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73 —

摘   要：本文对气候变化谈判中的科技外交进行研究，发现气候变化谈判中的科技外交具有三个特点：

一是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成为重要主体，二是国家科技实力影响科技外交，三是科技因素的影响要遵

从国家利益等政治因素。最后结合我国国情对我国科技外交的发展提出建议，要积极调动民间科学力量，

加大投入加强气候变化领域的科技研发，在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中寻得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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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

气候变化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焦点。气候变化谈判作

为多边外交的博弈过程，涉及到了众多关键科学问

题，是科技外交的重要实例。

科技外交是科技发展和国家外交相互渗透的

融合体。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科技对

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在国际关系中的作

用和地位也日益增强。气候变化谈判中的科技外交

特点研究，对于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开展气候变化工

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　气候变化谈判是所有缔约方国家参与的

　……多边科技外交平台

全球变暖、北极冰川融化速度加快、全球范围

内的极端天气的发生等，都是气候变化带来的一系

列影响。这些现实的情况迫使各个国家联合起来，

共同商讨解决之道。由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广泛影响

和区域扩散性，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家未

来和世界格局的重大全球问题，近些年更是成为七

国集团（G7）、八国集团（G8）、二十国集团（G20）

以及各国外交博弈中的重要议程。

      气候变化的愿景是将全球温度变化控制在 2 摄

氏度以下，接近 1.5 摄氏度 [1]。 如何达到这一愿

景是一个包含科技和经济两方面因素的复杂问题。

国际气候谈判将气候变化问题分成了三个主要任

务：减排问题的协商、技术开发与转让以及发达

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与资金支持。从科技角

度来看，气候变化问题涉及极端气候的原因探究、

新能源开发、环境友好技术等众多复杂领域。这

就要求各国以科技为主要内容和重要支撑开展外

交工作。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科技外交是各国的

必要工作，国际气候谈判是所有缔约方国家参与

的多边科技外交平台。

2　气候变化谈判中科技外交的特点

1990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成立“政府间谈

判委员会”（INC），开启了国际气候变化制度谈

判。随后，政府间谈判委员会举行了数次会议，在

1992 年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

下简称《公约》）[2]。《公约》设立了缔约方会议

（COP），每年在不同的缔约方国家召开，围绕气

候变化议题，形成履行情况和未来规划等方面的法

律文书。缔约方会议是保障公约顺利进行的重要国

际制度，从 1995 年到 2016 年共召开了 22 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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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谈判进程中，气候变化多边科技外交活动呈

现了以下特点。

2.1   科学家、科学共同体成为重要主体

开展科技外交活动的主体并不局限于国家，科

学家和科学共同体开展的民间科技外交也是科技外

交的重要形式。科学家及科学团体作为科技外交的

重要主体，能够为科技外交提供科技支持，进一步

作为科学使者开展科技外交活动。

气候变化议题始于科学界的研究。科学研究表

明，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问题，

国际社会有必要积极采取措施，共同应对。正是科

学家和科学共同体的关注，将气候变化问题推上了

国际政治舞台。

气候变化议题离不开科学家的支持，是“外

交中的科学”的重要体现。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 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是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专门成立的科学组

织，主要工作是对气候变化的各种相关问题展开定

期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活动评估，同时也提供

科学和技术咨询方面的意见 [3]。此外，各国特别是

西方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也进行了大量的科

学研究。在大科学背景下，科学家开展的科学研

究已经不自觉成为科技外交活动的一部分 [4]。

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还能为全球共同利益发

声。气候变化问题中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越发突出，

对国际责任的忽视也越发明显。哥本哈根会议没有

实现预期的目标，许多观察人士和环保组织批评会

议是“灾难性失败”，表达了推进气候谈判的强烈

愿望。当气候谈判失败时，首先发声的往往是一些

相关的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他们心怀解决气候变

化问题的迫切愿望，是维持和推进气候谈判的重要

力量。在目前的气候变化谈判支持机制中，资金援

助的融资项目和技术援助的项目都有各国科学家和

科学团体的参与。 

2.2   国家科技实力影响科技外交

国家科技实力是科技外交的重要支撑。在多边

科技外交中，国家作为科技外交主体，与其他国家

进行博弈时，以国家科技实力作为坚实后盾。气候

变化谈判是一个各方妥协的过程，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作为谈判中最大的两个阵营，其国家科技实

力上的优势和劣势，在气候变化的多边科技外交舞

台上尽显无遗。

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开展了大量的科学研

究，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则相对匮乏。因此在政府间

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内工作的学者们大多数来自西方

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严重不足，发达国

家在气候变化谈判中拥有显而易见的巨大优势。

科技实力对科技外交的影响还表现在对国际

科技合作的有效性的影响上。在气候变化领域，《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工业化发达国家应向

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提供资金和技术，以便其履行公

约的规定。但是，发达国家往往不愿意主动进行技

术转让，而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员和机构科技能力欠

缺，也会造成技术转让的失败。

科技实力较强的国家往往有自身利益的考虑，

而不受公约的约束。以《巴黎协定》为例，其在

资金方面规定发达国家应该协助发展中国家，将

“2020 年后每年提供 1 000 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

家应对气候变化”[5] 作为底线。但是目前的落实

情况并不乐观。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了

一份气候资金的统计显示，2013 年和 2014 年发

达国家分别提供了 520 亿美元和 620 亿美元的资

金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6]。

科技实力较弱的发展中国家，难以将自身的

需求与援助很好地匹配。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

化相关技术上，与美国、日本、欧盟等差距较

大。气候变化的技术执行委员会（TEC）分析了

2016 年 4 月 28 日之前提交的 190 份国家技术需

求报告，发现 100 多个发展中国家表示需要国

际社会支持技术开发与转让，近 140 个发展中

国家提出了技术需求，约占所有发展中国家的

95%。《公约》规定工业化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

国家缔约方提供资金和技术，但很多情况下，发

展中国家得到的都是一些无用的、生锈的所谓

“环境友好”部件 [7]。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一

部分原因是发达国家以自身利益为导向进行援

助，更主要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科研环境与所

需能力的培养不相符合 ，人员和机构能力不足，

经济能力有限。

2.3   科技因素的影响要遵从国家利益等政治因素

国家利益在传统外交中是发挥作用最持久、影

响力最大的因素，是国家对外行为最基本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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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因素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往往是维护国家利益的

