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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中

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已作出郑重减排

承诺，将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

碳达峰到碳中和。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

长、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

大地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

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发挥了

关键作用。

周大地认为，如要达到《巴黎协定》所

定控温目标，全球必须加快低碳转型。现

在已经到了各国开展具体行动的阶段，各

方应抓紧行动，避免承诺停留在口头表态。

周大地表示，中国在做好自身工作的

同时，应从三方面推动并引领国际合作。

第一是大力推动各国在联合国框架内

平等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风险，拒绝气

候霸权。

应对气候变化是建立在科学性基础认

知之上的共识。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必须重

视气候变化带来的重大风险，明确认识到

应对气候变化、加速减排进程是“我们自己

要干的事”，既不是因为外界压力也不是对

他人的追随。

应对气候变化能不能合作、在何框架

下合作是严肃的政治议题。中国主张在联

合国气候公约框架下进行磋商，通过联合

国体系促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平等合

作，共同应对，这是中国在气候变化方面合

作的主渠道。

中国的低碳转型要根据自己的发展进

程而定。“我们要推动具有独立性、自主性的

国际合作，相关规则的制定要在联合国体系

下共同磋商。不能允许少数国家将意愿强

加于他国，要拒绝气候霸权。”周大地表示，

在应对气候变化议题上保持独立性与自主

性不等于不加快行动。绿色低碳转型需要

国际社会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各方

要共同向《巴黎协定》控温目标努力。

第二是加强低碳、零碳技术创新，推动

国际技术合作。

在各国拥有政治共识的基础上，开展

国际层面的技术合作意义重大。目前，全

球正在探索更好实现碳中和的方案。虽然

各国的情况不一样，但依然存在很多共性

的东西，比如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可再生

能源，推动生产生活方式低碳化转型，这些

均建立在大量技术创新的基础之上。

中国作为工业大国，尤其需要重视低

碳、零碳技术创新。中国在非化石能源发

展方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但在用能方面

仍有进步空间，如目前以火电为主的电力

系统需要尽快向可再生能源过渡。推动低

碳、零碳技术进步需要加大国际合作交流

力度。“从历史上看，过去的能源技术及工

业技术基本被少数发达国家所垄断。我们

要改变少数发达国家的垄断地位，在能源

技术、工业技术以及能源消费技术等方面

加强创新，努力成为世界低碳技术、零碳技

术的引领者。”周大地说。

第三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在未来的日子里，中国要在大力发展

低碳和零碳技术、加速推动绿色低碳转型

的同时，发挥国际领导力，为广大发展中国

家低碳化转型提供帮助。“我们要秉持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既要加快自身发展，也要

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提供绿色低

碳技术以及绿色公共产品，助力广大发展

中国家实现低碳化。”周大地说。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发挥关键作用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发挥关键作用
——访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周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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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最新发布的报告

显示，过去50年全球经济增长了近5倍，

但环境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本世纪

全球变暖或使温度上升 3℃，塑料垃圾

流入海洋并使海水酸化，而与污染有关

的疾病每年导致 900万人早逝，超过 100

万个物种正面临灭绝。

“只有身处健康的地球，人类才能实

现可持续发展。”在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

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称，当

前所有环境、社会和经济挑战都相互关

联，人类必须紧急采取行动，共同应对全

球性环境问题。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的

共同梦想，加强地球保护行动、加快绿色

发展刻不容缓。

多边合作是守护地球家园的应有之

义，今年一系列国际环境会议将凝聚各

方共识，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全球最

大的环境和自然保护会议——世界自然

保护大会将在法国马赛举行，与会各方

将明确大自然在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目标中的作用。《生物多样性公

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将在中国昆明

举办，国际社会期待大会通过兼具雄心、

务实和平衡的“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

性框架”成果文件，有效遏制生物多样性

丧失趋势。《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将在

英国格拉斯哥举办，届时所有国家都要拿出更具雄心的国家自主贡

献目标和碳中和愿景。此外，针对全球化学品和废物污染，如何对

其进行无害化管理、制定强有力的“2020 后框架”也是今年环境领

域的重要议题。

各尽所能是守护地球家园的内在要求，各国应承担与自身发

展阶段相适应的国际责任，最大程度强化行动。中国高度重视生

态文明建设，将良好生态环境作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同时认真履

行各项国际公约，作出郑重减排承诺，将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

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并倡议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

