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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中美欧既是最引人关注的责任方, 也是重要的利益攸关

方,还是全球治理制度的关键建设者,这些构成了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基本要素。随着全球气候变化

谈判的不断推进,中美欧三边关系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演变,分别表现出欧美合作高于中美和中欧合

作、中欧合作超过欧美和中美合作、/浪漫三角共处 0、美中联手使欧盟被边缘化等不同关系形态,

并揭示出其总体的合作性、局部具体问题上的竞争性以及动态变化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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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变化问题是当今最为重大的全球性问题

之一。在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主体中, 中美欧

三方的立场及其相互关系尤为引人瞩目。本文主要

探讨中美欧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与冲突及其对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影响。

中美欧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复杂关系

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中美欧三边关系主要是指中

美欧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问题上, 其政策立场相互

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构成这种三边关系的

基本要素主要有三个。其一,中美欧皆是全球气候

变化问题上最引人关注的责任方。中美欧三国均为

主要温室气体排放者, 其中美国是历史的和现实的

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据世界资源研究所

(WRI)统计,美国自 1850年以来的温室气体累积排

放量占全球累积排放总量的比重居世界第一位。
¹

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 2009年 12月发布的报告称,

美国 2008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达 70. 526亿吨二氧化

碳当量,其中二氧化碳排放量为 58. 39亿吨。该报

告预计,美国到 2030年排放的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

碳将达 62. 07亿吨, 届时仍将是世界上温室气体排

放最多的国家之一。
º
欧盟成员国也是全球温室气

体的主要排放源,它们自 1850年以来的累积排放量

居全球第二。
»
2008年欧盟 27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

量达到 49. 712亿吨, 居世界第三。
¼
尽管欧盟近年

不断加大减排力度,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占世界总

量的比重趋于下降,但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仍将位居

世界前列。中国自 1850年以来的温室气体累积排

放量占全球总量的比重远远小于美欧,但从现实和

未来的排放趋势看, 中国的排放量引人关注。根据

国际能源机构数据,中国在 2007年排放的二氧化碳

约 60亿吨,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 21%, 已成

为世界上排放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最多的国

家。
½
该机构发布的 52009年世界能源展望 6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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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W orld R esources Ins titu te, h ttp: / / cait. w r.i org/ cait. php?

page= com pcoun. (上网时间: 2009年 10月 2日 )

º U. S. E nergy In form ation Adm in istrat ion, / Em iss ions of

Greenhouse Gases Report0, http: / /www. eia. doe. gov /oiaf /1605 /ggrpt /

index. h tm .l (上网时间: 2010年 4月 9日 )

» W orld R esources Ins titu te, h ttp: / / cait. w r.i org/ cait. php?

page= com pcoun. (上网时间: 2009年 10月 2日 )
¼ European Environm ent Agency, / Greenhou se gas em ission

trend s and project ion s in Europe 20090, http: / /www. eea. europa. eu /

pub lications /eea_ report_2009_9. (上网时间: 2010年 4月 9日 )

½ IEA Statistics, CO 2 Em ission s from fuel Com bu stion, H igh2
l igh ts, 2009 E d it ion. h ttp: / /www. iea. org/ co2h igh ligh ts / co2h igh lights.

pd f(上网时间: 2009年 11月 29日 )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

主任解振华 2008年 10月公开表示中国与美国的排放总量大体上相

当,参见:童海华、冯洁: /解振华: 中美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大体相

当 0, 5中国经济导报 6, 2008年 10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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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30年,在全球新增的 110亿吨与能源相关的二

