的结果较之德班会议未有进展。这
种背景下，中国明确提出“协议+决定”的务
实建议，主张协议以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
变的机制安排为主要内容，鼓励各国提交
的自主贡献目标置于有法律约束力的决定
中。在巴黎会议期间，中国的这一倡议得
到大多数国家的欢迎与响应。

其次，中国积极倡导各国积极提供资
助贡献文件，并对整体成果进行定期盘
点，同时为了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
国强调发达国家应及时为发展中国家提
供技术与资金，协助后者提升应对气候变
化的能力。在巴黎大会期间，中国这种实
事求是，但坚定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不

仅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拥护，也在客
观上为谈判的顺利推进起到了“润滑油”
的作用。

第三，面对此前发达国家并未很好
承诺的资金支持承诺，中国不仅积极敦
促发达国家必须兑现在 2020 年之前每
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 1000 亿美元资金
支持的承诺，还以身作则地展现了大国
担当。今年 9 月，中国宣布设立总额为
200 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
作基金。在发达国家尚未尽到足够义务
之前，中国已经自愿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机制注入了额外的财政贡献，帮助其他发
展中国家减轻了财政压力。

最后，中国强调共赢，坚持巴黎协议处
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内，反对
本届大会议程抛开《公约》另搞一套。在中
国的坚持下，此前个别国家反对“共同但有
区别的责任”的声音在本届大会期间基本
消失，强调坚持原则的中国立场不仅维护
了巴黎会议的整体秩序，也为协议的最终
达成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中国承诺

凸显绿色发展决心和担当

在本届巴黎气候大会上，中国代表提
出的行动目标较之哥本哈根会议时有了质
的升级，中国承诺，到 2030 年时，国内单

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较 2005 年下
降 60%—65%；非化石能源比重提升至
20%左右；化石能源消费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达到峰值；森林蓄积量较 2005 年增
加 45 亿立方米。以上承诺对一个发展中
国家而言，除了需要全力转变传统增长
方式外，也意味着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的决心。

法国气候变化专家保罗·让就此表
示，除了为会议提供了“建设性”贡献外，
围绕本届巴黎气候大会，中国展示了勇
于担当的大国气度。历史经验验证了中
国是一个诚信大国，在气变谈判整体陷
入僵局的情况下，中国却用一个个承诺
与实际行动证明着自己的贡献。他表
示，重视环境变化不仅在一方面促使中
国积极转变新型的增长模式，另一方面
也对全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产生着深
刻影响。

中国表态

彰显“气候外交”新气象

联 合 国 秘 书 长 潘 基 文 近 日 接 受 采
访时称赞中国代表团在谈判过程中与
其他国家密切合作，为推动谈判进程做
出了贡献。纵观整个气候变化巴黎大
会的全过程，中国的新型“气候外交”也
在世界上打响了牌子，获得了支持。

同潘基文一样，不少法国业界人士
亦认为，今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访美期
间与美方发表的《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
合 声 明》是 全 球 气 候 治 理 合 作 的 转 折
点 ，同 时 11 月 奥 朗 德 总 统 访 华 期 间 与
习近平总书记共同宣布的《中法元首气
候变化声明》亦在气候大会举办前夕为
会议前景作出了不可或缺的积极努力。
中国就气变问题在国际舞台上倡导的一
系列举措显示了中国“气候外交”的视野
更加开阔。

习近平主席在出席本届巴黎大会开
幕式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
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重要讲话时便
指出，一份成功的国际协议既要解决当下
矛盾，更要引领未来。巴黎协议应该着眼
于强化 2020 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
动，也要为推动全球更好实现可持续发展
注入动力。中国领导人的上述表态全面
展现出了中国“气候外交”的新气象。

毋庸讳言，当前国内仍然面临着严
峻的环境问题，全民积极践行“绿色发
展”理念刻不容缓。巴黎大会达成的气
候变化协议不仅契合中国内部的发展需
求，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正如习主席
在巴黎讲话中所指的“巴黎协议不是终
点，而是新的起点”那样，中国为促成全
球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的机制做出了巨大贡
献，继《巴黎协议》后，未来中国还将携手
各国站在一个新的起点。

（文/本报驻巴黎记者 陈 博）

中国力促应对气候变化进入新时期

本版编辑 连 俊

当地时间12月12日，历经13天的艰苦谈判，由全球近200个国家共同参与谈判的巴黎联合国第21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

