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体现大国担当1

气候变化的事实和恶劣影响正在逐步呈现在人类面前。在一定时段内，

将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控制在某个适当的水平之内，已成为全球政治共识。国际气

候治理不仅是个特殊的环境议题，也是全人类发展议程在新的全球战略格局下的

延伸: 主题依然是发展，但增加了环境空间这一约束条件。国际气候进程也因此

成为影响全球最深刻、最广泛的多边进程之一。2015年是这一进程的关键节点，

巴黎气候大会将继《京都议定书》后，再次签署一份新的对所有缔约方都有约束

力的后2020国际气候协定。作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参与者，中国正在为全

球目标的实现做出应有的努力。2015年11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巴黎气候大

会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积极传递了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理念和主张：

其一，气候协议要引领人类社会走向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应对气

候变化是一项全球事业，源于全球气候变化的不可逆性以及能源资源的不可再生

性，其本质是实现能源资源的高效利用，降低碳排放，有效控制大气温室气体浓

度上升；同时寻找新的可替代清洁能源，实现经济清洁、绿色、循环发展。共同

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使国际社会联结成为最广泛的命运共同体。各国政

府需要紧密合作，同时调动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积极性，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机制

改革、提高治理效率、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方向和指导。

1 文章已发表于《中国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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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低碳之路不应以经济萧条为代价，而应当与长期繁荣相伴。应对气候

变化要尊重历史责任，同时兼顾各国发展阶段和国情。这就要求必须坚持《公约》

的根本地位不动摇，坚持公约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

自能力原则”。发达国家兑现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承诺，是实现全球气候治

理目标的根本保障。发展中国家的贡献需要符合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和要求。以中

国为例，中国目前正处于依靠要素效率提高和产业结构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阶段，控排是中国的不二选择，但这一目标的实现要充分考虑中国还处于碳密

度最高的后工业社会发展阶段，充分考虑中国低碳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融资

存在巨大瓶颈的现实。

第三，应对气候变化中国责无旁贷。作为G20的重要成员国和77国的重要代表，

中国一直积极主动承担国际责任。一方面，通过G20、金砖合作机制、APEC、中美、

中欧、中法对话等平台，加强与欧美等国在“共区原则”、减缓、适应、资金、

技术、能力建设和透明度等方面的沟通与合作，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另一方

面，以身作则扩大与南方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合作，加大对较不发达国家和岛国的

资金与技术输出力度，并捐助200亿元人民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

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第四，中国有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信心。绿色梦是中国梦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2015年6月，中国向UNFCCC提交了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文件，明确提出2030年

为排放峰值年，并实现到2030年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60%至65%，非化石能源

比重提高到20％左右，于2017年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等“一揽子”计划。中

国国内一系列能源和气候政策也紧锣密鼓的出台，见证了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

化方面从态度到行动的积极变化。“十二五”期间，中国大力推进产业和能源结

构调整，提高能效，发展绿色低碳技术。截止到2014年年底，中国非化石能源占

能源消费的比重达11.2%，基本实现规划中的11.4%的目标；碳排放强度比2010年

累计下降15.8%，已经完成了规划目标（下降17%）的93%。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节能

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2015年新出台的“十三五”规划建议首次把

绿色发展作为重要的五年规划目标。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法草案起草工作也已经启

动并取得积极进展。可以预见，应对气候变化将是中国未来五年的重要内容。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目的是塑造更为公正、合理、开放、透明与包容的

全球治理新秩序，同时服务于国内发展要求。我们相信，2015年的巴黎气候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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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未来国际气候进程的起点。中国，作为一个在治理制度创新领域有着丰富

经验，奉行“言必信，行必果”传统的国家，有愿望也有能力为全球气候治理发

出中国声音，做出中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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