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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大会的四种前景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赵可金  
 

  “气候变化谈判陷入旷日持久的马拉松会谈，通过一点一滴的谈判为未来达成更大程度的妥

协创造条件。就目前形势估计，此种结果具有更大的可能性。” 
  随着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临近，围绕后《京

都议定书》第二阶段温室气体减排后续方案问题，各国已展开了一波接一波的舆论造势。 
  显然，围绕温室气体减排的哥本哈根大会注定有一场激战，几乎所有国家都无法做到置身其

外。尽管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碳排放属于生存和发展排放，西方国家属于奢侈排放和生活

排放，两者在性质上存在差异，但如果一个国家对碳排放置之不理或者消极对待，最终必然是受

到全球舆论的指责，即便基于国家主权的原则国家之间无可奈何，那些无所不在的非政府组织也

肯定饶不了你，舆论的批评、道义的谴责甚至名目繁多的限制措施将应接不暇。而一旦哥本哈根

大会对碳排放达成明确排放峰值，一国被迫接受了明确的减排指标，那就意味着给该国的发展空

间和发展速度做出了刚性限定，犹如就被施了“紧箍咒”。可见，哥本哈根大会绝不仅仅是关注

全球气候变化的“道义大会”，更是各国竞争发展权份额的“利益大会”，是事关各国通向未来之

道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会。  
  目前来看，围绕温室气体减排问题已经形成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对峙，欧盟、

美国、77国集团加中国三大势力竞逐的格局。各方在重大议题上的立场和姿态渐趋明朗。 
  从两大阵营和三大势力博弈的格局出发，各方在哥本哈根大会上争论的焦点将围绕五个议题

展开： 
  一是关于国际社会温室气体减排的共同愿景和排放峰值，比如未来工业化国家的温室气体减

排额是多少？像中国、印度这样的主要发展中国家应如何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 
  二是所谓减缓排放的问题，特别是关于 2020 年中期减排目标如何确定的问题。在这一问题
上，双方分歧很大。 
  三是适应变化的问题，特别是如何资助发展中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

影响？ 
  四是资金支持问题，特别是国际社会应该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多少资金以及如何管理这笔资

金？ 
  五是技术合作与转让问题。发展中国家可能需要做好论证，争取最需要的详细技术清单，否

则很可能谈不拢。  
  围绕“共同愿景和减缓、适应、资金、技术”问题，哥本哈根大会将可能面临一场激战。特

别是“减缓、适应、资金和技术”被称为关于气候变化的“四架马车”，是大会谈判最为关键的

议题。 
  从目前态势来看，哥本哈根大会可能有四种前景。第一种前景就是无果而终，各方坚持己见

最终谈判破裂。由于气候变化涉及全球所有国家，估计没有国家敢于承担破坏哥本哈根会议的恶

名而沦为全球公敌，且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均已承诺减排指标，如无意外，

无果而终的前景是不可能的，最起码会达成一项原则性的协议。 
  第二种前景是比较乐观的结果，即实现所谓最高方案，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发达国家到

2020年比 1990年整体至少减排 40%的目标能够被接受，同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和
资金上的支持，但是发达国家也会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一些定量要求。此种结果低估了各方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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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深刻性和艰巨性，各方观望情绪仍然非常浓厚，估计不会轻易就实现最理想的目标。 
  第三种前景是乐观的折中，即在 2008 年至 2020 年发达国家整体排放量降低 6%，而发达国
家承诺提供资金技术支持，并对发展中国家提出明确指标要求，开启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全球

气候变化新时代。此种结果没有考虑达成协议后对各国发展空间的约束和国家利益的限制，特别

是各国议会对协议态度的影响，可能略显乐观。 
  第四种前景是悲观的折中，即各方经过十多天的反复相互摸底，初步作出妥协性让步，最终

达成关于到 2020年发达国家整体减排量 6%的指标，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转
让问题以后再谈，对发展中国家减缓行动仅作原则性要求。气候变化谈判像“乌拉圭回合”和“多

哈回合”那样陷入旷日持久的马拉松会谈，通过一点一滴的谈判为未来达成更大程度的妥协创造

条件，哥本哈根大会将是一个“逗号”，而非一个“句号”。就目前形势估计，此种结果具有更大

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