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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力促全球气候治理大步向前
郭 言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巴黎协定》就从达成到生效并具有法律约束力，展示了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

《巴黎协定》的正式生效，体现出各国在全球治理中秉持加强协调沟通、最大程度凝聚共识这一原则的重要性。

中国以身垂范，用实际行动在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努力前行。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

第22次缔约国大会上，各国应当继续发扬协商沟通精神，为人类共同的家园提供安全保护

中哈经济合作实现“三级跳”
惠 喜

参与委托投资“养老钱”要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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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停车管理公司应监管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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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贷资产质量压力靠改革化解

首批委托投资运营的养老保险基金数额多少，

取决于地方养老保险基金归集能力与预留基金备付

金规模两大因素。目前，各地基本养老保险虽均已

实现省级统筹，但大部分仍属于“市县统筹＋省级

调剂”的方式，养老保险基金仍然分散在数千个基

层统筹单位。与此同时，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只能由

省级政府委托投资，这就对参与委托投资省份的养

老保险基金结余归集能力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当前，银行业防范风险、降低不良的压力仍然

较大。从区域看，不良贷款风险将从东部沿海地区

向中西部地区蔓延。从行业看，尽管当前房地产行

业不良率不高，但作为资本密集型行业却集中了大

量信贷资金，在去库存压力下，潜在风险或进一步

显现。处置存量不良贷款、遏制新增不良贷款，是

当务之急。要真正化解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压力，

还需标本兼治。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尤其是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硬化其预

算约束。同时，要加快金融改革步伐，建设多层次

资本市场体系，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降低对银行体

系的依赖。

利用价格杠杆对停车分布进行调节，引导广大

车主合理利用不同位置的停车场是必要的。有的城

市通过政企合作方式探索解决停车难，也是可行的

方案。但是，停车管理公司毕竟是以营利为目的，

地方政府若对其监管不到位，企业收费不透明，就

很容易出现乱收费及收费不作为等现象。政府有关

部门要加强协调沟通，针对停车管理公司建立黑名

单制度，并适时向社会公布，对不履行相关责任的

停车管理公司，可随时解除合同。

哈萨克斯坦是中国的友好邻邦和全

面战略伙伴。两国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

信不断深化，发展战略耦合对接，经贸、投

资、产能、能源、金融等各领域互利合作亮

点纷呈，经贸合作列车已驶上“一带一路”

的“光明大道”，为两国共同繁荣发展注入

强劲动力。

战略对接引领全方位合作。2013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访哈期间，首次提出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宏伟构想。半年后，哈

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提出“光明大道”新经

济政策，确定在 2050 年前使哈进入世界

发达国家前 30 强的宏伟目标。可以说，

两国奋斗目标一致，合作空间更加开阔。

当前，哈正在实施“国家工业化创新发展

纲要”，这与中国力推的国际产能合作不

谋而合。中哈并肩携手，积极推进多领域

务实合作，战略互信日益加深，相互支持

不断增强。

经济合作关系实现“三级跳”。上世

纪 90 年代建交之初，中哈经贸合作以边

境贸易为主，规模不大，影响较小，被称作

中哈合作的 1.0 版。进入新世纪后，中哈

合作驶入快车道，双边经贸额多年保持近

20%的高增长率，升级到涉及国民经济各

领域的 2.0 版。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

设进入实施阶段，中哈合作迎来向更高水

平的 3.0 版升级的历史机遇。中哈互利合

作不断深化，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能源资源

有力支持了中国经济发展，一大批中资企

业也为哈萨克斯坦带来资金、技术和服

务。如今，中哈关系堪称邻国间相互尊

重、平等互惠、合作共赢的典范。

中哈产能合作方兴未艾。中哈油气

合作堪称典范，中企帮助哈方伙伴开采境

内近 25%的油气资源，合作涵盖勘探、开

采、炼化、运输、销售在内的全产业链。同

时，哈“光明大道”新经济政策提出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包括交通物流设施、工业基

