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 气候政治与能源安全是近年来国际政治学界讨论的两个热点议题。气候问题引

发了粮食安全、水安全、生态系统安全乃至人类的生存等诸多问题;能源安全则主要涉及各国的经

济发展和本国居民的生活质量。然而,气候安全与能源安全的关系甚为密切,化石能源的燃烧是气

候变化最为主要和最为直接的原因。气候变化影响能源安全,其影响与含义远远超出了能源安全

的范畴。本期推出的这组文章, 从国际政治与经济关系的视角,分析并讨论了中国在世界气候与能

源格局中所处的位置、中国面临的挑战和可能的战略选择。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

升的宏观背景下,对于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议题,中国不仅需要考虑国内的发展需要, 也要认真对

待国际安全的新挑战。本期推出的这组文章旨在 /抛砖引玉 0,希望能引起学界对气候和能源议题

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同时感谢潘家华教授和薛力博士对这组文章所做的策划、选稿和审读工作。

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治理与

中国的战略选择
*

庄贵阳

  =内容提要 > 气候变化的国际论辩随着国际气候制度的演进过程而不断深入。从气候变化

的科学基础到对经济利益的评估、再到政治意愿的形成, 气候变化博弈背后的经济利益之争和地

缘政治之争构成了国际气候治理的国际大背景。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影响力越来越

大,对国际气候制度的形成、发展和未来走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所持的气候变化立场也

备受国际社会瞩目。作者结合国际气候制度的演进历程概括了中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与调

整过程,分析了中国在气候变化决策过程以及针对中国气候变化立场中 /变 0与 /不变 0的原因。

作者认为,低碳经济发展的道路是中国在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治理过程中的战略选择。

=关键词> 后京都时代; 气候治理;中国;战略选择

=作者简介 > 庄贵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博士。 (北京

100732)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9550( 2008) 08- 0006- 10

 * 本文得到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课题编号: 2007BAC03A07 )

的资助,同时也感谢5世界经济与政治6杂志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中肯

修改意见,当然,文中错漏由作者承担。

  从 5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6的签署到5京都

议定书 6的生效, 再到后京都时代谈判的艰难之路,

中国在国际气候治理过程中的受关注程度以及自身

在国际上的地位都与日俱增。中国所持的气候变化

谈判立场取决于中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程度。

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认识的不断深化以及国

际谈判经验的不断积累, 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

能力也在不断增强。通过分析中国气候变化决策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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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影响因素,本文认为, 在当前阶段, 中国必须以

和平方式拓展发展空间, 以发展低碳经济应对后京

都时代的挑战。

一 后京都时代国际

气候治理面临的挑战

  气候变化是一个典型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伴随

着全球环境保护的制度化趋势, 建立公平有效的国

际气候治理机制已成为当今世界政治的主要议程之

一。如果从 1990年5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6谈

判算起,迄今为止,国际气候制度的演进大约经历了

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 从 1990年启动 5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6谈判到 1992年签署该公约,再

到 1994年该公约生效, 这一阶段主要从法律上确立

了国际气候治理 (公约 )的最终目标和一系列基本

原则。第二阶段,从 1995年公约第一次缔约方会议

讨论制定第一个议定书开始,到 1997年京都会议达

成 5京都议定书6,再到 2005年 2月 16日 5京都议

定书6正式生效, 这一阶段首次为附件 I国家 (发达

国家与经济转轨国家 )规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

量减排目标,并引入排放贸易 ( ET ) 、联合履约 ( JI)

和清洁发展机制 ( CDM )三个灵活机制,在防范全球

气候变暖方面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由于 5京都议
定书6所约定的减排目标非常有限, 且目标执行年

限也只到 2012年, 因此需要考虑 5京都议定书 6以

后即 /后京都时代0或 / 2012年以后 0的国际气候协

定。第三阶段,从 2005年 11月后京都时代气候谈

判启动,并在 2007年底达成巴厘路线图 ( Ba liRoad2
map) ,这个过程何时完成还留有很大的悬念。由于

各国利益诉求迥异, 全球协调应对气候变暖还面临

诸多挑战。

(一 )各国利益诉求迥异,难以形成政治共识

由于美国 (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 )拒

绝签署 5京都议定书6,现有的国际组织或国际公约
也难以提供一种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框架

