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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中国

———中美欧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行为研究之三
蒋琛娴1　武　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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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使得全球气候变暖�给各国的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带来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
各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合作框架下进行了艰苦的谈判�以求联合起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威胁。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
其节能减排的立场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一方面�中国需要立足国内�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低碳经济的道路减少温室气体
的排放；另一方面�中国需要积极谨慎的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通过与各国的合作争取获得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资金技术支持。
这不仅有利于促进世界减排事业的发展�也是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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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日益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其能源需求随着经济
的飞速发展而快速增长�国际能源机构（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表示�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
耗国。来自国际能源机构的临时数据显示�十年内中国的能
源消耗量已经翻倍。2009年�中国消耗的能量比美国多4％。
随着能源的消耗量日益增大�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将不可
避免的上升。因而在全球节能减排方面�中国的态度和立场
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同时�中国近年来不断受到极
端气候的影响�逐渐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把保护环境、
促进可持续发展提高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为了维护自身的
国家利益�争取更大的经济发展空间和更多的国际资金和技
术支持�以及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中国积极而谨慎的
参与了国际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合作。在2000年哥本哈根
气候大会上�温家宝总理承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将
在气候问题上为世界做出贡献。走低碳经济的道路�减少中
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不仅是有助于推动世界节能减排事业
的发展�扩大中国外交的回旋余地�也是中国自身转变发展方
式�调整经济结构的需要。

根据国际关系利益理论：“利益关系是国际关系中影响各
个国家对外行为的根本要素�任何一个国家制定自己对外政
策的首要依据�都是其国家利益。”世界各国围绕环境问题�为
了寻求自身的经济政治利益进行着激烈的博弈�从中国方面
看�要进行节能减排首先需要立足于国内�通过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走低碳经济之路来实现减排；但是�中国
在节能减排上技术落后�资金不足�需要寻求国际合作�以获

取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支持。中国在世界环境治理谈判中的立
场是坚持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京都议定书》的框
架下进行国际合作�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一方面�发达
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对世界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应为全
球气候变暖负主要责任。而发展中国家是全球气候变暖的受
害者�并且发展中国家正处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当前的主
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因此�发展中国家应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
对全球环境变化负相应的责任�发达国家应对发展中国家的
节能减排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而这一立场是符合中国的国
家利益的。

但是�在环境治理领域中�发达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也应
承担起全球减排的义务�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给
予其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这一问题上却很不积极�这是中
国在与发达国家进行气候变化治理谈判中的主要矛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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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将重点介绍中国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上对世界
环境治理所做出的努力�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大力进行节
能减排的原因：全球气候变化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持续增
加；走低碳化道路�在新的世界科技革命中抢占先机�提高中
国经济在世界的竞争力；以及维护国家利益�提升国际形象。

中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时
期�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其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在迅速
增长�目前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
国。单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
中国积极参与环境问题的国际合作�对全球环境治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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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的意义�中国的减排态度备受世界瞩目。中国作为一
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对气候变化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也做
出了一系列的努力�为缓和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主
要表现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上：

