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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在很多人的眼里 , 2007 年堪称气候变

化年。年初 ,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

( IPCC) 便陆续发布系列研究报告 , 为世人

敲响全球变暖加剧的警钟 , 气候变化遂成

为 2007 年各大国际会议的焦点议题。从

布 宜 诺 斯 艾 利 斯 、蒙 特 利 尔 、内 罗 毕 到 巴

厘 , 从联合国安理会就气候变化与安全问

题 展 开 辩 论 , 召 开 气 候 变 化 会 议 、八 国 集

团与五国领导人峰会 , 到亚太经合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 , 气候变化都是一个难以回避

的重要话题。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第 13 次缔约方大会 ( 即巴

厘 岛 谈 判 ) 的 开 幕 式 上 说 , 科 学 家 们 为 了

保护环境已经做出巨大贡献 , 现在是政治

家们行动的时候了。而 2007 年围绕气候

议 题 展 开 的 政 治 博 弈 , 却 令 我 们 喜 忧 参

半 : 政 治 家 们 是 行 动 起 来 了 , 而 且 都 信 誓

旦旦地声称要为防止气候变化出力 , 遗憾

的是 , 大部分国家实质上依然各为其国。

分裂的两大阵营

曾经有人认为 , 当前围绕气候变化的

政 治 博 弈 主 要 是 南 北 对 话 在 环 境 问 题 上

的一种表现 , 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

治经济矛盾的延伸。2007 年 , 这两大阵营

依然就温室气体的减排问题争议不休 , 但

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 , 阵营内部本已存在

的分歧突然扩大 , 使不同国家集团在应对

气 候 变 化 的 问 题 上 更 难 以 形 成 集 体 一 致

的共识。

在发达国家内部 , 欧盟和以美国为首

的“伞形国家集团”已是泾渭分明。最近连

“伞形国家集团”内部都已经开始分化。澳

大 利 亚 在 新 总 理 陆 克 文 宣 誓 就 职 后 立 即

签署了《京都议定书》, 让美国成为惟一未

确认该协议的发达国家。

欧 盟 一 直 是 推 动 气 候 变 化 谈 判 最 重

要的政治力量。欧盟支持发达国家在议定

书第二承诺期率先采取减排行动 , 并明确

表示不给发展中国家设定减排义务 , 愿意

积 极 推 进 与 发 展 中 国 家 在 低 碳 技 术 方 面

的 交 流 与 合 作 , 并 呼 吁 发 达 国 家 在 2020

年前将排放量减少 25%～40%。

美 国 、加 拿 大 、新 西 兰 和 日 本 等 国 则

基本反对减排。在巴厘岛谈判前 , 美国长

期拒绝作出明确减排承诺 , 并试图撇开联

合国 , 沿自己规划的方向推动减排。参与

巴厘岛谈判的美国代表团团长沃森说 , 华

盛 顿 正 沿 着 自 己 规 划 的 方 向 推 动 环 保 事

业 , 美国将在明年举行世界温室气体排放

大 国 间 的 单 独 对 话 , “具 体 的 减 排 数 字 可

以在那时候再仔细讨论。”

美 国 的 立 场 得 到 了 日 本 和 加 拿 大 的

支持。在减排目标上 , 他们都担心设定减

排目标会“影响本国的经济发展”。除此之

外 , 这些国家还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减少排

放温室气体上发挥作用 , 承担减排任务。

在 美 国 眼 里 , 中 、印 等 也 是 排 放 二 氧 化 碳

的大国 , 也必须设立减排标准。

反观数量庞大的发展中国家阵营 , 虽

然至今尚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团结一致 ,

但现在也已经不是铁板一块 , 内部纷繁复

杂 的 矛 盾 使 得 发 展 中 国 家 形 成 整 体 立 场

的难度越来越大。

一 些 最 不 发 达 的 国 家 对 减 排 问 题 态

度宽松 , 愿意在许多关键议题的谈判中做

出妥协。以沙特为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却

坚 决 反 对 在 任 何 关 键 的 议 题 谈 判 上 达 成

协议。包括基里巴斯、瑙鲁、纽埃、所罗门

群岛等 33 国形成的小岛国联盟 , 则一直

积 极 推 动 国 际 社 会 立 即 采 取 实 质 性 减 排

行 动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 支 持 欧 盟 提 出 的 目

标。至于名列“金砖四国”的中国、印度和

巴 西 态 度 和 多 数 发 展 中 国 家 一 致 ———在

许多重大议题的谈判中 , 既不愿意轻易做

出妥协 , 也不希望像沙特那样放弃所有国

际合作的可能性。不过 , 这三个国家都反

对为发展中国家设立强制减排标准。正如

参 加 巴 厘 岛 谈 判 的 中 国 代 表 团 副 团 长 苏

伟所说 :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 , 有必

要 保 持 经 济 增 长 以 满 足 人 民 和 抗 击 贫 困

的基本需要。”