和模式,并且在由谁来提供、怎样提供以及如何分配

收益、承担成本的问题上, 各国利益诉求迥异,国际

气候谈判陷入了一种类似 /囚徒困境0的境地, 应对

气候变化迫切需要新的治理框架和模式。

后京都时代国际制度框架必须公平地反映每个

国家的具体国情,诸如责任、能力和减排潜力。¹ 尽

管各种方案设计均有其理性基础,但协议的达成是

一个通过谈判形成共识的过程。国际气候制度的走

向主要受到科学认知、政治意愿和经济利益三个方

面的综合影响。各方都试图从这三个方面入手, 发

挥自身的影响力,同时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在

妥协中为打破僵局寻求一条可行的解决途径。º 可

以说,任何一方的立场变化或战略调整, 都会对 /后
京都时代 0谈判的走向产生重要的影响。

当前,国际气候政治呈现出群雄纷争、三足鼎立

的基本格局。欧盟、美国和中国的人口数量、经济总

量、能源消费、温室气体排放在全球均占有相当大的

份额,在参与谈判的众多缔约方之中,其地位可谓举

足轻重。欧盟作为气候谈判的发起者,一直是推动

气候变化谈判最重要的政治力量。欧盟一方面担心

全球气候变暖危及欧洲 /冬暖夏凉 0的气候环境; 另

一方面,由于欧盟人口稳中有降、经济成熟而稳定、

技术和管理先进、欧盟能源消费需求也相对饱和,因

而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大力推进气

候变化进程、维持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符合欧

盟的战略利益。以美国为首 (包括日本、加拿大、澳

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等国 )的 /伞形0集团是国际

气候舞台上另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美国地域广

阔,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不及欧洲。虽然美国拥有

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实力,技术和管理水平也很高,但

美国人口增长较快,同时他们不愿意改变其奢侈浪

费的生活方式,因而能源需求和温室气体排放呈现

较快的增长趋势。从 5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6

谈判开始,中国一直以 / 77国集团 +中国0模式与发

展中国家阵营一起参与谈判, 同时, 中国也积极在

/ 77国集团 +中国 0阵营中发挥协调作用, 促进发展

中国家阵营的团结。然而, 在国际资金来源非常有

限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之间为了经济利益而产生

的矛盾和彼此间的竞争不可避免。随着中国快速的

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 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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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迎: 5全球气候变化政治较量升温 6,载5人民日报 6, 2007

年 12月 7日。



快速增长,中国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国际压力。

(二 ) 5京都议定书 6模式与第三条道路的博弈

在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谈判启动艰难,其关键

在于5京都议定书 6模式用之不易, 弃之可惜。作为

妥协的产物, 5京都议定书 6兼顾了各方利益, 具有

可操作性。尽管是总量定式的独木桥, 但有关后京

都时代国际气候制度的设计, 2 /3以上均是京都模

式的延续或对其的修订。¹ 5京都议定书 6业已生

效,公约 /议定书会议 ( COP /MOP)可能珍惜这一来

之不易的进展,将在欧盟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推动

下,经过修正而得到延续。º 欧盟在公约框架之下

积极推进后京都时代的谈判进程, 其实就是延续总

量控制加排放贸易的京都模式。欧盟在 2007年春

季首脑会议上已经明确提出, 2020年要在 1990年

的水平上实现减排 20%的目标, 并在巴厘岛气候变

化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发达国家应在 2020年前将温

室气体排放量较 1990年减少 25% ~ 40%的目标。

美国退出5京都议定书 6后, 没有任何重返京都

机制的迹象。美国出于其国际战略考虑, 不论如何

修订, 只要发展中大国没有参与减排或做出限排承

诺,只要是京都定式, 它均不会重返京都格局。而发

展中大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之中, 它们会

明确反对任何具有约束力的排放限制。发展中大国

和美国、欧盟之间的三方博弈, 微妙地影响着后京都

时代的国际气候进程。

如果要美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后京都时代

的谈判进程,一种选择是回到公约,另行谈判。但回

到公约缔约方会议, 程序复杂、众口难调、交易成本

太高。于是一些国家选择游离于公约框架之外,另

行结盟,走 /第三条道路 0。例如, 美国在联合国气

候变化谈判之外分别发起了 /氢能经济国际伙伴计
划 0、/碳收集领导人论坛 0、/甲烷市场化伙伴计

划 0、/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伙伴计划 0以及 /主要经

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 0等。这些游离在

5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6之外的合作机制, 优点

是简单易行, 决策效率较高; 其弊端是涵盖范围有

限、所确定的义务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其执行完全靠

自觉行动。更严重的是,这种方式抛弃公约、涉嫌单

边主义。因此,对新的气候变化合作机制的探讨,实

际上是对5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6和 5京都议定

书 6的补充和推动,不可能替代5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6和 5京都议定书6。»

(三 )缔约方会议:国际气候治理的最终出路

根据 5京都议定书6的有关规定, 目前的这种格

局将只能维持到 2012年, 全球急需尽快达成一项减

缓全球气候变暖的新协议。第二阶段减排承诺谈判

意味着谈判重点将转向更严格的国际气候制度构

建。

/巴厘路线图0只规定了 2009年前必须完成相

关谈判,并没有就 2012年后的温室气体减排设定责

任。至于 2012年之后各方应承担什么样的减排责

任,则要留待 2008年、2009年分别在波兰和丹麦举

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解决,这为未来的谈判

留下了悬念。¼ 可以预计, 在推动减缓全球气候变

暖、推动建立 2012年后发达国家减限排目标方面,

由于关乎各国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谈判一定会

困难重重,可能会有多次反复。在涉及发展中国家

承担具体义务方面,谈判将会更加激烈。

总而言之, 5京都议定书 6的道路显然艰难, 但

不会被堵死;缔约方会议的航船也会迎风破浪,扬帆

前行; /独立自主 0的 /第三条道路 0有着鲜活的特

点,实际上是对 5京都议定书 6和缔约方会议的补充

和推动,它不仅不会替代前两种选择,反而可能融入

前两种选择,催生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气候一揽子协

定。尽管美国否决了5京都议定书 6模式,但它依然

是公约缔约方。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均是公约缔约

方,如果要争取美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参与,缔约

方会议显然是最佳选择。公约有明确约定的目标、

原则、机制,尽管其程序复杂、众口难调、交易成本极

高,但在此基础上进行谈判,签订新的议定书, 相对

于5京都议定书 6的 /独木桥0来说, 道路会宽阔平坦

许多。因此,后京都时代谈判的结果,很可能是达成

包括减排、适应、技术、发展等多个单项协议的一揽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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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协定,类似于5关贸总协定 6框架内的多项协定的

