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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美国

———中美欧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行为研究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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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作为非传统政治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美国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虽然在国际气
候变化治理领域扮演了消极参与者的角色�但是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美国重
新积极的参与到了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进程中来�与欧盟展开了对环境问题国际合作领导权的斗争。一方面美国必须走低碳经
济之路�才能彻底摆脱经济危机给美国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美国需要掌握国际气候变化治理领导权来影响国际合作机制
的建立�从而实现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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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正在变暖�给各国的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带来了
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这已经成为整个国际社会的共识。
1997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会议上通
过了《京都议定书》�它对发达国家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做出了
具体的规定�要求在2008－2012年之间把温室气体的减排量
在1990年的基础上降低5∙2％。2007年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
第十三次缔约方会议上制定了巴厘岛路线图�确定启动《京都
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后国际减排的谈判。这一系列关于
全球气候问题的会议和协议表明国际社会真正把气候变化作

为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提上了国际政治议事日程。由此�全
球气候变暖问题不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它对人类社会的
潜在威胁已经使其转变成一个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各
国围绕环境问题所进行的博弈也日渐复杂而激烈。

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是世界上碳排放量最
大的国家。美国在国际气候变化治理问题上的态度关系到国
际环境治理合作能否持续进展并取得成功。因此�对美国对
国内减排的重视程度�美国对国际环境治理合作的态度以及
美国在参与环境方面国际合作的行为进行研究�对世界减排
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文章是作者对全球环境气候变
化治理中的中美欧三方行为的研究之一�旨在通过研究美国
在气候变化领域方面的行为、现在美国对国际环境合作所持
态度和立场�分析美国所持立场的原因并推测美国未来环境
战略的走向。

美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曾是环境治理领域的领袖�可

是到了九十年代后期特别是21世纪初期小布什上台后逐渐
转变成了这一领域的消极参与者。直到现在�美国依旧被国
际社会认为是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达成协议的阻碍。文章
认为�在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美国将逐渐转变其消极应对环
境问题的态度�并将重新与欧洲争夺环境问题全球治理中的
主导权�这从它所制定的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加快能源转
型�提高能源效率的政策措施及其另辟蹊径�绕开《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与《京都议定书》而召开以它主导的国际气
候变化会议上可见一斑。

美国在20世纪70－80年代曾积极推动过多边环境治
理�90年代执政的克林顿政府也曾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对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暨《京都议定书》的达成起到过一
定的作用。但21世纪初上台的小布什政府却以发展中国家
也要承担责任和减排不利于美国经济发展为由退出了《京都
议定书》�逐渐成为了全球环境领域的拖后腿者。小布什政府
在环境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原因有二：一是它不重视环境问题�
认为环境恶化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进而导致严重的生态后果
这一理论还没有得到科学的证明。它所重视的问题主要是美
国传统安全�尤其是在9∙11事件后�美国最为重要的外交议
程主要是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对传统军事、政治的
威胁；二是美国的传统利益集团对减排的诸多阻挠�石油、汽
车和煤炭等行业耗能巨大�行业巨头反对美国进行量化减排。
但是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沉重打击使
得美国不得不重新考虑转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通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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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使用效率�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刺激经济复苏�这就
为美国走向低碳经济之路提供了新的契机。

日益紧缺的资源使得高污染、高耗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可
能一直持续下去。历史发展的进程充分证明了只有走提高能
源使用率�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低碳经济之路�各国才
能获得持续的发展�才能在未来日益残酷的国际竞争中抢占先
机�成为下一次产业革命的先行者�第四次产业革命极有可能
在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发生。奥巴马政府上台
后�开始着手进行其在能源、环境领域的改革�把发展新能源与
走出金融危机和刺激经济复苏挂钩。奥巴马表示�将通过发展
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创建新的能源经济�增加就业�增强美国
产业竞争�为美国经济发展提供长期动力。目前其能源、环境
政策已初步形成框架�该政策的内容和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重点投资清洁能源产业�奥巴马政府希望通过加快发展
和开发清洁煤技术�增加用于清洁能源项目的资金�投资岗位
培训以帮助工人和企业适应清洁能源技术的生产等措施�计划
在未来三年里将太阳能、风能和地能等可再生能源产量增加一
倍�使其占美国电力比例由目前的8％提高到2012年的10％�
到2025年进一步提高到25％。其次�鼓励技术创新�尤其是支
持发展下一代生物燃料�同时积极支持发展节能环保的混合动
力或动力电车；再次�奥巴门表示将推进气候变化应对机制�严
格控制碳排放�计划至2020年把美国的碳排放量减至1990年
的水平�到2050年降至1990年的水平的20％。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美国的能源环境新道路是其经济
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使得美国有条件与欧盟重新展开对全球
环境领域领导权的争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
国�是国际政治许多领域里理所当然的领导者�它一直孜孜不
倦的追求世界霸权�努力扩大自身在世界的影响力。根据国
际关系机制理论�积极参与并主导国际机制的建立�可以使机
制的建立朝着有利于该国的方向进行。使该国在机制的运转
中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美国不可能甘心全球环境治理
领域的领导权被欧盟霸占�它必将重新树立其在这一领域的
领导地位。因此�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承诺将在气候变化议题
上“开启新篇章”�强调美国必须恢复其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
的领导地位�履行其作为气候变化领域领导者的义务。