氧化碳排放中, 3 /4将来自中国。¹

其二, 中美欧是气候变化问题三个重要的利益

攸关方,这决定了中美欧三边关系是一种合作与竞

争并存的关系。一方面, 中美欧在气候变化问题上

具有强烈的合作动机, 能够从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问

题的过程中共同受益。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包括中

美欧在内的所有国家都面临的公共问题, 应对该问

题带来的不利影响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同时,气

候变化问题复杂且涉及面广,使得任何国家都不可

能单独解决该问题。只有包括中美欧在内的各国进

行合作才可能减缓或者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

响。另一方面,中美欧在如何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

又存在着竞争,这种竞争的核心是中美欧作为关键

的治理主体在国际上如何公平地分摊应对气候变化

的责任和义务,竞争的表现是三方在治理原则和规

则上存在着重大分歧, 竞争的实质是各国对国家发

展空间和发展权的争夺, 竞争的影响则涉及到国际

体系权力格局的流变。因此,中美欧任何一方对其

他方的气候变化政策、谈判立场和温室气体排放行

为都非常关注,由此产生了某种相互依赖。

其三, 中美欧是全球气候变化控制制度的三个

关键建设者。中美欧都对气候变化治理进程和内容

具有较大影响。美国凭借其超强政治经济实力,试

图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多边行动和单边行动之间

进行灵活选择。当它认为本国利益有可能受到多边

机制威胁时,就可能置身于这种多边进程之外º,转

而运用单边主义手段,甚至行使否决权,充当国际气

候合作的阻碍者。» 因此, 美国既可能推动和领导

国际气候合作,也可能阻碍和拖延这个进程,并影响

到其他国家的行为。欧盟是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另一

个关键角色。冷战结束之后,应对包括气候变化问

题在内的一系列全球挑战成为欧盟对外政策的一个

重要方面。¼ 在此背景下, 欧盟高度关注气候变化

问题,积极参与全球气候谈判进程。在欧盟看来,许

多重大的环境问题都是国际性的, 只有通过多边途

径才能有效应对。½ 事实上, 欧盟自 20世纪 90年

代以来一直是全球气候谈判进程的重要议程设置者

和推动力量。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体系中积极

而谨慎的参与者。中国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参加

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气候变化会议,对国际气候

谈判采取了非常开放的态度, 积极与国际社会进行

对话和沟通。但同时,中国的参与又是非常谨慎的,

它反映了并影响着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和政策。

可以说,中美欧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体系中居于大

致相仿的地位和层级上。

综上所述, 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中美欧三边关系

是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大背景下, 发生在三个主

要的气候责任方、利益攸关者和制度建设者之间的

一种多边关系。

中美欧关系围绕气候变化问题的变化

中美欧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三边关系随着全球

气候变化谈判进程不断变化, 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

表现形态,并可具体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京都进程初期,中美欧三方在气候

变化问题上总体有合作, 但欧美合作程度要高于中

美和中欧合作。中美欧都参与了此期间的全球气候

谈判, 5京都议定书 6的达成意味着中美欧之间存在

着大多边层次的合作框架, 三方实现了总体合作关

系。欧美之间虽然存在分歧, 但它们的关系要比中

美、中欧关系更加紧密。欧美分歧体现在发达国家

减排温室气体的范围、目标和时间表问题上。欧盟

主张到 2010年把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这三种

温室气体的排放水平削减到比 1990年排放水平低

15% ;美国则主张从 2008年到 2012年,削减六种温

室气体,并降低减排指标, 还要求在议定书中规定

/排放贸易 0和 /联合履约0内容。欧美之间的这些

分歧并不影响它们在以下两个问题上立场一致: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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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eber ed. , Eag le Adrif t: Am erican Foreign Policy at th e end of th eC en2
tury, N ew Y ork: Longm an, 1997, p. 149.

Ivo H. Daald er, / Are the Un ited States and E urop e H eading

for D ivorce? 0 In terna tional Affa irs, Vo.l 77, No. 3, p. 560.

Ivo H. Daald er, / Are the Un ited States and E urop e H eading

for D ivorce? 0 In terna tional Affa irs, Vo.l 77, No. 3, p. 561.



