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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协定》后我国温室气体控制规制模式的

转变及法律对策

杜 群,张琪静

摘 要:《巴黎协定》生效后,国家自主贡献机制赋予我国履行温室气体强制自主减排的国际义务,并可

通过国内法机制予以实现。我国控制温室气体采取与大气污染物实施协同控制的规制模式。在温室气体控制

专门性立法缺位的情况下,２０ １ ５ 年修订的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 ２ 条确立其法律地位、成为其法律依据,在

具体政策实践中,着力于能源结构调整的节能减排机制成为协同控制温室气体的基本形态。但节能减排规制

体系局限于能源生产和消费环节,不足以实现我国到 ２０３０ 年的减排目标,《巴黎协定》后,我国温室气体控

制应尽快实现向自主规制模式转变,推动低碳发展机制势在必行。增强温室气体控制协同规制和自主规制并

形成合力需要法律、政策的调整和改革,主要对策包括加快制定能源基本法,加强能源清洁利用制度,制定

气候变化应对专门法律,促进现行环境资源法和经济法的 “低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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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１ ９ ９２ 年,中国成为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方,开始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义

务。１９９７ 年 《京都议定书》通过,中国虽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但仍积极开展温室气体自愿减排

行动,不仅依赖大气污染防治的国内法机制发挥协同控制温室气体的作用,还通过清洁发展机制等

国际合作方式协助议定书中发达国家的强制履约。２０１ ５ 年,《巴黎协定》提出 “自主承诺＋全球盘

点”的国家自主贡献合作模式,正式启动 ２０２０ 年后全球温室气体控制进程。在 《巴黎协定》框架

之下,中国开始承担温室气体强制减排的国际义务,受制于日益趋紧的国内生态容量和可能的二氧

化碳排放空间[１],既往的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协同规制模式并不足以实现我国的减排承诺。２０１ １
年我国发布实施 《“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标志着我国温室气体控制自主规制模式

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政策和实践基础。《巴黎协定》之后,我国如何调整和完善现有的温室气体控制

的规制模式及法律对策,是本文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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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巴黎协定》后温室气体控制国家自主贡献责任和新的国际义务

２０ １ ５ 年 １ ２ 月 １ ２ 日,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气候变化应对文件——— 《巴黎协定》通过,其在

缔约方的履约方式上提出了创新机制。随着 ２０ １ ６ 年马拉喀什气候大会、２０１ ７ 年波恩气候大会、

２０１ ８ 年卡托维兹气候大会和 ２０ １ ９ 年马德里气候大会的接连召开,《巴黎协定》(２０１ ５)的实施细则

被密切关注和探讨,国际社会履行温室气体控制国际义务的进程也在加快。由于美国在 ２０２０ 年 １ １
月 ４ 日正式退出 《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格局受到影响[２]。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的中国,也

在重新审视和选择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规制模式。
从历史考察,国际温室气体控制法律规制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期。首先是以 “责任区分化”为

主要特征的履约时期,规制的法律文件是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１９９２) (以下简称 “《公
约》”)和 《京都议定书》(１９９７)。在这一时期,“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中的 “区别”承担义务

更为突显。《公约》按经济发展状况等条件,将国家分为工业化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

同类型的国家承担不同的减排责任,规定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目标,但未对各缔约方设定温

室气体排放的限制指标。《京都议定书》一改 《公约》的 “三分法”,将国家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对发达国家进行温室气体排放定量限制,对发展中国家则不作减排指标要求。在此阶段,中

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虽未承担强制减排义务,但需承担一般性的温室气体控制义务 (即提供 “关于温

室气体各种源的人为排放”和 “各种汇的清除”的国家清单)[３],同时还要协助实施 《京都议定书》
中确立的清洁发展机制。

国际温室气体控制法律规制的第二个时期是强调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 “责任共同化”
的履约时期。早在 ２００９ 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上,发达国家就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实质碳减排责

任[４](P９ ６)。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哥本哈根协议》 (２００９)实质上瓦解了 《京都议定书》建立的以

“区别责任”为主导的责任体制。随后签订的具有约束力的 《巴黎协定》,成为国际温室气体控制

“责任共同化”的里程碑。《巴黎协定》提出 “国家自主贡献”承诺减排机制,要求各个国家或地区

提交各自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自主贡献计划,辅之以 “全球盘点”机制①,确保国家自主贡献计划