鉴于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内�欧盟为京都进程做出了
积极的贡献�已然成为了气候变化领域中的领导者这一事实�
美国想要改变此事实并不容易�因而它另辟蹊径�在《联合国
应对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暨《京都议定书》外召开了新的气候
大会�企图走第三条道路�绕开联合国框架�与各国进行气候
变化新条约的协商�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科技支援为
筹码与欧洲争夺在全球环境治理领域中的领导权。美国在宣
布退出《京都议定书》后�曾联合一些国家发起了“氢能经济国
际伙伴计划”�“碳收集领导人论坛”�“甲烷市场化伙伴计划”�
“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新伙伴计划”等气候变化合作机制。上
一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就于2007年9月召开了主要经济体能
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发起了一系列气候变化合作机制�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重塑美国在环境领域的领导者地位�其筹
码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支持。美国有着雄厚的资
金、技术力量�这使得它有能力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获得
发展中国家的支持�重塑其领导者的形象。

在美国与欧盟对全球环境领导权的争夺中�美国需要寻

求中国的支持。美国拥有雄厚的技术和资金资源�这正是中
国所缺乏的。中国的环境与技术相对落后�对先进的环境技
术存在巨大的需求�因此�中国积极参加了美国发起的“亚太
清洁发展和气候新伙伴计划”�认为这一计划着眼于通过技术
合作和转让�以及项目层面的合作来实现温室气体减排�为全
球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奥巴马在2009
年11月访华期间与中国签署了《中美关于加强气候变化、能
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美都把两国在能源、环境方
面的关系提高到两国关系的重要位置。

但是美国要超越欧盟�重新成为环境领域的主导者还面
临诸多的困难和挑战。美国的传统利益集团还在阻碍其减排
努力�走低碳化道路需要耗费大量资金�见效也较慢�奥巴马
的能源、环境新政能否实施还困难重重。同时�欧盟不会甘心
它努力建立起来的环境领导权被美国夺走�因而�美国和欧洲
在全球环境治理领域中领导权争夺中的矛盾在未来一段时间

内还将进一步激化。
全球气候正在变暖�并对世界各国的生产、生活带来严重

危害这一认识已然成为了世界各国政府与人民的共识。因此
发展低碳经济�加速进行经济体制转型�走提高能源使用效
率、发展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的道路�把节约能源与促进国内
经济发展、保护环境、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挂钩是美国必然要
选择的道路。只有走这一条路�美国才能真正实现降低二氧
化碳排放�减缓全球气候变暖的步伐�从根本上实现保护地球
环境、获得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已经完成�它也必须靠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来刺激经
济发展�实现国内经济复苏。奥巴马政府比前任更加重视环
境问题�提出了能源、环境新政策�一旦奥巴马政府的能源、环
境新政得已顺利实施�美国国内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必将大大
的减缓和降低�那样美国就有了在量化减排问题上进行一定
妥协的能力�彼时美国和欧洲可能会联合起来给中国施加压
力�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将会更加严峻�中国的处境将会更
加艰难。但由于美国的传统利益集团力量强大�石油、煤炭、
汽车等高耗能行业对美国政府的影响力极大�这些行业一直
反对美国进行量化减排的承诺�也可能会在不同程度上阻碍
奥巴马的能源、环境新政实施�所以奥巴马的新政要想顺利实
施并发挥作用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网 http：／／baike．baidu．com／view／41423．

htm？fr＝ala0
［2］薄燕．“京都进程”的领导者：为什么是欧盟不是美

国？．国际政治．2009�（01）．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原文
出处：《国际论坛》（京）�2008�（05）1－7．91页．

［3］赵宏图�黄放．奥巴马能源、环境新政分析 ［ J ］．现代国
际关系．2009�（03）：14．

［4］赵宏图�黄放．奥巴马能源、环境新政分析 ［ J ］．现代国
际关系．2009�（03）：15．

［5］薄燕�陈志敏．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中国与欧盟
［J ］．现代国际关系．2009�（02）：49．

［6］薄燕�陈志敏．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中国与欧盟
［J ］．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02）：50．

－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