各有所思是分歧之因

无论是掩盖分歧 , 还是激化分歧 , 都

不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明智之举。我们当然

可 以 对 某 些 国 家 不 负 责 任 的 态 度 加 以 道

德上的谴责 , 但这无助于在气候变化问题

上达成有效的国际合作 , 将气候变化问题

完全道德化 , 反而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对

立和冲突。所以 , 应对分歧、争取合作的第

一步 , 应当是具体分析各国态度不同的原

因 , 方有可能找到实现国际合作的途径。

回首 2007: 气候改变政治?
邢 悦/文

充满环保气氛的巴厘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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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 盟 之 所 以 对 全 球 温 室 气 体 减 排 采

取 积 极 主 动 的 姿 态 , 原 因 大 概 有 以 下 几

点。第一 , 气候变化对欧洲的影响比较大。

第二 , 欧洲是当前世界上环保观念最强的

地区 , 环保型政党 ( 如绿党 ) 对欧盟的政策

有较强的影响。第三 , 温室气体减排成本

极低 , 根据欧洲气候变化计划的结论 , 欧

盟实现承诺的总成本为 37 亿欧元 , 相当

于 2010 年 GDP 的 0.06%, 对经济的负面

影响非常小。第四 , 欧盟减排技术的优势

可能转化为技术壁垒和经济效益。第五 ,

欧 盟 一 直 对 高 环 境 标 准 给 其 商 品 出 口 竞

争力造成的消极影响颇为不满 , 希望通过

对其内部现行生态标准的扩散 , 降低其主

要竞争对手的生态竞争优势。

与 此 形 成 鲜 明 对 照 的 是 以 美 国 为 首

的伞形集团。因诞生一代名著《寂静的春

天 》 而 被 视 为 全 球 环 保 运 动 发 源 地 的 美

国 , 当然不会不知道人与自然需要和谐共

处的道理 , 美国政府在此问题上的保守态

度更多还是由其“国情”决定的。第一 , 美

国地域广阔 , 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不及欧

洲。第二 , 美国减排温室气体的成本远高

于欧盟。如果美国认同《京都议定书》规定

的 7%减排目标 , 那么美国实际减排幅度

应 达 到 37%, 经 济 成 本 代 价 非 常 高 , 会 削

弱美国的经济竞争力。第三 , 布什政府背

后 的 利 益 集 团 有 石 油 企 业 和 美 国 中 西 部

农业。如接受强制性减排指标和充当“全

球环保领导”, 都会伤及这两个共和党传

统票仓的利益。

少 数 贫 困 落 后 的 非 洲 国 家 之 所 以 在

谈判中愿意妥协 , 是因为它们温室气体排

放量极低 , 同时渴求资金和技术援助。而

石 油 输 出 国 组 织 则 担 心 全 球 减 排 会 影 响

到国际石油市场 , 希望在实现经济多样性

后再考虑减排问题。以中、印、巴为代表的

多 数 发 展 中 国 家 在 妥 协 和 对 抗 中 采 取 中

庸 政 策 , 主 要 是 基 于 本 身 经 济 利 益 的 考

虑———发 展 中 国 家 如 果 像 发 达 国 家 那 样

硬 性 减 排 , 必 然 损 害 尚 未 成 熟 的 国 民 经

济 , 不 仅 贫 困 人 口 不 能 脱 贫 , 已 脱 贫 的 人

口可能还要返贫。

小 岛 屿 国 家 和 其 它 发 展 中 国 家 态 度

不太一样 , 因为它们是气候变化的直接和

最大受害者。专家预测 , 未来 100 年地球

气温还可能上升 1.4℃～5.8℃, 海面高度则

相应上升 80 厘米左右 , 个别岛国不到那