的有效实现。国家自主贡献因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均被纳入强制减排范围而体现 “共同责任”的

规制特征。在减排承诺形式的选择上,发达国家大多采取固定基年绝对量减排目标的形式,中国则

采用 “碳强度＋排放峰值年”的模式[５],承诺 “到 ２０３０ 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

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 ６０％~６５％”②。以此为基础,二氧化碳

控制指标进一步细化分解至各个地方、不同部门和行业。在地方碳强度目标分解上,相比相对落后

和能源结构高碳的省份,沿海发达省份的下降目标较高③。在部门与行业碳减排目标分配上,《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十三五”规划纲要》(２０１ ６)明确提出,“有效控制电力、钢铁、建材、化工等

重点行业碳排放,推进工业、能源、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低碳发展”, 《能源发展 “十三五”规

划》(２０１ ６)提出,到 ２０２０ 年实现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累计降低 １ ８％。《工业绿色发展规划

(２０１ ６—２０２０ 年)》提出,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 ２０ １ ５ 年下降 ２２％,《国家应对气候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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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依据 《巴黎协定》第 １ ４ 条,“全球盘点”机制是指作为 《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应定期盘点 《巴黎协定》的履行情况,以评估实现 《巴黎协定》宗旨和长期目标的集体进展情况。

中国提出 ２０２０ 年单位 GDP 碳排放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 ４０％~４５％。根据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２０ １ ９ 年度

报告》,２０ １ ８ 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２００ ５ 年累计降低 ４５.８％,已经提前达到承诺。
参见 《“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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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则首次提出了钢铁和水泥行业减排阶段性目标,即到 ２０２０ 年二氧化碳

排放总量基本稳定在 “十二五”末的水平。但总体来说,部门和行业的减排责任落实机制仍然较为

模糊,不够具体[６]。
从不承担减排责任到自愿参与减排再到强制自主减排,中国在温室气体控制国际义务承担的过

程中,从被动参与者转变为主动推动者。从温室气体控制的规制模式方面考察,这种角色的转变也

需要有所反映,即应从前期的与大气污染防治协同控制的依赖模式向低碳发展的自主控制模式转

变。

三、温室气体控制与大气污染物控制协同规制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一)协同规制的逻辑基础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创立协同学。哈肯协同理论的核心思想为:“在
一定的条件下,不同的系统可以遵循共同的规律发生变化,通过相互作用、协作最终达到动态平

衡。”[７](P１ ２ ３－１ ２４)循此理论,在政策成本一定的情况下,基于不同原因而同时实施的相关政策方案能

够产生正向的协同效益。
国际社会在 ２ １ 世纪初开始认识到在气候变化领域实施协同规制的重要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 (简称 IPCC)在 《第三次评估报告》(２００１)中首次提及气候变化领域中的协同效应[８],
《第四次评估报告》(２００７)提到了将空气污染物控制与温室气体控制结合起来的政策[９],《第五次

评估报告》(２０１４)强调协同效应在减缓气候变化中的应用①,并把协同效益定义为 “不考虑总体

社会福利的净影响情况下,为达到某一目的的一项政策或措施可能对其他政策目标产生的积极影

响”[１０]。
各国对温室气体的法律规制呈现两种形态,一是以日本为代表的通过专门法自主规制模式,日

本出台 《气候变暖对策推进法》,规定了抑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基本措施,包括实行温室气体核定、
报告、公布制度以及保护森林等资源以发挥吸收作用的制度。二是将二氧化碳认定为空气污染物,
与大气污染防治进行协同规制,如美国通过判例法予以认定并实施[１ １]。

在中国语境下,温室气体协同控制主要是和大气污染物减排进行协同规制,即在大气污染物减

排的同时减少或者吸收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排放。这两项政策的实施还可能带来能源节约、经

济成本减少、公众健康改善等正向效益。在 ２０ １ ５ 年我国 《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以前,温室气体

(主要是二氧化碳)是否纳入大气污染防治立法管控曾引发热烈讨论②。最终,我国采取折中方式,
即将温室气体控制写入法律中,但并未将其认定为大气污染物。这一方面在事实上承认了大气污染