盟，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欧盟委员会发布《欧洲绿色新

政》，鼓励环境友好型投资，发出绿色低碳转型的信号。美国将应

对气候危机视为优先事项，并重新加入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填补

了协定缺失的一环。泰国、越南等鼓励地方参与小规模循环经济

计划，取得明显成效。非洲多国禁止进口、生产、销售和使用塑料

袋，为减少“白色污染”作出贡献。

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虽然新冠肺炎疫情给经济社会

发展带来压力，但是国际社会不能因此放松对环保的要求，而是要

从绿色发展中寻找机遇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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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身处健康的地球，人类才

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当前，所有环

境、社会和经济挑战都相互关联，人

类必须紧急采取行动，共同应对全

球性环境问题。多边合作是守护地

球家园的应有之义，各尽所能是守

护地球家园的内在要求。虽然疫

情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压力，但是

国际社会不能因此放松对环保的

要求，而要从绿色发展中寻找机遇

和动力。

4 月 22 日 是

“世界地球日”。面

对气候环境领域挑

战，每个人都有义

务行动起来，守护

我们的蓝色星球。

图为新西兰南岛库

克山国家公园航拍

的塔斯曼冰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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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磊摄

守护我们的蓝色星球守护我们的蓝色星球

里海是世界上最大的湖泊，

不仅鱼类资源丰富，湖底更是储

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上世纪90

年代以来，随着苏联解体以及里

海不断勘测出油气资源，沿岸国

家因边界划分、资源分配等问题

一度剑拔弩张。经过数十年的博

弈与谈判，如今，互利共赢正在逐

渐成为里海地区开发的主旋律。

土阿关系的里程碑

2021 年 1 月 21 日，土库曼斯

坦和阿塞拜疆外长在两国领导人

的见证下签署了关于里海“友谊”

油气田联合勘测和开发的谅解备

忘录。3 月 15 日，土库曼斯坦批

准了与阿塞拜疆关于共同开发里

海“友谊”油气田的协议。按照协

议，油田资源将按 7∶3 的比例分

配给土阿两国。

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认

为，备忘录的签署是多年艰苦工

作的结果。这意味着，阿塞拜疆

与土库曼斯坦之间的关系进入了

一个新阶段。

近期，土库曼斯坦与阿塞拜

疆的“友谊”油气田项目发展迅

猛。专家认为，该项目对土阿关

系、里海区域发展，甚至对欧亚能

源市场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繁荣发展的风向标

北约加拿大协会能源安全项

目主任、里海能源与地缘政治专家罗伯特·

卡特勒认为，土阿“友谊”油气田项目的发展

得益于2018年签署的《里海法律地位公约》。

2018 年 8 月 12 日，在经历了 22 年马拉

松式的谈判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阿塞拜

疆、土库曼斯坦、伊朗五国国家元首在哈萨

克斯坦阿克套举行会晤，并签署《里海法律

地位公约》。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我们的

峰会意义非凡……《公约》确定 5 个国家享

有里海的专有主权，能够负责任地开发利用

海床及其他资源，在协商一致和互利共赢基

础上解决所有现实问题，确保里

海的真正和平。”