集成。¹ 不可否认的是, 实现这一目标将要经历非

常曲折的谈判过程, 最终的结果取决于大国 (或集

团 )的强强博弈。

二 气候变化国际论辩与

中国的认识转变

  国际气候制度的走向,主要受到科学认知、政治

意愿和经济利益三个方面的综合影响。关于气候变

化的国际论辩,大致包含科学认知、经济评估和政治

角逐三方面的内容。科学认知、政治意愿和经济利

益并不是彼此独立的, 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政治意愿取决于对经济利益的判断, 而经济利益的

计算需要有坚实的科学基础。º 从总体上看, 1997

年以前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讨论多集中在科学认知层

面。1997年 5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6第三次缔
约方会议达成5京都议定书6后, 气候变化的焦点似

乎集中在经济层面,即温室气体减排的代价有多大,

技术上是否可行。以 5京都议定书6在 2005年 2月

正式生效为转折,气候变化的国际争论逐步转向地

缘政治大国 (或集团 )的博弈。»

自 1990年国际气候变化谈判进程正式启动以

来, 中国一直全程参与。中国在过去一直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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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¼的立场,在国际谈判中赢得了 /强硬路

线者0的头衔。½ 不过近些年来, 中国对 /达到中等

发达国家水平之前 0的时间概念似乎不再坚持。胡
锦涛主席在 2007年八国集团与五个发展中国家领

导人对话会议 ( / G8+ 50)上强调, /发展中国家工

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远未完成,发展经济、改

善民生的任务艰巨。为了实现发展目标, 发展中国

家的能源需求将有所增长,这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

基本条件。因此,在现阶段对发展中国家提出强制

性减排要求是不合适的 0。尽管中国坚持在现阶段
不承担任何量化减排义务, 但中国政府再次强调

/发展中国家也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根据自

身情况采取措施,为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

贡献0。¾

总而言之, 中国的气候变化立场是稳中有

/变0。 /不变 0的是中国坚持在近期不承担量化减

排温室气体义务的立场, /变 0的是中国在国际气候

谈判及相关领域表现出的更加积极、开放、合作的态

度。¿ 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 中国在对待三个

灵活机制尤其是清洁发展机制 ( CDM )方面,由过去

的怀疑态度转变为现在的支持态度。第二, 在资金

和技术方面,中国由过去一味强调发达国家必须向

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转向呼吁建立双赢

的技术推广机制和互利技术合作。第三, 中国从过

去的专注于5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6以及 5京都
议定书6转向对其他形式的国际气候合作机制持开

放的态度。第四,中国不断推进有利于低碳发展的

国内政策。

伴随气候变化研究的进展与气候公约的演进,

中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提高和

深化的过程。À

(一 )注重环境含义

气候公约起源于气候变化的科学问题。以政府

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 IPCC )的科学评价活动为

背景,气候变化问题被列为影响自然生态环境、威胁

人类生存基础的重大问题, 国际社会开始通过政治

谈判寻求解决对策。在 5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6谈判的开始阶段, 限于当时的科学认识水平, 中

国基本上将气候公约视为一个国际环境协定, 在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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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和批准公约问题上表现了非常积极的合作态度。

(二 )注重政治含义

1995年,公约第一次缔约方会议决定开始谈判

发达国家具体的减排义务,并明确不得为发展中国

家增加任何新的义务。而在此后的谈判中, 一些发

达国家不仅不提出减排的承诺目标, 还将温室气体

减排问题引向主要的发展中国家, 其政治意图十分

明显。对此,中国保持了高度的政治警惕。此后,气

候公约的政治含义成为中国关注的重心, 中国把国

际气候谈判当做一场 /政治仗 0来打, 并在 1997年

京都会议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取得了最后的胜

利。

(三 )注重经济含义

1997年京都会议通过 5京都议定书 6后, 随着谈

判进入制定操作细则的阶段,公约的经济含义逐渐

显现。 5京都议定书 6鼓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之间开展清洁发展机制 ( CDM )项目合作, 从而直接

关系到发展中国家在引进资金、技术等方面的经济

利益。在此背景下, 中国在关注气候公约政治含义

的同时, 对公约经济含义的关注明显提升。 1998

年,中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即中国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的前身 )从中国气象局手中接管协调气

