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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20年12月12日，在联合

国倡议下，气候雄心峰会

以视频方式举行，75国元

首或政府首脑、28个国际组织、

地方政府、公司、非政府组织负

责人及青年代表参加。在《巴黎

协定》签署五周年之际举行气候

雄心峰会（以下简称“峰会”），不

仅彰显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

的巨大决心，也反映出世界各国

采取气候行动的紧迫需要。中国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

在峰会上提出新理念和新目标，

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注入动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认可

度不断提升，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行动迈上新征程。

气候雄心峰会的重大意义

峰会从目标和议题两个方

面全面提振全球信心。中国、欧

盟、法国、英国等提出实现气候

承诺的具体路径，如降低单位国

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提

高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

重、增加森林蓄积量、提升非化

石能源发电量、减少对化石能源

项目融资等，为达成碳中和的长

远战略目标提供了具体路线图。

从议题而言，此次峰会不仅涵盖

应对气候变化的传统领域如减

缓、适应和资金机制，而且涉及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的绿色转型

◎ 周亚敏

和复苏，展现了全球气候合作的

雄心、行动力度的雄心和落实行

动的雄心。

峰会凝聚各方共识，认同气

候变化面前人类命运与共，全球

团结合作是“必选项”而非“可选

项”。气候变化是全球性议题，具

有超强的负外部性和破坏性，任

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解决，也

无法独善其身。自1995年在德国

柏林举行第一届世界气候变化大

会以来，人类社会在跌宕曲折中

不断加深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共

识。虽然部分国家冒天下之大不

韪退出《巴黎协定》，但峰会的累

累硕果表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的共识没有因霸权国家的阻挠而

减弱，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韧性

反而不断增强。

峰会敦促各国立即采取行

动，为2023年后实施“五年盘点”

机制奠定基础。联合国环境署发布

的《2020排放差距报告》认为，目前

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1%的126

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正式通过、宣布

或正在考虑净零目标。虽然新冠

肺炎疫情后的低碳复苏可能会使

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25%，

但由于接近全球一半排放量的国

家仍然没有清晰的减排战略和路

线图，因此还不足以实现《巴黎协

定》所规定的“将全球升温幅度控

制在2℃以内，并致力于1.5℃温控

目标”。实现全球气候治理既定目

标的时间紧迫，需要各国进入“气

候紧急状态”并立即采取行动。峰

会在评估过去五年各国气候行动

的成果基础上，再次传递出必须加

快减排步伐的信号。

中国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引

领者

在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

表重要讲话，对未来全球气候治

理提出三点重要倡议，宣布了提

高国家自主贡献四项新举措。不

仅展现了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

雄心”，也意味着中国在全球气候

治理中的角度转变—从重要贡

献者到重要引领者。

中国从治理理念层面引领

全球气候行动。习近平总书记在

峰会上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新主

张，即团结一心开创合作共赢的

气候治理新局面、提振雄心形成

各尽所能的气候治理新体系、增

强信心坚持绿色复苏的气候治理

新思路。面对气候变化，人类命运

与共，所以需要“团结一心”；各国

国情和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存在差

异，发达国家要切实加大向发展

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能力建设

支持，所以需要“各尽所能”；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大力倡导

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所以

需要“绿色复苏”。叠加新冠肺炎

气候雄心峰会开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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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

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体系，

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球30%；启

动首个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涵

盖能源领域30亿吨二氧化碳排

放，是排名第二的欧盟排放交易

体系的两倍；各类自然保护地占

国土陆域面积18%；总面积约22

万平方公里、覆盖多个珍稀物种

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深入推进；

2000年以来贡献全球新增绿化

面积的1/4；水电风电和光伏发

电装机规模、世界自然遗产、世

界地质公园数量等指标均居世

界第一……中国立足于生态文

明实践，牢牢把握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保护与发展相得益彰的指

导思想，切实引领全球应对气候

变化行动。

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关键

在全球治理议题中，没有哪

一个议题能比气候变化更影响

人类整体命运。2020年，全球多

地发生自然灾害，都与气候变化

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蔓

>>  2020年8月28日，在哈萨
克斯坦科斯塔奈州风电场施工
现场，工作人员吊装中国生产的
风机叶片。

延，更是触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

深刻反思。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

布的2020人类发展指数，首次纳

入碳排放和材料足迹两大全新

指标，呼吁所有国家重新设计发

展道路。

各国在气候灾难面前是利

益交织、安危与共的共同体，必

须摒弃以邻为壑、零和博弈的单

边主义思路，积极推动多边主义

行动。《巴黎协定》的成功签署是

多边主义合作的成果，而其落实

同样需要多边主义行动。

峰会上的中国

主张和承诺为全球

气候治理注入信心

和 力 量 ，展 现 了 中

国坚定支持多边主

义，坚定支持《巴黎

协 定 》全 面 有 效 实

施 的 一 贯 立 场 ，彰

显了中国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大国胸怀和责任担

当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出：“在气候变化

挑 战 面 前 ，人 类 命

运与共，单边主义没有出路。我

们只有坚持多边主义，讲团结、

促合作，才能互利共赢，福泽各

国人民。”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是全球气候治理取得决定

性胜利的关键。若世界各国都能

胸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

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力所能及

的贡献，则世界的绿色低碳转型

发展未来可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

究员）

疫情冲击后的全球气候行动，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合作、

共担和分享精神。

中国在减排目标层面激励

各国采取有效行动。中国在此次

峰会上提出的强化自主贡献目

标，使国际社会对中国在2060年

实现碳中和充满信心。联合国秘

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中国宣布碳

中和目标、提出大幅提升风电和

太阳能发电量等国家自主贡献

新举措，在二十国集团成员中发

挥了表率作用。对于中国这样一

个 处 于 快 速 工

业 化 和 城 镇 化

的 发 展 中 人 口

大国而言，要实

现到20 3 0年单

位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二 氧 化 碳 排

放比20 0 5年下

降65%以上、非

化 石 能 源 占 一

次 能 源 消 费 比

重 达 到 2 5 % 左

右、森林蓄积量

比20 0 5年增加

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

装机容量达到12亿千瓦以上的

目标，意味着经济结构、能源结

构和产业结构的全面转型。中国

的气候“雄心”激励其他国家设

定更加积极有为的气候目标。

中国在减排行动层面取得

令各国佩服的成就。从推动达成

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到全面履

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中国一直为建设一个美丽清洁

的世界砥砺前行，以实际行动引

领全球气候治理：提前超额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