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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分析了《巴黎协定》的新特征及里程碑意义，研究了当前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关键问题，

就中印应对气候变化提出合作建议。中印作为迅速成长壮大的发展中大国，联合应对气候变化可作为未

来两国关系发展的新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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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1 次缔约方

会议于 2015 年 12 月 12 日在巴黎终落帷幕，历经

艰苦谈判，达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巴黎协定》及

相关大会决议等重要成果。该协定引发了国际社会

的热烈反响，主要国家领导人或政府在第一时间对

其作出积极评价，全球各大媒体报道踊跃。作为

2020 年后全球气候治理的基础性协议，《巴黎协定》

决定了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发展方向，对我国实现

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具

有重要国际意义，值得关注。本文综合印度主要媒

体评论、有关部门主管官员和专家的意见，结合《巴

黎协定》新特征和关键问题，提出中印应对气候变

化的合作建议。

1    《巴黎协定》的新特征及里程碑意义

1.1    传递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坚定信号

在长达 20 多年的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 是

否设立全球长期升温目标 ” 既是各方高度关注的焦

点，也是悬而未决的问题，直至 2010 年才以大会

决议的形式首次明确“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不超过

2℃”的目标。随着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感持续加

强，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开发利用成本不断降低，各

国对气候变化的认识更加深入、共识进一步增加，

同时，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意愿也更为强烈。

《巴黎协定》首次以国际法律形式明确规定，

各方应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的升高幅度

控制在 2℃以内，并努力把全球温升控制在 1.5℃
以内。巴黎大会决议还邀请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

（IPCC）于 2018 年出具研究报告，就温升不超过

1.5℃的排放路径提出建议。《巴黎协定》还规定，

全球将尽快使温室气体排放达到峰值，在本世纪下

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将全球升温目标写入

国际法，对全球气候治理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

义。

1.2    强调了全球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向

《巴黎协定》提出，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与可持

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应发挥带头作用。该协定

还提出，“要确保资金流与低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

适应型发展的路径保持一致”。会后，印度总理莫

迪 [1] 在推特上称，《巴黎协定》显示各国均在努

力开创更加绿色的未来；美国总统奥巴马称，该协

定传递了全球致力于低碳未来的信息；欧盟委员会

主席容克称，该协定将使全球向清洁能源过渡。《巴

黎协定》在推动全球转向绿色经济方面释放了强烈

的国际政治和法律信号，顺应了全球绿色低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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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

1.3    明确了 2020 年后相对灵活的全球气候治理机

        制和行动安排

《巴黎协定》[2] 明确了各国自行决定行动目标、

国际社会进行必要监督的“自下而上”国际气候治

理模式，各方将以“自主贡献”（INDC）方式参

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从 2023 年开始，每 5
年进行一次全球气候行动盘点。巴黎大会决议体现

了“核心协议 +”的形式，即“《巴黎协议》+ 缔

约方大会决定”的架构，将各方达成的共识写入核

心协议，存在严重分歧的事项仅在核心协议中原则

提及，由约束力更弱的缔约大会决定具体规范。在

各方分歧较大的资金问题上，《巴黎协定》原则规

定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巴黎大

会决议则进一步规定“2020 年开始每年提供不少

于 1 000 亿美元的资金”
[3]，并尽快明确路线图。整

体来看，巴黎会议成果更为宽松灵活，更具包容性，

更加务实，反映了主要谈判方的核心关切，得到各

国普遍好评。

1.4    提升了国际法在气候变化治理中的作用

国际法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1992 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全

球气候治理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其基本理念、主

要概念、重大原则、基本框架等沿用至今。1997
年的《京都议定书》[4] 为每个发达国家制定了有国

际法律约束力的量化减排目标，成为气候治理国际

法律层面的一大创新，其创设的碳排放交易、报告

核查、遵约等制度也影响深远。在 2009 年“气候

变化哥本哈根大会”上，因分歧难以弥合，各缔约

方达成的“哥本哈根协议”仅是一个国际文件，而

非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法律，国际法在全球治理中的

作用也因此遭到舆论质疑。《巴黎协定》以国际法

律的形式再次表明，法律约束力强、生效条件严格

的国际法仍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础。

1.5    重申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巴黎协定》在序言部分重申了“共同但有区

别的责任”原则，在执行部分的减缓、资金、技术

等多个重要因素上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各自能力和各国国情”。协议尊重发展中国家减少

贫困和饥饿、确保粮食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权

利。发达国家将继续带头减排，并加强对发展中国

家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在该协定长达 5 年的谈判进

程中，发达国家想方设法冲淡、取代“共同但有区

别的责任”，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共

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虽有所弱化，却再次以法律的

形式固定下来，延长了生命力 [5]。

2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关键问题

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之一，是国

际社会长期肩负的艰巨任务。《巴黎协定》不是终点，

而是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转折点，是气候变化国际

博弈的新起点。国际社会已同意设立“巴黎协定特

设工作组”，从 2016 年开始工作，负责处理资金、

技术等众多遗留问题，以及协议签署和生效等程序

性问题。在今后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有三大问

题值得关注。

2.1    当前减排计划难以实现全球平均升温不超过

        2℃的目标

根据 185 个国家提交的“国家自主决定贡献”
[6]