候变化政策的工作, 成为中国制定气候变化政策的

核心机构。这反映了中国对气候变化工作的认识和

态度: 它不仅关心气候变化,而且关心经济发展。

(四 )强调可持续发展

美国布什政府在 2001年 3月宣布退出5京都议

定书6之后, 国际气候谈判陷入了僵局。在 IPCC第

三次评估报告的影响和推动下,在 2002年 9月约翰

内斯堡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 (W SSD )之后, 如

何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框架下考虑减缓和适应气候变

化问题已成为国际谈判的新思路, 随后公约第八次

缔约方会议通过的 5德里宣言6也在应对气候变化

问题上达成共识,明确提出应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

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政府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应

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和政策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具体

国情, 并使之能纳入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框架和社

会经济发展规划之中。

(五 )上升为地缘政治博弈

在 5京都议定书6尚未生效之际,有关后京都时

代国际气候制度方案便层出不穷。围绕 2012年后

应对气候变化安排的国际谈判,各方争相树立旗帜,

争取主动,积极树立良好国际形象,在国际事务中展

现其软实力。气候变化的国际斗争实质是各国在争

夺发展空间、争取经济利益。国际气候谈判呈现出

群雄纷争的局面,出现中国、美国和欧盟三足鼎立的

格局。在气候变化问题不断升温的大背景下, 中国

面临的国际压力与日俱增。中国已经认识到, 只有

与 77国集团形成统一的气候变化立场, 才能维护发

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赢得未来温室气体排放空间。

三 中国气候变化决策与

影响因素分析

  全球气候在升温, 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国际气候

变化谈判中的政策和立场的关注也在升温。中国已

经成为国际气候论辩中的一个关键词。作为地缘政

治博弈中的重要一极, 中国对某些具体议题的态度

或相关政策所发生的任何变化都会立即引起外界的

猜测。笔者认为,对中国气候变化政策和谈判立场

进行解读就显得非常必要。

各界对中国的政策和立场存在不同的解读和评

价。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非常独

特的现实国情,虽然国外学者对此有一些分析和猜

测,但难免受到分析立场和信息资料方面的限制。

国内学者主要有两种情况: 国际关系学者不熟悉气

候变化领域,而跟踪研究气候变化问题的学者没有

熟练掌握国际关系分析的工具。

一般而言,国家在国际关系博弈中总是通过各

种方式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目前,对国家在国

际环境谈判中立场的形成原因, 国际学术界主要有

两种分析模式: 一种是 /以利益为基础 0的分析模
式, 另一种是双层博弈理论。这两种分析模式各具

优点,但都有其局限性。由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复杂

性,影响一国气候变化立场的因素很多,所以应用任

何单一模型来解释复杂多变的现实都会出现问题。

对于中国气候变化立场 /变0与 /不变0的分析判断,

应该是基于两种模式分析结果的综合解释。

(一 )以 /利益为基础 0考量气候变化问题
由德特勒夫 #斯普林日 ( Detle f Sprinz)和塔帕

尼#瓦托伦塔 ( Tapan iV aahto ranta)提出的 /以利益

为基础0的分析模式认为, 生态脆弱性和减缓成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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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决定国家在国际环境谈判中立场与政策的两个关

键因素。如果一个国家受到环境问题的影响越大,

它就越愿意参与该问题的国际谈判; 如果一个国家

在解决该环境问题时付出的成本越高, 它就越不愿

意参加该问题的国际谈判。根据这一分析模型,他

们将国家在国际环境谈判中的表现分为四类:推动

者、拖后腿者、旁观者和中间者。¹

/以利益为基础 0的分析模式的特点是非常简

洁,逻辑清晰,一目了然, 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由于

国际环境谈判的复杂性, 其适用范围是有一定局限

的。一国对经济和环境的关注并不必然决定该国在

国际环境谈判中的立场。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

家在国际环境问题上的责任不同, 这一模型比较适

用于对同一类型的国家 (尤其是发达国家 )进行比

较和角色定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无论是对气

候变化不利影响的脆弱性评估, 还是减排行动对社

会经济成本的评估等方面,它们都存在能力不足的

问题。正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不能给予谈判者

(或政府决策者 )强有力的研究支持以及政府自身

谈判经验和能力的缺乏, 发展中国家倾向于采取被

动防御的外交战略。º 也正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国

际气候谈判中处于从属地位,国际制度构建中的选

择性激励也是在 /以利益为基础0的分析模式中不

可或缺的外部影响要素。» 选择性激励主要表现在

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际转移支付。气候公约规定了发达国

家有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的义

务。此外,发达国家还应在公约的原则下建立 /气
候变化特别基金 0和 /最不发达国家基金 0, 在5京都

议定书 6下建立 /适应性基金 0。这些国际转移支付

手段侧重促进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和可持续发

展,而且没有与减排义务挂钩, 所以这是促进联盟扩

大和保持稳定的重要激励措施。

第二,国际碳市场。利用市场机制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是 5京都议定书 6的一个有益创举。清洁发
展机制 ( CDM )在帮助发达国家以成本有效方式实

现减排义务的同时, 也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可持

续发展。通过实施 CDM项目,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取

先进的技术和资金方面的收益。在促进发展中国家

参与减排行动方面,清洁发展机制无疑是成功的。

第三,与其他问题的谈判挂钩。将气候谈判与

其他问题的谈判挂钩来提供额外的激励, 被看做是

打破气候谈判陷入僵局的可行途径。实际上, 俄罗

斯在批准议定书问题上, 就与欧盟支持其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 (WTO)谈判挂钩,成功换取了气候变化之