《公约》规定，里海沿岸国家

海岸线往外延伸 15 海里的水域

为该国领海，领海往外再延伸 10

海里的水域为该国专属捕鱼区，

其他水体以及这些水体的渔业资

源将由里海沿岸五国共同拥有。

《公约》中包含“里海国家在遵守

环保条约、获得管道穿越水域所

属国家同意而非沿岸五国一致同

意的情况下，即可铺设海底油气

管道”的规定，使得“友谊”项目仅

需在土阿两国之间协商，大大降

低了项目的复杂程度。

“友谊”油气田项目是《里海

法律地位公约》签署后首个区域

内大型合作项目，其进展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沿海五国能否有效执

行《公约》内容。可以说，该项目

已经成为里海地区安全、稳定和

繁荣发展的风向标。

油气运输的新通道

“友谊”油气田项目的重要内

容之一是修建跨里海、连通土库

曼斯坦和阿塞拜疆的油气管道，

同时也是从土库曼斯坦到欧洲的

跨里海天然气管道的一部分。

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储量约

为 19.5 万亿立方米，目前仅销往

亚洲和俄罗斯，每年通过俄罗斯

输往欧洲的天然气约为 1000 亿

立方米，相当于欧洲进口天然气

的四分之一。“友谊”油气田项目顺利实施

后，土天然气将通过跨里海管道经阿塞拜疆

连通跨安那托利亚天然气管道，加入欧盟

“南部天然气走廊”。

“南部天然气走廊”是欧盟、土耳其、阿

塞拜疆等国的重要能源合作项目，旨在将阿

塞拜疆天然气经格鲁吉亚、土耳其等国输入

欧洲，从而实现欧洲能源供应渠道多元化。

目前，土阿“友谊”油气田项目已经引起

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多国企业已明确表达出

参与意向。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在参加俄地理学会主席

团会议时表示，他与同事讨论了北极航道运输问

题，该海路或将在数年内实现全年通航。

近年来，俄积极开发北极，针对北极航道强优

势、补短板，旨在将其建设成为有竞争力的国际运

输走廊。

俄罗斯高层高度重视北极地区。普京定期

关注北极发展问题，并认为北部地区开发对俄具

有特殊意义。去年 12 月，普京在参加俄国务委员

会、战略发展与国家项目委员会联席会议时指出：

“过去我们的未来在西伯利亚，现在我们的未来在

北极。”

不仅如此，着眼于北极地区长期发展，俄政府

在过去几年间接连通过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

重要文件。2020 年 3 月，普京签署《2035 年前俄罗

斯联邦北极国家基本政策》；同年 10月，签署《2035

年前俄罗斯联邦北极地区发展和国家安全保障战

略》。上述文件在改善人口生活质量、促进经济增

长、开发北极航道、强化军事保护等方面，为俄北

极地区发展设定了目标，建立了相关机制。

事实上，近年来俄方一直在加强北极航道开

发工作。俄政府官员表示，过去 5 年间，北极航道

运输量增长 5.5倍，2020年达 3300万吨。随着应对

气候变化日益成为各方关注的议题，开发北极的

话题热度也不断提升。不久前，苏伊士运河事件

的发生更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以北极航道替代

苏伊士运河”的讨论。

与其他国际运输航线相比，北极航道有其独

特优势。一是经济便利。俄远东和北极发展部副

部长阿纳托利·博布拉科夫日前表示，根据俄建立

的北极地区发展数字模型，考虑到当前的碳信用

成本，与苏伊士运河相比，通过北极航道运输同样

数量货物每年可为托运人节约约 5 亿欧元运费。

俄能源部表示，北极航道的通航时间正在不断延

长，加之航线较短，可大大减少欧亚货物运输时

间。二是环境友好。莫斯科斯科尔科沃管理学院

新兴市场研究所的研究显示，相比于苏伊士运河，

从北极航道运输货物将减少23%的温室气体排放，

若 使 用 液 化 天 然 气（LNG）作 为 燃 料 则 可 减 少

38%。长远来看，北极航道将是可持续发展的环保

路线。

不过，北极航道离成为国际运输走廊的目标

还有不小的距离。例如，气候条件恶劣，大部分航

道需破冰船领航，无法实现自由航行。这些不利因

素使得苏伊士运河替代方案的现实性遭到质疑。

又如，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俄北极地区大多数港

口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泊位和近海区域深度不

符合现代要求。

目前，俄方已经将推动北极航道建设成为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运输走廊定位为战略任务，并计

划在 2024 年前将该航路运输量提高到 8000 万

吨。俄副总理、远东联邦区总统全权代表特鲁特

涅夫认为，要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尽快补齐短板。

首先，加大基础设施维护和建设力度。4 月 9

日，普京指示俄联邦政府与国家原子能公司共同

研究北极航道破冰的长期税费以及位于该水域海

岸的港口税率问题，同时讨论如何更好维护和建

设港口基础设施。3月底，特鲁特涅夫也专门召开

过会议，讨论北极航道基础设施建设问题。

其次，规范航道运营。特鲁特涅夫日前指示

国家原子能公司向联邦政府提交有关在北极航道

建立定期航行时间表的建议，以便托运人了解通

航时间。

再次，优化气象和通信保障。2 月底，俄成功

发射“北极-M”卫星，该卫星将收集北极地区气象

和水文信息、冰层运动情况，作出更准确的天气预

报，并大幅提升全球卫星搜救系统能力。在通信

方面，俄航天国家集团公司总裁德米特里·罗戈津

日前表示，该公司计划在 3年内为俄全境提供空间

通信和宽带互联网访问，并将优先考虑北极地区，

这对于开发北极航道是极为必要的。

最后，俄还将对北极海底进行勘测，并打造全

球最大破冰船队，不断提高航道安全性和吸引

力。在特鲁特涅夫看来，要使北极航道真正成为

有竞争力的运输路线，俄罗斯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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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加快建设北极国际运输走廊
本报记者 李春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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