物和温室气体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为在大气污染防治中实行温室气体协同控制和未来开辟温室气体

控制的自主规制模式奠定了开放性基础。
防治大气污染是我国长期的、严峻的环境保护任务。《巴黎协定》后,面对大气污染物和温室

气体的双重减排压力,实施协同控制是我国环境治理较长时期内的必然选择。２０１ ５ 年修订的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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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IPCC AR５ Synthesis Report:Climate Change ２０ １ ４》。
关于学界争论的论文可参见常纪文:《二氧化碳的排放控制与 〈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载 《法学杂志》 ２００ ９

年第 ５ 期;唐双娥:《美国关于温室气体为 “空气污染物”的争论及对我国的启示》,载 《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４ 期;刘明明:《略论温室气体的法律定位》,载 《理论导刊》２０ １ ２ 年第 ２ 期;姚莹:《〈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制

温室气体排放的进路探析》,载 《环境保护》２０ １ ４ 年第 １ ８ 期;李艳芳、张忠利:《二氧化碳的法律定位及其排放规制立法

路径选择》,载 《社会科学研究》２０ １ ５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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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污染防治法》首次在大气污染防治国家立法中涉及温室气体,提出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

制的原则性条款。其第 ２ 条第 ２ 款规定,“对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氨等

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实施协同控制”,可视为将温室气体协同控制的政策实践上升为法律规制机

制的标志。该条款的诞生早于 《巴黎协定》,其意义重在原则指引和战略、策略的选择;而 《巴黎

协定》的通过进一步说明了我国 《大气污染防治法》所确立的大气领域协同规制战略的前瞻性和重

要性。
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协同控制具有现实可行性。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的主要来源是化石燃

料燃烧,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占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总量的 ７８％[１２](P７)。我国

二氧化碳 (温室气体)和二氧化硫 (大气污染物)排放贡献率最高的工业部门主要是电力行业、黑

色金属行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四个行业[１ ３]。而 《京都议定书》规

定的 ６ 种温室气体中有 ５ 种与 PM２.５ 相关[１４],碳减排能实质导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的降

低[１ ５]。可见,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排放具有排放源的同质同源性、重点排放行业的重叠性和排

放效应相关性等共性,这成为协同控制实施的物质基础和客观前提。
我国实行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协同控制,也符合成本效益最大化的经济衡量原则。考量法律

政策实施的成本投入和效益产出,协同控制的经济意义在于可以实现部分成本节约。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发布的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中国人类发展报告:迈向低碳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未来》指出,如果在

中国实施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协同控制,将能在节约一半大气污染治理费用的同时实现至少 ８％
的温室气体控制目标。而 Rafaj 等人提出的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物交互和协同模型表明,在 ２０５０
年,全球三分之一因协同控制而减少的空气污染控制支出将发生在中国[１ ６](P８２ １)。通过实施大气污染

物减排措施所产生的附加的温室气体控制协同效果,也可减少温室气体控制成本。２０１ ５ 年,我国

基本全部淘汰了 ２００５ 年底前注册营运的黄标车,也相应地降低了温室气体排放①。治理散煤污染

不仅能有效改善空气质量,还能产生巨大的协同减碳效应②。
当前,我国已经对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分别设定了控制目标,例如 《“十三五”控制温室气

体排放工作方案》(２０１ ６)和 《“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２０１ ６),这些目标均以 ２０２０ 年

为实现节点,与我国履行自主贡献的国际减排任务的窗口期 ２０３０ 年在时间段上基本一致。在公共

资源有限而达成国家治理义务性目标又具有时效性的条件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十三五”规

划纲要》提出了大气污染物控制和碳减排目标③,这种以主要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 “双减”为目

标的综合排放控制,是对 《大气污染防治法》协同控制条款的有效实施,能够提高法律政策实施的

经济效益,实现成本节约和效益增强的双赢目的。
由于 《巴黎协定》规定的温室气体国际减排义务需通过国内法机制转化实现,我国在温室气体

控制专门性立法缺失的状态下,必然向已有的法律框架寻求多元的温室气体规制模式选择。在同属

大气环境治理领域的污染防治立法中实施温室气体协同控制,既能实现我国大气污染物减排目标,
也能有效履行温室气体控制国际义务,达到国际义务和国家责任一体化的要求,因此成为温室气体