是出于减排成本、效率考虑, 提出运用 /排放贸易0、

/联合履约0等灵活机制;二是主张 /主要的 0发展中

国家自愿承诺减排义务, 并启动新一轮谈判以规定

发展中国家参与 /限制排放 0。在这个阶段, 中国采

取了 / 77国集团 +中国0的模式参与谈判,但由于中

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中

国受到美欧的 /格外关注 0。因此, 在 1997年京都

会议上美国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施压时,中国

和印度成为重点施压对象。美国政府、参众两院代

表团和大会主席多次分别约见中、印代表,要求中国

和印度接受减排相关条款。欧盟虽未挑头, 但也配

合了美国的行动。¹ 中国对美欧等发达国家的意图

进行了抵制,因为这威胁到中国能源和经济发展的

根本利益。中国主张严格按照 /柏林授权 0, 反对为

发展中国家规定新义务, 阻止启动 /后京都进程 0,

阻止 /自愿承诺0条款。中国还提出 /中国在达到中

等发达国家水平之前, 不可能承担减排温室气体的

义务;中国在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之后,将仔细研

究承担减排义务。在此之前,中国政府将根据自己

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努力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增长

率 0º。此外, 中国反对在议定书中确立 /排放贸易 0

制度。中国还与印度进行密切磋商与合作, 两国决

定在 /自愿承诺 0、/排放贸易0及 /后京都进程 0三

个问题上不让步, 但在 /联合履约 0和 /清洁发展机

制 0上照顾了发达国家的要求,从而挫败了美、日等

国转嫁责任的企图。»

第二阶段,在京都进程期间,中美欧在维持总体

合作关系的同时,中欧的合作水平得到提升,超过了

美欧和中美, 美国与中、欧的分歧明显。京都会议

后,美国和欧盟在如何以现有森林和植被吸收二氧

化碳的能力来抵消缔约国的实际排放量问题上的分

歧凸显,导致了5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6第六次

缔约方会议无果而终。美国在国际谈判中目标落空

再加上国内政治因素, 导致小布什政府于 2001年 3

月宣布美退出已经签署的 5京都议定书 6。欧盟和

中国都对此表示了反对和抗议。美国的单边行为客

观上推动了欧盟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相互

进一步接近。随着欧盟、中国等国家批准 5京都议

定书6,该议定书于 2005年 2月正式生效。这样,中

美欧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三边关系总体特征没有发

生根本变化 (中美欧作为 5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6的缔约国在大多边层次上合作的制度基础仍然

存在 ) ,但中欧的合作程度迅速提高, 美国则处于与

欧盟和中国都有明显竞争的态势。在此阶段, 中国

与欧盟建立了气候变化伙伴关系, 双方强调后京都

进程的国际合作必须在联合国多边框架下进行, 应

该以 5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6和 5京都议定书 6

所确立的目标、原则和合作模式等作为法律基础。

在具体谈判议题上,中国和欧盟都主张发达国家在

后京都进程应该继续承担量化减排指标,该共同立

场在 2007年 12月巴厘岛会议上也得到了体现。此

外,中国和欧盟都主张后京都进程的国际气候变化

治理应坚持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0原则。¼ 美国退

出5京都议定书 6意味其不认同该议定书的法律基

础地位,这构成了中、欧与美国之间的最大分歧。欧

盟和中国对美国在退出 5议定书 6之后发起的游离

于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之外的合作机制均表示了反

对。美国与中、欧之间在这方面的分歧一直持续到

巴厘岛会议之后。½ 总之,在这个阶段,美国处于相

对孤立的境地,而美欧分歧的加剧在一定程度上提

升了中国在三边关系中的地位。

第三阶段,巴厘岛会议之后哥本哈根会议之前,

中美欧三边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 出现了双边层次

上的 /浪漫三角共处 0关系和大多边层次上的美欧

共同与中国竞争的态势。从双边层次看,中美欧之

间的三对双边关系总体上都实现了合作,且中国与

美国、中国与欧盟的合作水平相当。其中,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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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获得了新的合作动力。这种势头