时候 , 就已经被淹没在海水之中了。联合

国秘书长潘基文说 , 如果巴厘岛谈判无果

而终 , “后果很严重”。而对于这些小岛国

来说 , 后果已经很严重。

各取所需是合作之基

既然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有如此

之多的分歧, 为何 2007 年的这场政治博弈

还会以“巴厘岛路线图”如此漂亮的句号结

尾呢? 很多人认为, 关键是因为美国在国际

压力下作出了妥协。但是, 这个解释实在是

太乐观了。美国毕竟是当今唯一的超级大

国, 哪会轻易迎合大多数国家的意愿? 国际

压力真能奏效, 布什政府岂敢退出《京都议

定书》? 从实际情况看 , 各国在应对气候变

化问题上的合作基础 , 不是因为美国态度

的变化, 而是因为各个集团都从“巴厘岛路

线图”中获得了自己想要的好处。

美国之所以接受“巴厘岛路线图”, 原

因之一是其他国家已经作出巨大让步 , 既

没有硬性规定减排的具体数字 , 又没有详

细阐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的计划 , 从

而大大减轻了美国的责任。原因之二是通

过数年的拖延 , 美国可能已经积攒了足以

在环保市场上占据优势的技术资本。最近

几年 , 布什政府一边在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问题上拖后腿 , 另一边却为发展环保高科

技产业投入了大量政府补贴。看来 , 美国

可 能 已 有 信 心 在 减 排 市 场 上 和 欧 盟 一 较

长短了。

欧 盟 在 “巴 厘 岛 路 线 图 ”上 同 样 收 获

颇丰。首先是 IPCC 报告的权威性得到国

际承认 , 这意味着欧盟提出的减排指标具

备了坚强的科学依据。其次是将美国这个

全 球 最 大 的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国 拉 进 了 其 主

导的国际协议之中 ,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

束美国的行为 , 同时又凸显了欧盟应对气

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地位。

虽 然 发 展 中 国 家 没 有 得 到 发 达 国 家

关 于 技 术 、资 金 等 支 持 的 具 体 承 诺 , 但 发

展中国家也顶住了发达国家的压力 , 没有

承担确定的减排数字。更重要的是 , “巴厘

岛路线图”承认经济社会发展和消除贫困

仍是发展中国家 “首要的和压倒一切”的

优先解决问题 , 这使得发展中国家不至于

因噎废食 , 在认可全球减排的同时捍卫了

经济发展的合法性。

可以说 , “巴厘岛路线图”是一个多赢

的 结 果 , 是 一 次 公 平 的 多 方 妥 协 , 保 证 人

类 有 机 会 在 应 对 气 侯 变 化 问 题 上 采 取 共

同行动。

各尽所能是合作之道

不过, “巴厘岛路线图”并不等同于应

对气候变化的康庄大道。因为再漂亮再完

美的协议, 如果落实不好照旧是一纸空文。

《京都议定书》通过的这十年来 , 真正能够

履行责任的国家寥寥无几 , 除了法国、德

国、英国和瑞典等少数国家努力减排之外 ,

印度、加拿大、爱尔兰、西班牙等大多数国

家不仅难以兑现最初的诺言 , 反而执行得

专 题

八国峰会前 , 绿色和平组织成员抗议美国的环保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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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差, 一些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更是远