手段或谈判筹码 [8]。科技外交中，国家利益的影响

仍然处于核心地位。

以美国和日本为例，同样作为拥有科技优势

的国家，但基于不同的国家利益诉求，对气候变

化谈判采取的态度也不尽相同 [9]。日本作为科技

强国，气候变化是日本展示科技实力、发挥科技

优势、提高国际地位的重要平台 [10]。日本一方面

要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一方面也要为自己开拓

市场。所以，日本在气候谈判中一直采取的是较

为积极的态度，对气候变化谈判的支持强于美国。

美国在气候变化领域拥有科技优势，但美国

对于气候变化的态度比较消极，在气候谈判中强

调维护本国利益，很难在国家利益上做出妥协。

美国在海牙会议上要求大幅折扣减排指标，没有

获得认可，随后美国便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

但退出《京都议定书》后，美国仍然参与后京都

气候合作，也多次表态将参与国际气候机制的构

建。2015 年，巴黎气候大会召开，奥巴马出于挽

回美国形象的考虑，在各方努力下参与《巴黎协

定》。在《巴黎协定》中，美国在减排和技术资

金援助上都受到了强烈的约束。而特朗普上台后，

其政策导向是要放开能源产业管制，促进煤炭产

业发展，并鼓励增加石油和天然气产量与创造就

业机会。由于《巴黎协定》与特朗普复兴能源行

业的政策倾向不相符合，2017 年 6 月 1 日，特朗

普在白宫宣布美国将继续奉行“美国优先”战略

并退出《巴黎协定》[11]。

绿色气候基金是气候变化融资的重要多边平

台。截至 2017 年 5 月，绿色气候基金已募集 103

亿美元。其中美国捐赠承诺为 30 亿美元，日本捐

赠承诺为 15 亿美元（约为 1 688 亿日元 ）。根据

绿色气候基金公布的数据，日本已经支付的金额约

为 770 亿日元，为承诺金额的一半左右 [12]。而美

国已经支付的金额为 10 亿美元，根据美国目前的

表态，很可能不会支付剩余的承诺资金 [13]。

3　对我国开展科技外交的启示

我国对气候变化采取积极参与的态度，并且

一直为推进气候变化谈判进程做出努力，发挥了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巴黎大会之前，中国为大

会召开做了积极的准备工作。 2015 年 9 月，中国

宣布设立总额为 200 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气候变化

“南南合作”基金 [14]。在发达国家尚未尽到足够

义务之前，中国自愿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注入额外

的财政贡献，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减轻财政压力。

2015 年 11 月，“从哥本哈根到巴黎”民间联合应

对气候变化发布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作为国内民

间力量参加巴黎气候大会边会的行前预热。发达

国家在推脱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及资金援助时，

中国再一次展现了大国姿态。结合以上气候变化谈

判中科技外交的特点，针对我国科技外交的未来发

展提出以下建议：

（1）提高科学家及科学共同体参与科技外交

的意识，调动积极的民间科学力量。气候变化问题

中，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科技

发展的大背景下，科技外交是对传统外交的有益补

充，几乎所有的外交工作都与科技相关，都提供了

科技外交的可能。要促进我国科技外交的发展，首

先应提高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的科技外交意识，使

他们成为科技外交的主体，成为科技使者。民间力

量作为科技外交主体，往往能够为科技外交找寻机

会，在官方关系不够融洽时，可利用民间科技力量

找到突破口 [15]。

（2）将提高科技实力作为科技外交发展的重

要一环。科技实力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决定了国家的

话语权。美国虽然对气候变化谈判的态度较为消

极，但是用于气候变化相关技术的研究经费一直在

增加。科技实力是国家未来发展的动力之源。目前，

我国在高新技术行业仍然落后美日等国家，在建设

国家科技实力方面，要更加重视利用科技外交手段

从欧美日等国吸收先进发展经验助力我国发展。

（3）在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中找到平衡。以

气候变化为例，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对中国而

言有好有坏。首先，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将

中国推上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者的位置。中国

在气候变化谈判中一直积极承担应有的国际责任，

赢得了国际声誉。在气候变化领导者的位置上，

中国将能够进一步提升在全球的影响力。但是，

要得到更多影响力就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其

次，美国退出后，中国的国际责任更重。减排等

问题都会对国家发展产生直接影响，与我国经济

·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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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直接相关。这种情况下，发展科技外交必须

要平衡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美国的“美国优先”

战略倾向于维护国家利益；而我国历来以负责的

大国自居，往往更强调承担国际责任。在我国互

利共赢的外交理念下，开展科技外交活动也要强

调维护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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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Diplomacy in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XU Wen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of China, Beijing　100038)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science diplomacy in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and analyzes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cience diplomacy: scientists and communities of scientist become important subjects 
of science diplomacy;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ength affects science diplomacy; the influence of 
technological factors should comply with national interests and other political factors.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cience diplomacy: fully motivating initiative of civilian 
scientific strengths, increas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in climate change field, finding a balance 
between national interests and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Key words: science diplomacy;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national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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