在小布什政府执政后期就已显现, 在奥巴马政府执

政后得到强化。奥巴马就职后明确表示, 希望显著

推进中美在气候变化和环境方面的合作。中国方面

也注意到美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趋于积

极,并认为中美双方加强对话与合作有利于两国关

系的发展以及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与行

动。在此背景下,美国派出了政府官员密集访问中

国: 2009年 2月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华、5月众

议院议长南希 #佩洛西访华、6月总统气候变化问

题特使托德 #斯特恩访华、11月奥巴马总统访华。

在此过程中,气候变化问题均被列为中美系列双边

会晤的主要议题。此外,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

国总统奥巴马在北京会谈后发表的 5中美联合声

明 6称, 对于即将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 双方将致力

于达成最终的法律协议。¹ 与此同时, 中美在气候

变化和能源领域的技术合作也得到了加强, 并在具

体合作项目上取得了进展。

在中美气候变化合作有了新发展的同时, 中欧

合作的势头仍在继续和强化。中欧自 2005年确立

气候变化伙伴关系以来, 开展了一系列能源与气候

技术合作项目,双方就制度保障、资金安排、技术合

作等问题不断磋商。º 2009年 11月, 第十二次中欧

领导人会晤后的 5联合声明6称, 双方同意通过加强

协调与合作进一步落实 5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宣言6,

并同意提升气候变化伙伴关系。» 此外, 欧盟也注

重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前与中国协调立场。

2009年 7月 13日,在美国代表团访华后不久, 欧盟

就派出代表团访华, 其目的之一是希望中国能够与

欧盟达成相关共识, 加速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进程。

在 2009年的第十一、十二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中,双

方都表示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可以有很大的合作空

间,愿一道推动哥本哈根会议达成 /全面、公平和具

有雄心的结果0。¼

与此同时, 美欧之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协调

和共识也有所增强。欧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关系

改善迹象出现在小布什政府后期, 而奥巴马上台赋

予了这种关系新的动力。在 2009年 4月的美欧布

拉格峰会上,双方表示拟通过加强在气候变化与能

源方面的合作,推动主要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

家共同参加谈判, 以使哥本哈根会议取得成果。在

2009年 7月意大利拉奎拉八国峰会上, 美国与其他

成员国发表声明表示, 到 2050年,发达国家应将温

室气体总排放量减少 80%, 并愿意和所有国家一道

实现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一半、将全球温度的升幅控

制在 2摄氏度内的目标。 2009年 11月美欧峰会发

表的 5共同声明 6称,双方将为推动在哥本哈根会议

上达成一项 /雄心勃勃和全面的 0国际协定而共同

努力。

然而,在气候变化谈判的全球大多边层次上,美

欧的立场趋同,与中国的分歧加深。欧美虽然在发

达国家承担量化减排目标问题上存在分歧, 但在以

下三个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趋同: 弱化发达国家的

量化减排义务;要求中国承担量化减排义务;在对发

展中国家进行资金和技术转让问题上采取拖延态

度。中国与欧美在上述每个问题上几乎都存在分

歧。在 2008年的曼谷会议上, 欧美一致要求发展中

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承担更多责任,甚至要求发

展中国家作出减排承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对此表

示反对,并要求发达国家提供充分的资金来解决气

候变化问题。在同年 6月的波恩会议上,中国、墨西

哥等国提出的有关资金和技术转让方面的建议并未

得到欧美积极回应。在 8月加纳会议中,欧美等发

达国家提议对发展中国家减排责任采取新的分类,

建议将人均 GDP高的发展中国家列入 5公约6附件

一 (工业化国家 ), 这遭到了 / 77国集团 + 中国 0的

反对; ½而 / 77国集团 +中国 0提出的一项在5公约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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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tm. (上网时间: 2009年 12月 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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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6644. htm. (上网时间: 2009年 12月 3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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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le /ch /2392. (上网时间: 2009年 12月 22日 )