方案，2025—2030 年间，全球年均排放预计为 55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这远高于 2℃升温目标要求的

年均排放 450 亿吨的水平，如何弥补每年 100 亿吨

的减排缺口 , 至今尚无治本良策。此外，研究显示，

若要实现 1.5℃的进一步目标，2030 年温室气体年

排放量应控制在 370 亿吨，与 550 亿吨的预计排放

量相比，减排缺口高达 180 亿吨。

2.2    发达国家的资金支持与发展中国家的资金需

        求相去甚远

2009 年，发达国家承诺在 2020 年前实现每年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1 000 亿美元气候变化资金支持 [7]。

这笔数字看似不小，但与应对气候变化资金需求相

比，还差得很远。国际能源署（IEA）研究显示，

全球为实现巴黎协定的减排要求，到 2030 年仅在

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方面的投入就预计高达 16.5
万亿美元。而印度为了实现 “ 国家自主决定贡献 ”
目标，到 2025 年需在气候变化方面至少投入 1 万

亿美元。在发达国家资金承诺远不能满足发展中国

家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发达国家还大量使用“新瓶

装旧酒”“一瓶多卖”“计入私人资本”等手段，

使得发展中国家实际获得的气候变化资金支持一再

被稀释。

·国外科技发展最新动向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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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发达国家的技术供给无法满足发展中国家的

        技术需求

“巴厘路线图”和“哥本哈根协议”提出，发

达国家有义务以优惠条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气候友

好的低碳技术。近年召开的气候变化部长级对话均

聚焦于气候技术合作的具体机制，发展中国家大都

希望就已达成较多共识的技术合作问题制定具体行

动方案，推动气候变化大会取得务实成果。我国也

曾多次在气候变化部长级对话中，建议在缔约方会

议下由专家组成具有机制执行功能的实体组织，负

责提出国际技术转让的政策、指南和标准，帮助发

展中国家开展技术需求评估和能力建设，负责具体

技术转让项目的审批和实施，确保融资的一部分专

门用于技术转让等知识产权有关机制。然而迄今为

止，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平台多以务虚为主、

缺乏实效，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合作中提供的有限

的务实技术，仍无法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巨大的技

术需求 [8]。

3    结语

巴黎气候大会是中国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的一次

尝试，是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新起点。中国加入《巴

黎协定》，承担相关履约责任，将带来降低污染、

减少极端天气、推动产业发展、创造就业等诸多好

处。同时，随着中国在全球治理过程中“领导作用”

的日益加强和广受肯定，国际社会对中国作出的贡

献也充满期待。如何根据自身能力、发展阶段和历

史责任，恰如其分地发挥“领导作用”，是中国在

国际舞台上参与全球治理中所面临的挑战。

中国和印度作为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在应

对气候变化方面有着一定合作基础。一是与“基础

四国”和“77 国 + 中国”保持密切协商，在国际

气候谈判中为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声，坚持在《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原则和框架下推进气候谈判

并达成《巴黎协定》。二是坚持公平原则、“共同

但有区别”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要求发达国家兑

现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与技术援助承诺，坚持各

国提交的 INDC 要平衡反映减排、适应、资金、技

术转让、能力建设和透明度等各要素，反对发达国

家通过设置评审机制压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

三是签署了《中印关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协定》

和《中印关于绿色技术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建立

了应对气候变化伙伴关系和气候变化工作组，为两

国合作建立了制度保障。

为携手应对气候变化，中印可考虑在以下三方

面履行《巴黎协定》精神、开展适应气候变化合作。

一是拓展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内涵及手段。结合

“十三五”能源和环保规划、“一带一路”愿景和

行动规划，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

变化的相关合作，结合搭建产业合作平台，共建中

印“绿色丝绸之路”，将其作为发展中国家联合应

对气候变化的示范项目，突出绿色低碳等生态文明

理念、维护全球气候治理秩序，携手为全球生态环

境和绿色发展作出贡献。二是加大节能减排力度，

努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开展

合作。围绕能源短缺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平衡难题，

从中国“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与印度“国家太阳

能计划”“风能计划”和“国际太阳能联盟”中寻

找合作契机，在清洁能源技术、空气污染监测与治

理中，打造中印合作新亮点。三是在改良传统能源

及清洁利用技术方面开展合作。设计传统能源（燃

煤）超低排放等低碳发展合作工程，在碳排放治理

及垃圾处理等领域，开展低碳技术及清洁能源的联

合研发与推广，发挥私营部门在清洁能源中投资与

合作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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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Japan’s biological breeding relat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 
planning, forestry and fisheries research development basic plan (five-year plan from 2015/4 to 2020/3)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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