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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气候谈判中，美国几乎都
是发达国家推卸责任的强硬代
表。近年来，尽管美国总统奥巴马
提出过一系列减排目标、承诺和计
划，但实效并不像其宣传的那样显
著。与之相比，欧盟态度积极很
多。在最新一次发布会中，欧盟委
员会首席谈判代表埃利娜·巴德玛
表示，利马大会将成为巴黎大会前
一个重要里程碑，欧盟期待利马大
会取得实质性成果。

她说，各方目前走在正确的
道路上，必须继续努力以推动巴
黎大会达成预期协议。欧盟对
2020 年后新协议的基本要求包
括，协议必须建立在政治互信基

础上，透明且有持久性；新协议必
须保持平衡性，努力支持应对气
候变化能力较弱的国家并承诺向
发展中国家履行资金技术转让和
能力建设等义务，同时确保到本
世纪末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
在2摄氏度以内的目标不偏离。

欧盟今年 10 月通过 2030 年
气候和能源的一揽子框架协议，
提出到2030年在欧盟范围内使温
室气体排放比 1990 年减排至少
40%。但一些发展中国家和非政
府组织表示，考虑到欧盟国家的
历史责任、现实能力和科学要求，
欧盟的这一减排力度仍然不够。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和国际社会上一个负责任的大
国，中国企业以及中国投资在“走
出去”的过程中积极配合当地的
环保标准，为世界环境保护的可
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以拉美为
例，近年来中国在拉美参建的水
利水电项目大幅增加。厄瓜多尔
非政府组织经济和社会权利研究
所国际金融协调员宝琳娜·加尔

松表示，目前承担拉美地区水利
水电工程建设的主要是中资企
业，中资企业用先进的技术帮助
许多拉美国家用上了可持续能
源，具有重要的环保意义。

拉美及其他地区的中小发展
中国家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也发出
了自己的声音。参加此次大会的
巴西代表团团长若泽·卡瓦略强
调，在减排问题上，巴西坚持共同
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希望此次
大会取得进展，为明年通过应对
气候变化的新协议打下基础。担
任本届大会主席的秘鲁环境部长
普尔加·维达尔日前强调，秘鲁希
望发达国家在利马气候大会上能
够承担更多的环保责任。

尽管分歧仍存，但欧盟新设
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中美发表气
候变化联合声明等承诺还是令人
感到鼓舞。而当利马气候大会主
会场内 19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
表就减排多少的问题争得面红耳
赤时，来自利马 20 所小学的 700
名儿童 4 日一早整齐列队站在米
拉弗洛雷斯区海边的沙滩上，用
白绿棕红色纸板摆出大树的图
案，静静地向全世界发出自己的
呼声：应对气候变化刻不容缓，且
人人有责。“每次会议谈判都会有
压力，但压力之下才能出成果，希
望各国代表的艰苦磋商推动利马
会议取得预期成果，为明年巴黎
会议就2020年后国际社会面对气
候变化行动的措施达成协议做好
准备和铺垫。”苏伟说。

（据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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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此次会议高度重视，
派出了由发改委、外交部、科技
部、财政部、环境保护部等部门代
表，以及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政府代表组成的中国政府代表团
与会。中国代表团副团长、首席
谈判代表苏伟表示，利马会议是
关系到明年巴黎会议能否取得重
要成果的重要一站。

此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有两个
方面：一是围绕 2015 年巴黎会议
的要素协商并敲定相关文本草
案；二是积极落实在此之前达成
的各方加强行动的共识，尽快启
动绿色气候基金。

绿色气候基金的提议最早出
现在 2009 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
上，在 2010 年的坎昆大会上最终
确定。按照《哥本哈根协议》和

《坎昆协议》的要求，发达国家要
在 2010 年至 2012 年间出资 300
亿美元作为快速启动资金，在
2013 年 至 2020 年 间 每 年 提 供
1000 亿美元的长期资金，用于帮
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但
到目前为止，这些都仅是纸上谈
兵，落实难度很大。绿色气候基
金的启动基金目前筹集 93 亿，仅
相当于目标的十分之一，且依旧
没有一个清晰的路线图和实现路
径。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
问题，多年来的减排努力取得了
重大成效。中国政府今年批准了

《议定书》多哈修正案，为推动《议
定书》第二承诺期生效作出贡
献。为确保实现到 2020 年前碳
强度比 2005 年下降 40%至 45%
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2013
年已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
化 碳 排 放 比 2005 年 累 计 下 降
28.56%。“十二五”规划提出，到
明年年底中国应该完成17%的碳
强度下降目标。