控制自觉的、首要的规制模式之选择。
(二)我国温室气体控制协同规制的基本形态:节能减排机制

对我国来说,温室气体控制和大气污染物减排发生根源在于以煤炭为主的高碳的能源结构和粗

放、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节能减排着力于能源结构调整,经过十五年的发展已形成较为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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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 《中国空气质量管理评估报告 ２０ １ ６》。
参见 《中国环境空气质量管理评估报告 ２０ １ ７》。
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 １ ５％,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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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是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协同规制模式的主要机制。

２００６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了 “单位 GDP 能耗降低 ２０％左右,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 １ ０％左右”两个约束性指标,被理解为是节能减排的初始性概念。在此

纲要中,温室气体排放虽未设定具体的控制目标,但通过节能减少能源消费和源于能源消耗产生的

温室气体排放①的协同控制策略,已经设计其中。在 “十二五”规划中,我国增加了单位 GDP 二

氧化碳排放降低 １ ７％的碳强度目标,从单一的能源强度控制发展到能源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双控

目标的设定,气候变化成为能源和经济发展战略、政策的目标领域,气候变化与大气污染防治在节

能中的协同控制得以实质展开。“十三五”期间我国新提出了碳排放总量控制的要求,《“十三五”
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２０１ ６)新提出能源消费总量控制目标,这与协同控制温室气体的要求进

一步吻合。从 ２００６—２０１ ６ 年,中国节能量为 １ ２ 亿吨标准油,相当于减排 ４９.８ 亿吨二氧化碳[１ ７]。
能源强度 (单位 GDP 能耗)下降对碳排放强度下降的贡献最大,占比在 ６ ７％以上[１８]。而自 ２０ １ ３
年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 ２０ １ ７ 年已经提前实现了到 ２０２０ 年单位 GDP 排放强

度下降 ４０％~４５％的承诺②。
可见,在 《巴黎协定》之前,我国温室气体控制依赖于节能减排机制的实施,而且形成了较为

完整的法律政策体系。用耦合的视角考察综合管控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的法律体系,可以发现关

于温室气体控制的立法分散在能源单行法和清洁生产立法中,能源利用和清洁生产问题在大气污染

防治立法中也占有重要篇幅。更具体来说,能源立法如 《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清洁生

产立法如 《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组成的节能减排法律体系,无论是在温室气体

控制还是大气污染物减排上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管理体制上,已经形成了更加有利于大气污染

物与温室气体协同控制的机构安排。２００７ 年 ６ 月,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宣

告成立,成员由国务院 ２０ 多个部、委、办、直属局的主要领导担任,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使得

控制温室气体与节能减排在管理体制上有了内在联系,事实上确定了节能减排在温室气体控制上所

发挥的重要作用。２０１ ８ 年机构改革后,节能减排职能转移至生态环境部,这说明了环境保护与节

能减排的内在联系,推动节能减排机制的发展进入环境保护遵守和执法阶段。

四、我国温室气体控制向自主规制模式的转变

长远来看,节能减排机制以能源为重点规制领域、以大气环境质量改善为目标,而非以温室气

体控制或协同控制为直接目的,且其规制局限于能源生产和消费环节,因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温室

气体排放和由此带来的气候变化问题。节能减排是我国现阶段缺乏温室气体控制自主规制时的有效

依赖路径,但非最优选择,在 《巴黎协定》后,我国有必要在节能减排协同功能增进的基础上,主

动推动温室气体控制向自主控制的直接规制模式转变。
(一)温室气体控制自主规制模式的雏形及其法制实践

虽然温室气体控制在 《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之时被纳入立法,但在大气污染防治法律框架之

下,温室气体控制与大气污染物控制的法律地位仍然存在差异,集中表现为温室气体排放的管控不

能直接以 《大气污染防治法》为依据。大气污染防治以改善国家大气环境质量为目标,《巴黎协定》
则将气候变化应对目标表述为 “确保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 ２℃之内,并为把升