础设施、电力基础设施等 7 个方面。哈上

述发展目标的确定，为拓展中哈产能合作

提供了新抓手。目前，中哈双方已达成

51 个早期收获项目，合同总金额高达 268

亿美元。

中哈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互联互通水

平不断提高。中哈实施互联互通是互利

共赢的长期工程，既有助于哈方加速实现

境内基础设施升级换代，充分发挥其地处

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过境通道优势，也有

利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加速向西延展。中

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的投产运营，更开

创了欧亚大陆海陆联运合作新模式，也使

哈历史上首次获得直面太平洋的出海

口。哈还是中欧班列过境运输的境外首

站。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过境哈萨克斯

坦开行 438列，同比增长 142%。中哈高效

合作，提升了欧亚大陆跨区域合作。

哈萨克斯坦是我重要邻国、“一带一

路”的枢纽性参与国。李克强总理访问

哈萨克斯坦，将全面梳理两国各领域合

作情况，加速“一带一路”驶上“光明

大道”，促进双边合作战略升级，造福中

哈两国人民。

11 月 4 日，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

定》将正式生效。这一协定为 2020 年后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安排，在人类

气候治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展示了人

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

2015 年 12 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 近 200 个缔约方在巴黎气候变

化大会上一致同意通过 《巴黎协定》。截

至今年 11 月 1 日，共有 92 个缔约方批准

了 《巴黎协定》，其温室气体排放已占全

球总量的 65.82%。按照规定，当至少 55

个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的缔约

方签署并批准加入，且其温室气体排放

量至少占全球总量的 55%以上时，《巴黎

协定》 才会生效。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巴黎协定》从

达成到生效并具有法律约束力，这样的速

度在人类全球治理和应对共同挑战的实

践中实属罕见。《巴黎协定》的正式生效，

体现出各国在全球治理中秉持加强协调

沟通、最大程度凝聚共识这一原则的重要

性。中国作为这一原则的推动者和实施

者，以身垂范，为《巴黎协定》的达成和全球

气候治理的大步向前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在巴黎气候大会召开之前，中国就以

实际行动在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道

路上努力前行。中国根据自身国情、发展

阶段、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国际责任，确定

了到 2030 年的自主行动目标。其中具体

的指标十分突出，如二氧化碳排放 2030

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

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60%至 65%，等等。中国将这些指标写入

国家自主贡献文件，充分表明中国减排的

决心和力度。同时，中国国家政策文件中

也纳入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内容，比如，国

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单位 GDP 能

源消耗年均累计下降 15%，单位 GDP 二

氧化碳排放年均累计下降 18%”的目标。

在《巴黎协定》沟通签署过程中，中国

与美国、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保持密切沟

通协调，通过“基础四国”“立场相近发展

中国家”等谈判集团，加强了发展中国家

内部的团结与合作，为推动达成具有历史

意义的《巴黎协定》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巴黎协定》生效进程中，中国行动

也作出了贡献。9 月初，中美两国领导人

在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期间，向联

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提交了批准文书。此

后，欧盟、巴西、印度等重要经济体相继批

准。在本届 G20 峰会上，中国积极推动峰

会为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

划，实施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作为其中的

重要内容得以突出，这也成为杭州峰会的

关键性成果之一。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之中，中国从

未放松对自身的要求。11 月 1 日公布的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2016

年报告》显示，中国积极采取强有力政策

行动推动应对气候变化。比如，能源结构

进一步优化，2015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

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12%，超额完成“十二

五”规划所提出的 11.4%的目标。这些进

展，充分彰显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

行动力。

再过几天，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第

22 次缔约国大会就将在摩洛哥马拉喀什

召开。这次气候大会是《巴黎协定》生效

后的第一次缔约国大会。各国将谈判落

实《巴黎协定》规定的各项任务，提出规划

安排；督促各国落实 2020 年前应对气候

变化承诺。马拉喀什会议将在公约原则

和规定的指导下，落实各国的自主行动。

各国应当继续发扬协商沟通精神，为全球

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新的稳定框架，为人类

共同的家园提供安全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