远地落在后面。面对经费的紧张、原油价格

的上涨和各国执行政策的不力 , 再好的合

作协议也有可能成为水中月镜中花。在应

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实现国际合作 , 不能把

希望放在一两个国家身上 , 而需要各国各

尽所能, 完成自己力所能及的任务。

对发达国家来说 , 应该正视自己的历

史责任和当前人均排放水平仍然居高的现

实, 制定更加长远和更加严格的目标 , 持续

不断地进行减排, 带头节约和合理利用能

源。同时, 发达国家还应该帮助发展中国家

更快更好地发展。而有些发达国家已经开

始行动。据人民网 2008 年 1 月 6 日报道 ,

日本政府准备向包括中、印在内的 41 个发

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暖的活动进行资金援

助, 帮助这些国家建设节能项目和制定环

保行动纲领。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 最重要的是转

变发展的道路。发达国家一直在对发展中

国家施加“减排”压力 , 使得一些发展中国

家产生受害情结。有人甚至认为 , 全球变

暖 是 发 达 国 家 抑 制 “后 发 ”国 家 发 展 势 头

的阴谋。结果 , “先发展后治理”的观点在

一些发展中国家很有市场。

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 , 发展

中国家的发展权利也不能被无理地剥夺 ,

这没有错。问题是 , 发达国家对于气候造

成的负面影响是无法逆转的 , 这并不意味

着“后发”国家也要重走同样错误的道路。

况 且 , 发 展 中 国 家 转 变 发 展 道 路 , 在 发 展

经 济 的 同 时 避 免 给 气 候 变 化 带 来 负 面 影

响 , 实 际 上 是 对 自 己 负 责 , 而 不 是 对 发 达

国家卑躬屈膝。因为在面对全球变暖带来

的 灾 害 时 , 发 展 中 国 家 比 发 达 国 家 更 脆

弱 , 更经不起折腾。

2007 年上半年 , 英美科学家公布的一

份 有 关 全 球 变 暖 将 引 发 海 平 面 上 升 的 研

究报告指出 , 如果人们不对温室气体排放

进行有效控制的话 , 到 2050 年 , 全球平均

气温将上升 2 度。该报告称 , 除中国外 , 印

度、孟加拉国、越南、印尼也位于受气候变

化和海平面上升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列。

荷兰、丹麦等发达国家可通过高投入的沿

海工程阻止海平面上升 , 而沿海的发展中

国家只能通过改变人口走向来回避危机。

因 此 , 即 便 只 是 为 了 自 己 未 来 的 生 存 着

想 , 发展中国家也必须走出另外一条可持

续发展的道路。

中国作用至关重要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政治博弈中 ,

中 国 无 疑 是 发 展 中 国 家 阵 营 里 倍 受 关 注

的一员。由于经济持续高增长 , 中国将很

快成为温室气体世界排放大国 , 并因此面

临着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然而 , 危机也

是转机 , 压力可成动力 , 挑战带来机遇。中

国 完 全 可 能 在 这 一 问 题 上 扮 演 负 责 任 大

国的角色 , 发挥出大多数国家难以企及的

独特作用。具体而言 , 中国既应当成为国

际合作的协调者 , 又应当成为转变发展道

路的榜样。

有学者认为 , 中国应该当仁不让地拿

出 道 德 勇 气 和 决 心 , “去 带 头 挑 战 美 国 政

府坑害全人类的恶劣态度”。这种说法看

起来大义凛然 , 但实质上将美国排斥在减

排 工 作 之 外 , 却 不 是 明 智 之 举 , 更 非 中 国

能力所及。反观今日围绕气候变化议题进

行的政治博弈 , 基于中国乃是目前最具潜

力 的 发 展 中 大 国 , 上 可 以 和 发 达 国 家 沟

通 , 下 可 以 和 发 展 中 国 家 交 流 , 那 为 何 不

充当二者之间的黏合剂 , 以推动全球形成

合作共识和实践呢?

相对而言 , 转变发展

道 路 对 中 国 来 说 可 能 是

更为严峻的挑战。从整体

上说 , 中国已经开始重视

和处理气候变化问题 , 但

节 能 减 排 的 现 状 还 不 能

令人乐观。

一方面 , 中国已经把

对 气 候 变 化 问 题 的 重 视

程度 , 悄然提升到了最高

层面上。2007 年 6 月和 9 月 , 在参加八国

集 团 与 五 国 领 导 人 峰 会 以 及 亚 太 经 合 组

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 , 胡锦涛主席均把

气候变化作为主要演讲内容 , 重点阐述了

中 国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的 原 则 立 场 和 有 关 成

就。2007 年 10 月 15 日 , 胡锦涛总书记更

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强应

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 , 为保护全球气候作

出新贡献”。2007 年 5 月《中国应对气候变

化 国 家 方 案 》出 台 , 成 为 全 世 界 发 展 中 国

家第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不久

前 , 中国决策层更是将节能减排等要求纳

入 官 员 考 核 体 系 , 并 实 行 “一 票 否 决 ”, 还

将相关数据统计权上收中央。

但另一方面 , 实现政府预定的节能减

排目标还需要更多努力。国家环保总局环

境 与 经 济 政 策 研 究 中 心 学 术 委 员 会 主 任

胡涛日前承认 , 2007 年节能减排没有实现

预期目标。国内有媒体评价道 , 如果不采

取果断措施 , “十一五”期间的节能目标可

能也很难实现。更让人担心的是 , 对于节

能减排这种惠及子孙万代的大事 , 内地公

众普遍都比较默然 , 相关宣传和推广工作

并不到位。

因此 , 在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方面 ,

中国仍有更长的路要走。这是对“中国特

色 ”的 考 验 , 也 是 对 中 国 未 来 大 国 地 位 的

考验。从某种程度上说 , 中国转变发展道

路的成败 , 将对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挑

战的政治博弈 , 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 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

专 题

2007年 9 月 24 日 , 联合国气候变化问题高级别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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