框架下建立一个新融资机制的建议也遭到了欧美等

发达国家的质疑。在 2008年 12月5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 6第 14次缔约方会议暨 5京都议定书 6

第 4次缔约方会议上, 中美欧之间的分歧集中体现

在是否继续坚持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0原则问题

上。以往同意该原则的欧盟出现了背离这种原则的

倾向,如,欧盟针对中国和印度,提出主要发展中国

家要在情景照常的情况下,减排 15% - 30%的温室

气体。美国也同样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应作出减排承

诺的要求。中国在减排问题上面临着来自欧盟和美

国的双重压力。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国际社会举行了

5次谈判, 但在两个关键问题上, 即发达国家的中期

减排目标和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问题, 始终未

取得进展。从中美欧三边关系角度看, 一个重要变

化是欧盟对 5京都议定书 6的立场发生了变化。欧

盟由于确信美国不会回到 5京都议定书 6框架下,因

此在 2009年 10月举行的曼谷谈判会议上提议制定

一个包括5京都议定书 6条款的新的气候变化协议,

在 11月的巴塞罗那谈判会议上仍坚持这种观点,试

图把美国拉入新的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安排, 欧盟的

立场变化无疑破坏了欧中在 5京都议定书 6地位问

题上一度存在的共同立场。

第四阶段,中美欧三边关系在 2009年 12月举

行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出现了戏剧性变化:

会议前期, 美欧强化合作态势, 共同对中国施加压

力,中国与美欧在核心问题上存在分歧;会议末期,

美国与包括中国在内的 /基础四国0联手实现了合

作,而欧盟处在被边缘化境地。

在哥本哈根会议前期阶段, 中欧围绕以下问题

分歧明显。一是中国主张坚持 5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 6和5京都议定书 6双轨谈判, 但欧盟希望哥

本哈根会议能够达成一个比 5京都议定书 6范围更

广泛的综合性法律协议, 并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其

中。¹ 二是中欧对于中国自主承诺的减缓温室气体

排放目标的力度看法不同,中国的目标是到 2020年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年下降

40% - 45%, 但欧盟却认为这个目标 /比较谨慎 0,

/显得不那么雄心勃勃 0。º 三是欧盟提出其到

202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与 1990年的排放量相比

减少 20%,中国首席谈判代表苏伟指出, 欧盟的目

标年均减排仅为 1. 05% ,还不及在5京都议定书6中

其已经承诺的 2008年至 2012年期间年均减排

2. 48%的一半, 这让人感到非常失望。同期, 中美分

歧主要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对于5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 6下的议定书问题观点不同, 美国提出制

定一个不同于 5京都议定书 6的新协议, 中国表示反

对,强调应集中履行公约和议定书的现有义务,并在

/巴厘岛路线图 0下达成一个雄心勃勃的结果。» 二

是对于中国自主提出的国内减排目标,美国认为中

国需要做更多,并强调中国到 2030年二氧化碳预计

排放量将比美国多 60% ¼, 美国还要求中国将减排

承诺纳入国际协议。三是对于美国提出的到 2020

年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比 2005年减少 17%的目

标,中国谈判代表表示 /不理想 0,其他国家则表示

美国的数字还能进一步提高。½ 四是 /透明度 0问

题,这是中美分歧的核心问题。美国要求所有的公

约缔约方应该对温室减排进行常规报告并接受国际

核查, ¾并将核查作为美提供气候援助资金的前提

之一; ¿而中国明确表示:根据 /巴厘行动计划 0的原

则,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排行为, 没有义务接受

/三可 0 (可监督、可报告、可核查 )原则的国际核

查。À 从欧美关系看,双方分歧依旧,如欧盟希望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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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份 /有法律约束力的 0、/包含 5京都议定书 6所