苏伟还透露，中国有望在明
年公布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国
家自主决定的贡献”目标。中国
正在对“国家自主决定的贡献”目
标进行评估调查，还在准备阶段，
有望在明年年初、最晚明年上半
年公布。他说，中国国务院副总
理张高丽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提
出的关于碳排放强度、非化石能
源比重，森林蓄积量和排放峰值
目标以及《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
明》的相关内容，都将包含在“国
家自主决定的贡献”目标之中。

11 月 12 日，中美两国领导人
就气候变化问题发表了联合声
明，宣布了两国各自 2020 年后应
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目标。中国计
划 2030 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
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
划到 2030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
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

中国国家领导人明确提出，
要帮助、支持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开
展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活动，要建
立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为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国提供实
实在在的帮助。此外，中国大力开
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为发展中国
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

苏伟强调，《中美气候变化联
合声明》的最大意义在于两国领
导人勇于面对减排会给两国经济
发展和繁荣造成的伤害；第二，该
声明是两国推动全球气候谈判取
得进展的途径和动力；第三，这一
声明不是一个联合行动计划或者
联合目标，这是一个相互尊重的
联合声明，能帮助气候谈判取得
真正的成果。

有记者问，《中美气候变化联
合声明》是否模糊了发达国家与
发展中国家责任界限？苏伟说，
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并不意味模糊
了两国的区别，事实上美国和中
国分别是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声明中两国的行
动方式也有所不同，美国以发达
国家的方式行动，中国则以发展
中国家方式行动。中国需要发展
经济，并为提高贫困人群的生活
水平、增强国力而努力，当然也要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倡低碳生
活，追求可持续的发展。

东盟—德国应对气候变化项
目高级顾问奥古斯说，中国等发
展中国家有迫切的经济发展需
求，但依然根据自身国情，做出了
相关减排承诺，这是中国等发展
中国家参与国际环保进程的重要
体现，希望美欧发达国家能够遵
循相关承诺，推动全球环保进程
向前发展。

多年努力，见证中国担当
此次会议之前，联合国分别

于 3 月、6 月和 10 月在德国波恩举
行了三轮谈判。9 月，联合国秘书
长潘基文又召集了有 120 多位国
家领导人在内的政府、企业、金融
机构和民间组织代表参加的气候
峰会。但是到目前为止，从谈判
中各方发出的声音来看，发达国
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依旧
明显，各方在大会上围绕新协议
的原则、方案设计、规则等展开激
烈博弈。可以说，利马气候大会
任重道远。

一些发达国家强调发展中国
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要承担更
多的减排责任，但却对向发展中
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
支持等兴趣不大，这对于发展中
国家实现减排目标非常不利。而
发展中国家则要求平衡反映减
排、资金技术转让、能力建设等要
素，各方贡献也应包括这些内容，
毕竟现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的发展差距还很巨大，经济社会

发展和消除贫困仍然是发展中国
家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
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邹骥认
为，发达国家对于应对气候变化
负有毋庸置疑的历史责任。气候
变化是累积排放的结果，“1750 年
到 2010 年，发达国家以较少的人
口 ，占 据 了 70% 的 二 氧 化 碳 排
放。我们必须区分开累积排放与
瞬时排放，中国近年来的排放量
增加，但与发达国家的累积排放
相比，这属于瞬时排放。”

邹骥说：“虽然目前发达国家
的排放量在逐渐减少，但从全球
角度来讲，这些国家依然应对发
展中国家的排放负有责任。因为
他们处在产业链的高端，而其盈
利离不开处于产业链中低端的发
展中国家，因此发达国家不能一
方面从发展中国家赚钱，一方面
还指责其增加排放。”

客观来说，发展中国家在发
展过程中，必然要经历一个排放

增加的过程。邹骥介绍说，发达
国家亦曾经历过这种过程，欧盟
在达到排放峰值时人均温室气体
排放量超过 10 吨，美国目前已进
入后工业化时代，但人均排放仍
在17.8吨左右。

除了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看法不同，发展中国家与发
达国家对于国家自主贡献预案也
有不同意见。国家自主贡献预案
在华沙会议提出，要求各缔约方
在2015年上半年提交一份自己国
家的自主贡献预案，而预案应该
包括哪些内容则将在利马大会上
确定。

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
表高风说，发达国家认为，各国提
交的信息都应该是一样的，而且
主要内容就是减排。中国等发展
中国家则认为，根据共同但有区
别的责任原则，各国提交的信息
应该有差别，减排、适应、信息透
明度、技术、资金、能力建设六个
要素要平衡反映，一个都不能少。

责任共同，也要区别对待

1212月月33日日，，在秘鲁利马在秘鲁利马，，一名女士从一名女士从““中国角中国角””外走过外走过。。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徐子鉴徐子鉴 摄摄

大会召开前，一场烛光守夜活动在利马弗洛雷斯塔公园举行。主办者希望
借此活动呼吁更多人行动起来，关注并应对气候变化。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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