外的利益。气候变化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天然联

系,将二者挂钩似乎已经成为国际气候制度发展的

重要趋势之一。

第四,树立国际形象。国际形象也是一种选择

性激励。国家利益不仅是那些可以用货币来量化的

经济利益,还包括难以量化的非物质利益。毫无疑

问,国际形象也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气候

变化问题关系全球利益, 而国家利益往往被视为一

己私利。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 各国都希望树立一

个良好的国家形象。

总而言之,气候变化问题对于每个国家来说,都

面临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等

多重的困境和两难的抉择。国家在气候谈判中的立

场取决于决策者对上述各个要素的认知水平和对国

家综合利益的主观判断。

(二 )从气候外交上升到科学发展的战略高度

罗伯特 #帕特南 ( Robert D. Putnam )提出的双

层博弈理论强调政治决策者们处于国际谈判和国内

政治力量的压力之间。只有将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

结合起来分析,考察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互动关

系,才能更好地理解国家在国际谈判中的行为。¼

美国的气候变化决策模式是对双层博弈理论的最好

诠释。克林顿政府签署了5京都议定书 6,但布什政

府却宣布退出。双层博弈理论是一个有价值的分析

工具,但詹姆斯 #多尔蒂 ( James Dougherty)和小罗

伯特 #普法尔茨格拉夫 ( Robert P fa ltzgraf,f Jr.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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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地提醒,包括双层博弈理论在内的绝大多数在

美国发展起来的决策理论都关注的是美国的政治,

而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决策方式差别极大, 滥用这

些理论将导致错误的认识。¹

一般而言,一国国内气候变化决策需要考虑以

下两类利益集团的作用和互动关系: 一是参与决策

的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二是社会利益集团对

政府的游说。中国的国内气候变化决策与美国有很

大不同。中国气候政策的主要决策者是跨十几个部

门的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中国气候变化谈

判代表团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外交部牵头,

代表团成员主要来自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的成员

单位, 同时吸收了部分学术机构的学者直接参与,但

非政府组织 ( NGO )、地方政府、企业等社会集团的

参与还相对有限。虽然中国领导人高度重视气候变

化问题,但该问题还没有成为政策制定的优先领域。

由于中国是自上而下的集体决策模式, 重视各部门

之间利益的一致性, 因此国内决策很少出现原则性

的分歧。中国的这种决策模式使中国把气候变化作

为外交问题,气候变化谈判代表拥有更大的决策权

力。

由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学者在减缓气

候变化以及对经济影响评估方面的研究相对滞后,

不能为谈判代表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因而在气

候谈判中倾向于采取被动防御的谈判战略。在 5京

都议定书6生效之前, 中国把气候变化看做是一个

外交政策问题。 2001年, IPCC推出第三次评估报

告以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 IPCC评估报告的作用,

中国学者开始全面和深入地参与 IPCC第四次评估

报告的编写。虽然在科学研究等各方面与欧美发达

国家尚存差距,但中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已不

仅仅局限于外交问题, 已把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上升

到战略高度。在国内层面上,虽然节能减排是优先

领域, 但通过节能减排可以实现国内发展目标和全

球气候保护目标的统一。

四 中国气候变化战略的

优先领域

  中国的气候变化决策是以对经济利益的判断为

基础的,而且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经济利益的内涵

也不断扩展。由于国内各决策部门之间利益的高度

一致性,中国对经济利益的维护主要通过外交谈判

来完成,其政策的制定也随着认识的深入而表现出

更大的灵活性。在后京都时代谈判阶段, 中国的战

略目标主要有三个:一是争取和维护中国的发展空

间;二是促进国内的可持续发展;三是树立负责任大

国的良好形象。中国独特的国情和面临的挑战要求

中国必须明确气候变化战略优先领域:通过维护发

展中国家间的团结争取和维护发展空间; 通过实施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实现最大现实经济利益。

(一 )积极参与气候谈判, 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内

部团结

中国在国际气候治理进程中的地位同参与其他

国际制度相比是完全不同的。在经济领域, 国际经

济制度的规则主要由西方制定, 中国加入这一制度

基本上只能是适应它, 西方占据着主导权。中国对

其进行改造、修改其规则非常困难, 作用也相当有

限。而正在建立之中的国际气候制度却不同, 因为

它刚刚起步,尚未成熟, 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来

完善。尽管发达国家凭借其政治、经济、科技实力而

具有一定的主导优势,但在其发展演化的进程中,发

展中国家还有很大的发挥作用的空间。

作为拥有全球性影响的发展中大国, 中国在全

面加入发达国家所主导建立的国际气候变化制度体

系的同时,还要积极致力于发挥大国的制度构建作

用,使国际制度处于正常有序的运转状态和利益分

配的公正状态,在相对公正和稳定的国际合作中维

护和促进中国日益全球化的国家利益。可以肯定的

是,无论面临多大的国际压力,中国必须继续积极参

与气候公约的谈判进程,不断增强参与的程度,提高

参与的能力,力争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当然,中

国参与气候变化领域国际活动及履约谈判的首要任

务是为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及可持续发展而争取应

有的发展权,为中国未来的和平发展争取必需的排

放空间。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 维护国家利益最有效的方

式就是积极主动地参加国际气候制度的制定以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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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有关研究报告的起草,使其最大限度地反映发