有基本要素的 0协议, 而美国则希望达成一份政治

协议;欧盟对美国承诺的减排目标也不满意,表示要

推动美国向更大的减排目标迈进。但双方在一些关

键问题上保持着共同立场, 都主张制定一个不同于

5京都议定书 6的新协议, 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减排义

务,并在对发展中国家资金和技术援助问题上立场

趋同,而中国在这些问题上与欧美立场分歧明显。¹

到哥本哈根会议后期,在谈判几乎陷入僵局的

情况下,中国总理温家宝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入会

和两次会晤,对会议取得成果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

在第一次双边会晤中, 两国领导人都表示要加强沟

通与协商,共同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成果,双方赞

同大会要尽快达成一项政治协议。º 温家宝还表

示,中国在有关信息的披露方面愿积极开展国际交

流、对话与合作, 而美方对中方愿增加自主减排信息

的透明度表示赞赏。这意味着中美在重要分歧上都

表现出了灵活性。为推动达成协议, 奥巴马主动寻

求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再次会晤。当温家宝与印

度、南非、巴西三国领导人开会协调立场时, 奥巴马

的加入使四国商讨变成了五国商讨。» 经过磋商,

/基础四国 0就协议表述的几个重要问题同美国达

成一致,这为 5哥本哈根协议6 ( Copenhagen A cco rd)

的最终达成奠定了基础。中美之所以能够在哥本哈

根会议上实现合作, 是由于双方都希望会议能够取

得成果,并采取了务实的策略。中国作为新兴发展

中大国,希望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展示负责任大国的

形象,在新一轮气候变化治理规则制定过程中发挥

重要作用。但中国面临着发展经济与控制温室气体

排放的双重任务,因此极力避免新的协议对发展中

国家规定具有约束力的减排义务。从美国来看,奥

巴马希望能打破谈判僵局, 推动哥本哈根会议达成

协议,从而兑现其 /要使美国发挥领导作用 0的承

诺。但迫于国会压力, 美不会在会议上作出进一步

减排和资金援助承诺, 而是更倾向于会议达成政治

性的、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因为奥巴马政

府的新能源政策在 2009年 6月勉强获得众议院通

过,正面临参议院的审核。中美对哥本哈根会议预

期目标的相互接近以及彼此存在的默契, 使双方在

会议末期实现了合作,并各有收益。

在中美互动过程中,欧盟处在被边缘化境地,原

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 欧盟对哥本哈根会议

期望值过高 ) ) ) 希望该次会议能够达成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普遍性的和综合性的新协议,能够使美国和

中国在已宣布的数字目标基础上再宣布更加雄心勃

勃的减排计划,而美国和中国在上述问题上与欧盟

存在分歧。可以说,欧盟对美国和中国的谈判底线

缺乏真正的了解。另一方面, 欧盟对哥本哈根会议

进程和结果能够施加的影响非常有限。欧盟希望通

过率先确立自身减排目标的方式来领引其他国家追

随,但结果表明,欧盟是一厢情愿。在对发展中国家

资金援助问题上, 欧盟之前所树立的道义领导者形

象,也因其把发展中国家区分为较发达国家和最不

发达国家并将资金分配同国家经济实力挂钩而失去

往日风范,并导致中国对欧盟的失望。再加上欧盟

内部在减排目标和提供资金问题上矛盾重重, 分歧

严重,更限制了欧盟发挥领导和协调作用。

结论

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 中美欧三边关系总体上

是一种合作性的多边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中美欧之

间具有较强的合作意愿、广泛的合作内容和坚实的

制度保障。中美欧之间强烈的合作意愿来源于三方

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共同利益以及同时作为主要责任

方、利益攸关者以及制度建设者的事实,合作内容则

主要表现在三方致力于共同推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

进程,建设和完善有效的全球气候变化制度,并形成

和通过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理念、总体原则和规

范。合作保障在于它们之间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

和途径方面存在共识,并形成了一定的制度性安排,

(转第 6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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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治理与相关技术合作。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不