在国际层次上�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威胁的
谈判�力图促成环境方面国际协议的达成�在有关环境治理领
域的国际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在联合国框架下与世界各
国开展环境问题的双边或多边国际合作。中国积极参加成立
于1973年1月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一直是环境规划署理事
会成员�2003年9月�环境规划署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长期
以来�中国与环境规划署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国于
1992年成立了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这是中国政府在
环境领域的高级国际咨询机构�其主要职责是针对中国环境
发展领域中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并进行项目
示范。2008年11月�第五届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在北
京召开�有关中外方委员、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专家学
者等20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听取了中外专家关于环境与发
展领域的政策报告�并讨论通过了给中国政府的相关政策建
议。“中国科学家在世界气象组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地球观测组织、地球系统科学联盟、国际科学联合会等国
际组织以及世界气候研究计划、世界天气研究计划等国际科
学计划中都担任了重要职务�并积极参与了世界气候研究计
划、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全球环境变化人类因素计划、国
际生物多样性计划等多项重大科学计划的实施�”为全球环境
治理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国内层次上�中国成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构�
采取了一系列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和措施。具体的政
策与行动有：1∙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努力
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经济发展方式；2∙积
极发展循环经济�促进温室气体减排。自2008年8月《循环
经济促进法》实施以来�中国回收利用废钢7200万吨�再生有
色金属产量520万吨�回收塑料1600万多吨�居世界第一位；
3∙大力节约能源、提高能源使用效率；2008年�中国主要高能
耗行业单位能耗持续下降�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07年
降低4∙50％�2009年上半年比2008年上半年降低3∙35％�降
幅同比提高0∙47个百分点；4∙发展低碳能源、优化能源结构；
2008年以来�中国公布了《风力发电设备产业化专项资金管理
暂行办法》、《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城市示范实施方案》等财税
激励政策�大大推动了我国可再生能源的迅速发展。5∙减少
农业温室气体排放；6∙推动植树种草�增强碳汇能力；7∙加大
新技术研发推广力度�科学应对气候变化。与此同时�中国逐
渐加大了在环境问题方面的投资力度。2009年�中国环境保
护支出1151∙8亿元�完成了预算的93∙1％�推动节能减排支
出567∙47亿元。2010年�中国环境保护支出将达1412∙88亿
元�增加261∙08亿元�比去年增长22∙7％。中国将安排833
亿元用于节能减排�用于促进开发低碳技术�推进重大减排工
程；安排109亿元�支持实施金太阳工程等�推动发展可再生
能源。

中国在应对环境变化威胁方面所作的一系列努力主要是

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全球气候变化对中国所带来
的负面影响在持续加剧�这主要体现在农牧业、森林与自然生
态系统、水资源和海岸带等。农业生产不稳定性增加�局部干
旱高温危害严重�草原产量和质量下降�气象灾害造成的农牧
业损失增大；未来气候变化将使生态系统脆弱性进一步增加�

生物多样性将进一步减少；近20年来黄河、淮河水资源总量
明显减少�极端气候现象增多；近30来�中国海平面上升趋势
加剧�引发了海水入侵�土壤盐渍化等危害。

其次�中国要想获得可持续发展�必须转变经济增展方
式�走低碳经济化道路。西方国家在工业化道路上先污染�后
治理的经验导致了今天全球气候的变暖�使人类面临灾难性
的后果。因此�中国不能走西方国家的老路�进一步加深对地
球环境的危害�而应该彻底转变过去高污染、高能耗的经济发
展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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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如此�才能够缓解中国日益紧缺的资源、日益
恶化的环境与高速发展的经济之间所存在的尖锐矛盾�同时
在下一次工业革命过程中抢占先机�获得突破性发展。

再次�这是中国树立自身负责任大国国际形象�增强自身
国际地位�寻求更多的国际支援的需要。中国在《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协议》暨《京都议定书》进程中�一直积极的参与谈
判�提出了具有极大诚意的减排目标�为使后京都进程的谈判
达成协议积极斡旋�提高了自身的国际形象�为世界减排事业
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中国必须在参与谈判的过程中�才能为
自身赢得有利的减排时间表�以免发达国家绕开中国�达成对
中国不利的协议。此外�中国的节能减排技术还相当落后�所
需投入的资金不足�还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寻求西方发达国家
对中国提供一定的技术资金支持。

我国学者张历历把环境与人类之间的矛盾看作21世纪
初世界的三大主要矛盾之一�把环境问题和发达国家与发展
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单极化和多极化之间的矛盾相提并论�并
认为第一个矛盾是比后两个矛盾更加深刻而广泛的矛盾�如
不能好好解决�“将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因此�全球环
境治理问题将日益成为国际政治领域的重要议题�这也是国
际政治领域高级政治向低级政治转变的典型内容之一�未来
各国围绕环境问题所进行的斗争与博弈将会日益激烈。为了
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需要更加积极的参与全球气候变
化治理合作；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必须立足于国内�通过一
系列有力的政策和措施�通过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加大对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研发的投入�走低碳发展之路�彻底转变
我国目前高能耗的经济现状�通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使用新
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来减缓和降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

放�彻底改变我国在全球环境治理领域所面临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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