展中国家的国情,寻求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为经

济建设创造更加灵活的空间。同时, 中国还应开展

全方位的环境外交,争取更多的盟友,以增强自身的

谈判地位,引导气候谈判的方向。从公约演化的整

个进程看,中国一直是气候变化多边谈判的核心成

员,为推动气候变化的国际进程发挥了重要的建设

性作用。现有国际气候变化规则中的很多条款,都

有中国代表的贡献。

在国际气候谈判方面,中国是一个积极的、活跃

的、负责任的参与者。它通常与发展中国家集团

( 77国集团 +中国 )协调立场, 采取一致行动。尽管

发展中国家内部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不同的

气候政策利益,但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有限,发

展中国家只有团结在一起才可以加强共同的谈判能

力,影响气候谈判,从而促进集体经济利益。虽然代

表 / 77国集团 +中国 0发表立场声明的往往是 / 77
国集团 0的轮值主席国的代表, 但中国以其大国的

地位, 通过艰苦的内部协调工作,实际上承担了发展

中国家阵营领导者和协调员的角色。中国在 / 77国

集团 +中国 0内部有很大的影响力, 它被看做是精

明的谈判者,它的立场和主张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

和尊重。中国通过参与 / 77国集团 +中国 0从而对

发展中国家立场产生重大影响。¹ 除 / 77国集团 +

中国0的声明以外, 中国代表还经常反复强调中国

的观点。中国一方面表达自己的立场, 同时确保有

一个庞大的国家群体站在中国的一边。

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与 / 77国集团 0联系在一
起,不是因为自身单独行动的能力有限,而是为了避

免在气候谈判中被孤立,中国可以利用 / 77国集团 0

作为防护墙。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排放国,中国

的这一考虑当然是理性的。º 近年来, 由于经济和

能源消费的日益增长,面临的国际压力与日俱增,中

国进一步加强了与 / 77国集团 0的联盟关系。中国

希望发达国家以实质性的方式履行其义务和实现自

己的承诺,并在 2012年以后继续率先采取行动。一

方面,尽管欧盟表达了在 2012年后承诺减排目标的

意愿, 但没有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

的国际承诺,中国就有不参与或不承诺减排的理由。

中国的累积排放还需要几十年后才能超过美国。中

国的人均排放量只有美国的 1 /5。因此, 如果美国

做出了实质性的温室气体减排承诺,中国将面临新

的压力,将不得不重新审视这种 /拖延0战略。另一

方面, / 77国集团0内部出现了一些分化趋势, 一些

国家开始表达不同的立场, 使中国处于更加孤立的

谈判地位。如巴西和 32个热带雨林国家联盟表示

愿意采取自愿避免毁林目标。» 发展中国家内部利

益取向的多样化使中国与 / 77国集团 0协调统一立
场的难度加大。

(二 )在清洁发展机制方面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中国批准了主要的气候变化协议 ) ) ) 5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6和5京都议定书 6。作为一个发
展中国家,中国没有承担具有约束力的限排义务。

然而,中国积极参与了5京都议定书6下清洁发展机

制 ( CDM )的项目合作。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较,中国最初对 CDM持

谨慎的态度, 进入 CDM 市场也相对较晚。尽管从

2000年 (比5京都议定书 6生效时间早 5年 )开始就

开展 CDM项目,但中国直到 2002年 8月才核准5京

都议定书 6,直到 2004年 6月 CDM的国家主管机构

才建立,中国国务院到 2005年 10月才颁布 5清洁发

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6。¼

2005年 2月 16日, 5京都议定书6正式生效, 为

CDM项目的大规模和快速开发奠定了法律基础,

CDM国际市场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据世界

银行的粗略计算,发达国家若要在 2012年前如期完

成5京都议定书 6所规定的减排任务, 至少需要通过

CDM项目购买 25亿吨以上的二氧化碳当量 (其他

种类的温室气体按照其全球增温潜势折合成二氧化

碳 )的减排量。½ 作为充满经济活力的发展中大国,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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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ldH eggelund, / Ch ina. sC lim ate C hange Policy: Dom e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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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pp. 155- 191.

Joanna I. Lew is, / Ch ina. s S trategic Priorities in In ternat ional

C lim ate Ch ange N egot iations, 0 Th eWa shing ton Quarterly, Vo.l 31, No.

1, 2007 /2008, pp. 155- 174.