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存在

很大的认知差异和诸多误读与误解。如在发展中国

家,一些分析认为气候变化理论的背后隐藏着发达

国家遏制和阻止发展中国家继续发展的阴谋,也有

分析认为这是一些利益集团为了谋取利益以及一些

科学家为了争取经费制造出来的一个骗局。事实

上,发达国家重视环保主要是出于自身可持续发展

的考虑,这些国家发展到后工业化阶段后,不仅提高

环境质量的要求和愿望十分强烈, 也有较充分的经

济和制度保障。发达国家推动发展中大国减排,在

某种程度上是为了避免发展中国家搭便车, 因而是

国际政治经济与外交博弈的一种表现。如果仅仅将

之归结为某些国家的阴谋, 既不利于气候变化问题

的解决,也不利于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同样,对发达国家来说,理解经济发展阶段与可

持续发展理念的联系,对于缩小认知差异、理解发展

中国家立场也十分必要。世界银行研究认为,尽管

人类在经济增长早期阶段危害了环境,但在后期对

环境应是建设性的。许多国家的环境意识随着国家

经济的增长而明显增强,社会财富增加、技术进步使

得各国环境治理能力显著提高。有分析指出, 当一

国人均收入达到 5000- 8000美元时, 更多资金将进

入环保领域,可持续发展的需求和能力都将大幅度

提高。事实上,原始人类并不曾像我们想像的那样

/与自然和谐共存0,而是以非持续发展方式开发自

然。当今世界许多贫困人口仍在很大程度上实行割

- 烧农业, 用木材做饭和取暖, 猎杀濒危野生动

物。
¹
因此,环境问题从本质上讲也是发展问题, 发

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减排的期望要与其发展阶段和

环境治理能力相适应。 o

(责任编辑:张浩 )

¹ [美 ] S. 弗雷德 # 辛格、丹尼斯# T. 艾沃利著, 林文鹏译:

5全球变暖 ) ) ) 毫无由来的恐慌 6,第 243页。

(接第 20页 )这既包括全球大多边层次上的气候变

化制度,也包括双边层次上的气候合作框架。这些

制度性安排有助于中美欧稳定彼此在气候变化领域

合作的预期,并促进了三方进一步合作。

但这种三边关系又具有明显的竞争性, 这种竞

争性来源于三方对气候变化领域相对收益的关注以

及各自气候变化政策和立场的差异。竞争内容主要

包括三方对于如何公平分摊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和

成本存在分歧。竞争的表现是中美欧在国际气候谈

判过程中围绕着温室气体减排的责任分配、承诺形

式以及资金和技术转让问题,持续不断地进行讨价

还价。竞争的实质则是三方对于国家发展空间和发

展权的争夺。竞争的影响从短期看会拖延全球气候

变化治理的进展,从长期看则涉及国际治理规则制

定权力的分配。

此外, 中美欧在气候变化领域的三边关系还具

有较强的流动性。其中, 经常出现的形态是三方在

保持总体合作的模式下, 美欧联手与中国竞争。但

这种形态并非一成不变, 中美欧之间也一度出现了

其他的关系形态,如中欧合作水平超越中美、美欧的

合作水平,中美联手实现合作并使欧盟处在边缘化

境地,甚至也出现过中国同时被美国和欧盟 /追求 0

的形态。这反映了全球气候变化领域中美欧三边关

系的高度流动性。

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中美欧三边关系已经并将继

续对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产生重要影响。中美欧三边

关系总体合作的特征将保证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继续

推进,而这个三边关系的竞争性特征意味着国际社

会近期很难在发达国家中期减排目标和发展中国家

减排承诺的制度安排上取得实质性进展,而更可能

在 /三可0、资金援助以及技术合作等问题上有所突

破。从长期看,如果三方能够建立有效的对话和协

调机制,在核心问题上实现合作,则这个三边关系可

以推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大多边进程取得长足进

展。如果这个三边关系的竞争性过度凸显, 则全球

气候变化治理进程将受到阻碍。o

(责任编辑:张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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