大会在巴黎达成新的全球气候协议。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当天强调，他感谢“所有参与艰苦谈判进程的参与者”。此前，奥朗德和联合国秘书长

潘基文在不同场合不约而同地表示，中国对本次气候大会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 安 然

应对气候变化还看“中国贡献”
当地时间 12 日，第 21 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缔约方会议在巴黎就 2020 年之后全球应对气候变

化的国际制度框架达成了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

议。在这个继《气候变化公约》之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合作行动的新起点中，“中国贡献”的分量是彰显无疑且

不可或缺的。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主要的碳排放国家之一，

中国已成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关键力量，当世界的目

光聚焦于中国时，中国做出了庄严承诺，并以实际行动

促进了全球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国际能源署最近发

布的报告显示，全球碳排放量在 2014 年首次在经济整

体增长的背景下减少，国际能源署对其中来自于中国的

贡献予以了积极肯定。法国气候问题专家保罗·让此前

在接受采访时亦认为，中国能够在短短十余年时间内，

成为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第一大国是

“不可思议”的，中国已经为阻止全球气候变化作出了可

能的最大贡献。

在本届气候大会举行前夕，中国便提出四点期待：

一要坚持原则，二要全面均衡，三要引领方向，四要提供

保障。中国要求巴黎协议应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的原则和规定，特别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同等处理好 2020 年前后的

气变机制与行动力度，在引领全球转向绿色低碳发展的

前提下，敦促发达国家履行在资金和技术方面尽到应尽

的义务。中国的这四点期待不仅为气候大会各参与国

顺利展开最终谈判奠定了必要的基调，也是代表广大发

展中国家发声，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博弈中找到了

关键的平衡点。法国多家权威媒体评论认为，中国在本

届峰会召开前后没有像某些国家一般“躲在后台”，而是

充分发挥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关键性作用。

对中国而言，应对气候变化已经融入了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十三五”规划建议稿便明确提出

了需“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落实减排承诺，

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力量”。由此可见，中国在应

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不仅做到了表里如一，还将在未来

持续彰显“中国贡献”。

经 过 马 拉 松 式 的 艰 难 谈 判 ，联 合
国 气 候 变 化 大 会 于 当 地 时 间 12 日 晚
间 在 巴 黎 达 成 旨 在 控 制 全 球 变 暖 的
最 终 协 议 。 协议达成后，得到各国舆论
的高度关注，各国对各方最终协议的达
成给予高度评价，并对协议达成和落实
充满期待。

英 国 广 播 公 司（BBC）刊 文 强 调 此
次气候峰会在一系列议题上取得了积
极进步。其中，中国和美国视此次巴黎
气变大会为凝聚全球努力应对气候变
化挑战的关键机遇，并在推动此次气候
峰会达成历史性协议方面做出了巨大
的努力。路透社表示，此次达成的协议
具有差异性、公平性和平衡性的特点，
对于全球变暖上限的控制和法律 约 束

力的体现将使此次协议成为全球应对
气 候 变 化 的 历 史 性 飞 跃 。《独 立 报》刊
文 表 示 ，当 前 英 国 国 内 多 地 出 现 的 洪
水灾害凸显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紧
迫 性 。 从 这 一 角 度 来 看 ，此 次 国 际 社
会共同努力达成的协议不仅仅是关于
减 少排放的，更多是关于保护敏感国家
和人群的。

奥地利环境部长鲁佩莱希特表示，
一个公平的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协议对
于所有缔约方而言至关重要。奥媒体
指出，最终协议可以说取得了巨大的进
步，其中包含了很多此前完全没有可能
写进协议的内容，由此可以看出各方都
在尽最大努力力促协议的达成。

韩 国 联 合 通 讯 社 报 道 认 为 ，巴 黎

气变大会最终协议的达成将有助于树
立 2020 年 以 后 全 球 新 的 气 候 变 化 应
对 体 系 ，作 为 首 个 世 界 范 围 的 普 遍 性
气 候 变 化 协 定 ，将 成 为 历 史 性 的 转 折
点。协议文中规定地球平均温度长期
控制目标值设置在 1.5 摄氏度，反映了
岛 屿 国 家 和 气 候 变 化 脆 弱 国 家 的 关
切。协议的达成标志着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将为应对气候变化承担相应
的 责 任 ，并 共 同 阻 止 气 候 灾 难 的 发
生。韩国政府相关人士在接受韩联社
采 访 时 表 示 ，新 协 议 对 于 韩 国 不 是 危
机 ，而 是 韩 国 经 济 新 的 发 展 机 遇 。 韩
国 政 府 将 根 据 协 议 的 相 关 内 容 ，在 电
力、运输、工业等方面做出相应的政策
调整。