Coal it ion ofR ainforest Nation s, http: / /www. rain forestcoal it ion.

org /eng /; / Reducing Em issions From Deforestat ion in Develop ing Coun2

tries: Approaches to S tim u late Action, 0 January 30, 2007, h ttp: / /unfc2

cc. int / files /m ethods_and_science / lulucf /app licat ion /pd f/bolivia. pd.f

见中国清洁发展机制网, http: / / cdm. ccch ina. gov. cn。

吕学都: 5全球 CDM市场发展与中国 MGD碳融资 6,在 /实

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开发合作项目 0启动会上的发

言, 2007年 2月 6日。



中国具有很多有利条件实施 CDM项目,如技术能力

强、国家风险低、比较容易获取项目投资等。专家估

计,到 2012年, 中国将占据全球 CDM市场近 50%

的份额,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收益能达到数十亿至

百亿美元以上。¹

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合作项目发展很快。相关政

府部门通过制定 CDM 项目运行管理办法、建立

CDM技术服务中心、开展广泛的 CDM普及培训、举

办 CDM国际合作交流和博览会等, 极大地促进了

CDM开发与合作。截止到 2008年 1月 15日, 世界

各国在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 ( EB )已经注册的

项目达到 901个, 预计年减排量为 1. 89亿吨。其中

中国成功注册项目 151个,仅次于印度的 303个,位

居世界第二,但预计年减排量占 48. 28%, 居世界第

一位。º

中国 CDM政策的主要特征是严格遵守可持续

发展标准。中国希望 CDM项目的实施能促进中国

的可持续发展,不能只成为发达国家廉价的减排工

具。中国在 2005年 10月出台的 5清洁发展机制项

目运行管理办法 6中明确规定, 中国实施 CDM项目

的优先领域是提高能源效率、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以及回收利用煤层气甲烷项目。中国政府在对

氟化烃 (HFCs)和全氟烃 ( PFC s)减排项目的收益中

拥有 65%的份额,对氧化亚氮 ( N2O)项目的减排收

益拥有 30%的份额,这些资金将用来建立清洁发展

机制基金,支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活动。这反映

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对世界的承诺和表率作

用。截至 2007年 10月底, 中国的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已为 885个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出具了批准

书,这些项目如果最终都能成功注册,根据合同转让

的减排量总计约 1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转让收益总

计约 150亿美元, 其中国家提取用于清洁发展机制

基金的金额将超过 30亿美元。»

/巴厘行动计划0的达成为 2010年后 CDM的

长期发展创造较好的政治与政策环境, 同时也给市

场带来一种强烈的预期: CDM将出现供求两旺的局

面。因此,中国在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开发中应该持

更加积极的战略。不过,为了规避 CDM项目开发带

来的市场风险,中国也应未雨绸缪, 把 CDM 项目开

发与中国现有的重大政策措施 (如节能减排 )统筹

协调, 充分利用国际资金、技术和机制促进国家重大

政策措施的落实,促进重大战略的实现。同时,在后

京都时代谈判过程中, 中国应发挥谈判大国和全球

碳市场最大供给方的作用, 引导制定合理的国际规

则,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低碳经济发展。

(三 )积极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中国的气候战略是以能源发展为中心的战略,

这是由总体经济发展目标所驱动的。虽然中国一直

反对为发展中国家设定强制性的温室气体排放限制

目标,但这不表明中国不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虽然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中国 /十

一五 0规划中的首要目标, 但很多障碍有待克服。

这些挑战决定了中国在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方

式以及中国的国际气候谈判立场。

中国负责气候变化决策机构的变迁可以反映中

国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转变和重视程度。在

20世纪 80年代,中国政府把气候变化看做一个科

学问题,由中国气象局负责向政府提出有关 5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6谈判的政策建议。随着 20

世纪 90年代围绕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意识和政治

敏感性不断上升,气候变化决策机构转移到国家发

展计划委员会,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也是中国主要的能源政

策决策权威机构,气候变化问题由其负责反映了这

样一个现实:气候政策需要更好地协调能源政策。

2007年以来气候变化问题急剧升温,引起了国

家高层领导的重视。国际上对中国在温室气体减排

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很高的要求, 希望中国能够采取

减缓温室气体增长的一些措施。 2007年 6月, 国务

院也正式决定,成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

工作领导小组,由温家宝总理总理亲自担任组长,有

18个部门的部长或者首长担任领导小组的成员, 办

公室设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随后, 为加强应

对气候变化的对外工作, 中国外交部成立了由杨洁

篪部长任组长的应对气候变化对外工作领导小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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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任命于庆泰大使为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负责

组织、参与后京都时代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

这一举措表明中国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并 /动
真格0地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2007年,上述两个高层工作组的建立和气候变

化特别大使的任命是积极的信号, 表明中国领导人

对气候变化问题给予新的关注。在学术层面,中国

重要学术研究机构的科研成果也为内政和外交工作

提供了强有力的学术支撑。 2006年 12月, 中国发

布了5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6。 2007年 6月 4日,

中国发布了 5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6,这是发展中

国家第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该方案综合

分析了中国已有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

化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法规在整个经济部门,尤

其是在能源部门内的执行取得了非常显著的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的效果。这些政策旨在帮助国家实现广

泛的经济发展战略,如果有效实施,将成为中国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这些政策的主要领域是能源

效率、可再生能源和产业政策。

中国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实际上已经做了不少

努力。 1990~ 2005年, 仅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和提高

能源效率,中国累计节约了约 8亿吨标准煤,相当于

减少 18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¹ 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中国制定了 /十一五 0期间节约能源以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的具体目标, 即到 2010年, 我国单位 GDP

能耗要比 2005年下降 20%。这一措施所产生的温

室气体减排量,比很多发达国家在 5京都议定书 6下

承诺的减排量都要大;也比美国政府提出的到 2012

年美国单位 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 2002年下降

18%的目标还要雄伟。º 这足以显示中国应对气候

变化的决心和勇气。如果这一目标能够实现,仅这

一项行动, 就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 12亿吨以上。»

此外, 中国在发展风电、水电、生物质能发电、太阳能

利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节约资源和能源等方面采

取的措施必将实现巨大的温室气体减排量。

五  小结

中国在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是不容置疑的, 怎么强调也不过分。面对即将成为

世界上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现实, 中国备受国际

社会瞩目压力巨大。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关系到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 关系到中国发展模式与能源

安全、经济竞争力与对外贸易、国际地位和国家形

象,必须统筹考虑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以积极姿态

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

中国的气候变化决策取决于对经济利益的判

断,而且随着对气候变化认识的不断深入,经济利益

的内涵也不断扩展, 并上升到了地缘政治的高度。

由于中国国内气候变化决策的集体性和部门间利益

的一致性,中国的经济利益主要通过外交谈判来维

护,其途径是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团结。这一点在后

京都时代谈判中尤为重要。在 5京都议定书 6第一

承诺期,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没有温室气体减排或

限排义务,通过开发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引进资金和

先进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符合中国的现实经济利

益。虽然在现阶段中国还没有能力和条件承诺强制

性温室气体限排义务, 但中国采取了许多力所能及

的措施应对气候变化,不仅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

也有助于国内的长远发展。

中国正处于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需要

较大的温室气体排放空间,同时,中国也有保护全球

环境的责任和政治意愿。中国的战略选择只能是融

入世界经济发展浪潮,在发展中寻求减排,走低碳经

济发展道路。发达国家已经积极采取措施加强新兴

的低碳技术研发,开发利用新型替代能源,以期在低

碳技术的竞争中强占技术的制高点。因此, 中国需

要从近期着手,结合中长期发展战略,对现行的可持

续发展战略进行调整, 将发展低碳经济作为新形势

下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收稿日期: 2008- 04- 21]

[修回日期: 2008- 06- 22]

[责任编辑: 赵远良 ]

)15)

¹

º

»

2007年 12月 12日,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副主任解振华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高级别会议上

发言, h ttp: / /www. zgqxb. com. con。

美国总统布什在 2001年上任后,宣布退出5京都议定书 6,
并于 2002年提出温室气体减排强度方案。

吕学都: 5气候变化的国际博弈 6,载5商务周刊 6, 2007年第

10期,第 40~ 47页。



Abstracts

Post2Kyoto International C limate Governance and China. s Strategic Options
ZhuangGuiyang ( 6)

Interna tiona l climate debates have a lw ays been compan ied w ith the evo lut ion o f the internat iona l clim ate reg ime.

From the sc ientific basis of clim ate change to the assessm ent on econom ic in terests, and to the form ation of politica l

w il,l the strugg les for econom ic interests and the geopo litics beh ind c limate change bargaining constitute the context

of international c lim ate governance. W ith a grow ing in fluence in the w orld po litical and econom ic arena, China is

play ing a p ivota l role in the forma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 t o f international climate reg im e. Ch ina. s c lim ate

change posit ion and the possible change have aroused w ide concerns in the internat iona l community. The article

first summarized China. s aw areness o f the climate change issues a long w ith the evo lut ion o f the international c lim ate

reg ime, then analyzed the decision2mak ing process of climate change and the reasons for chang ing posit ion, finally

put forw ard the stra teg ic priorit ies and the long2term strateg ic cho ices in the post2Kyo to international c limate govern2
ance.

G loba lC limate Change Institutions and China SoftCapacity Build ing: A SurveyAnalysis

Yu H ongyuan ( 16)

Imposed by c limate change domestic2internat iona l linkage, soft capac ity build ing has three independent var iab les:

interest coordination, inst itution building and no rm localization. The impacts o f internat iona l institutions on the so ft

capacity for clima te change can be shown in empirical studies as follow s: F irs,t po licy autonomy whose ind icato rs

are the interests and norms in c limate change; Second, strateg ic consensus w ith ind icato rs o f informat ion exchan2
ges, reciprocal trust and final decision2m aking; Third, po licy coo rd ination institution bu ild ing w hose ind icato rs are

the level of coord ination institutionalization, coord inator.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survey and d iscussions, the au2
thor concludes that internat iona l clim ate change reg imes in fluences the dec ision2mak ing env ironment and shapes cli2
mate change soft capac ity bu ilding, meanwhile, Ch ina. s so ft capac ity can also con 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li2
mate change institut ion build ing.

China2EU Interdependence on Energy and C limate Security / China2EU Interdependence on Energy and

C limate Security0 Group

 ( 24)

Th 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 ly ze the common interests o fEU and Ch ina in energy and clim ate secur ity as we ll as the

strateg ic opportun ities for co llaborat ion. The comb ined econom icm ight of the EU, the world. s largest sing le mar2

)3)

No18, 2008 W orld E conom ics and Polit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