巴黎气变大会闭幕之际，印尼主流
媒体《雅加达邮报》刊发了联合国亚太
经济和事务委员会执行秘书长沙姆沙
德·阿克塔尔一篇名为《应对气候变化
的亚太回答》的文章。文章指出，正在
快速发展的亚太国家必须聚焦可持续
发 展 ，全 球 排 名 前 十 的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国 有 6 个 在 亚 太 地 区 ，例 如 ，中 国 、印
度等国的减排承诺和能源结构改革不
仅 有 助 其 本 身 发 展 低 碳 经 济 ，更 会 给
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变革；未来，亚太地
区能否找到可持续利用资源的有效方法
和技术，对全世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至
关重要。

（文/本 报 记 者 田 原 蒋 华 栋

谢 飞 杨 明）

多国舆论积极评价巴黎气变大会最终协议

图为本届气候大会会场外用参会国家国旗做成的宣传品。 本报记者 陈 博摄

巴黎气候大会期间，《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法国
施耐德电气全球执行副总裁、中国区总裁朱海。

朱海表示，中国对“绿色发展”理念的高度重视
对企业特别是外企而言是重要的机遇，施耐德电气
将凭借自身在能效管理领域的丰富经验，实现经济
与社会效益的平衡。

记者：可否介绍一下施耐德电气参与本届巴黎气

候峰会的情况？

答：施耐德电气在本届巴黎气候峰会期间宣布了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 10 项承诺，这些承诺不仅与公司自
2005 年起实施的可持续评价标准“地球和社会晴雨
表”保持一致，也符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全球升
温不超过 2 摄氏度的目标。对施耐德电气而言，这 10
项承诺涵盖了公司的产品、解决方案、研发与供应链，
为施耐德电气在未来 15 年内减少生产与运营场所的
碳排放提供了目标支持，其中包括公司每年的能源消
耗降低 3.5%、每年在交通运输中的碳排放量减少
3.5%、未来 10 年内在产品中彻底消除 SF6 气体、发行
气候债券，为本公司业务部门的低碳研发提供资金支
持等一系列具有相当可行性的承诺。

记者：当前，在中国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同时

更加注重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重的发展背景下，施

耐德电气将如何做出应对？

答：我们注意到，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国正
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推进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时也更
加注重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并不断提高着城市的宜居
性，探索着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向绿色能源经济全面过
渡。对施耐德电气而言，将主要在商业模式与技术创
新两个领域助力中国经济转型，为中国客户提供先进
的能源管理和效率技术，使用户从更绿色、更可持续的
发展中获益。

国内目前在大力推进“绿色发展”，这对企业而言
是个机遇。对所有的制造商而言，社会提出的每一个
新要求都是商机。因此，在所有企业均对排放的要求
越来越高的情况下，环保产业便迎来了机遇。我认为，
未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一点是社会要求的不
断提高，所以各个企业都应该欢迎更严格的法规与更
高的产品标准，这既有利于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也是经
营者的商机所在。

记者：当前施耐德电气在中国市场的总体发展形

势如何？

答：我们 1987 年在中国设立了第一个合资企业，
到今年为止近 30 年，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自
2009 年后确立了当前的第四阶段发展战略，即“在中
国为中国”和“在中国为世界”，以“中国原创”为中心的
战略。我们正努力探索，如何立足中国做好中国市场，
以及立足于中国的人才技术为世界做贡献。这些年来
施耐德电气的四阶段发展实际上与中国的开放步伐是
一致的：产品的引进——生产线的引进——技术的引
进——走向世界。目前，施耐德电气在华有约 28000
名员工，拥有 30 家工厂，与所有的在华合作伙伴保持
着良好关系。

绿色发展是外
企在华新机遇
——访施耐德电气全球执行副总裁、

中国区总裁朱海

本报驻巴黎记者 陈 博

图为会场媒体区。 本报记者 陈 博摄

本次气候大会的会场进行了精心布置，图为会

场饮水机装饰。 本报记者 陈 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