温控制在 １.５℃之内努力”,两者管控目标在管控指标、效力期间和效力范围等方面并不一致。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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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０７ 年,在能源消费总量超过美国前,中国源于能源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已超过美国。
参见 《中国环境空气质量管理评估报告 (２０ １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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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大气污染物的政策措施虽然在短时间内可以获得较为显著的温室气体排放减少的协同效应,但面

对减碳目标的提升需求,协同效应将越来越有限[１ ９]。这均表明温室气体自主规制模式的不可替

代性。
自 《“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出台以来,我国开展专门性的温室气体控制政策

实践已近十年,形成了 “强度＋总量”目标引领、命令—控制手段先行、市场调节机制跟进的规制

特征。命令控制手段表现为行政机构采取行政命令、指示、规定等方式,如前述的温室气体排放工

作方案、“十三五”规划纲要等,对相关社会主体形成目标约束和行为规制,温室气体控制成效显

著。但命令—控制手段忽视了不同减排者之间减排边际成本的差异,规制效率偏低。为有效分配温

室气体排放额度,提高效率,我国着手建立了以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为代表的市场调节机制。从

２０ １ １ 年开始,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开始在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深圳、湖北、重庆等七个省、
市进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碳排放权市场交易机制进入培育和探索阶段。２０１ ２ 年,通过实施

《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经核证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量具有国家信用效力,对企业

和个人产生激励效力。２０１４ 年的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为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提

供了规范依据。２０１ ７ 年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其以 “稳中求进”为总基调,以发

电行业为突破口,分阶段、有步骤地建立归属清晰、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监管有效、公开透明的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我国温室气体控制的制度实践从规范性文件即法源形式考察可知,其自主规制

模式的法制化程度不够,表现为:一是一些强制性制度法制化不足或尚未建立,如温室气体排放总

量控制制度,我国的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十三五”规划 〈纲要〉》和 《“十三五”控制

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均提出要开展碳排放总量控制,北京、上海、甘肃、云南等地也从地方层

面积极探索建立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和分解落实机制,但实践中我国仍然以碳排放强度控制制度为

主。二是政策实施的规范依据的法律效力位阶低,规范依据或者主要规定在规范性文件中,或者依

附于其他制度中甚至缺失。前者如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制度,２０１ ５ 年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

布了首批包括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以及发电、钢铁、民航、化工、水泥等

１ ０ 个重点行业温室气体排放管理的 １ １ 项国家标准。后者如温室气体排放标准,通过它的建立可以

改善大气环境质量规制,但是大气环境质量标准不能替代温室气体排放标准。此类情况在高耗能产

业 (钢铁、水泥、玻璃和有色金属)、能源燃料工业 (如石油化学工业)、道路交通 (如汽油车、柴

油车等)等十多个标准中存在。而专门性温室气体排放标准尚未出台。值得注意的是,在政策实施

的规范依据的法源问题上,一个有意思且有意义的特征是,与前述必要的行政强制性制度不同的

是,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和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在内的市场化制度法制化程度较高,且形成了以部

门规章为主体的规范体系。例如,２０１ ９ 年 ３ 月 ２ ９ 日,生态环境部发布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

例 (征求意见稿)》,这是对碳排放交易制度法治化的实质推进。
早期,我国秉持着 “气候变化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的逻辑思路,授权宏观经济决策和计

划部门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负责温室气体控制综合决策、规划管理。《巴黎协定》后这一管理体

制发生了转变。２０１ ８ 年,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中,温室气体管制职责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移转至

新成立的生态环境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国温室气体自主规制模式成熟化的标志,表明温室气体

规制基本完成宏观经济协同、综合决策的制度框架设计,进而走向以执法监督为主的制度实施管制

阶段。而在执法监督机制的模式选择中,温室气体控制与大气污染物减排的协同规制的内在逻辑关

系及实存制度间的关联,使得国务院将温室气体管制职责转移到大气污染物控制主管部门。在地方

机构改革中,所有省区的气候变化职能均已转入生态环境保护部门,或单独设为处级机构,或与已

有处室 (多为大气环境处)合并。机构改革后,国务院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领导小组的协调机

制也发生变化,从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承担协调职能转变为由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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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承担,工作范围由原来的部内协调变为部际协调,协调管理广度和难度均增大。上述中央和地

方管理机构的职能调整,为我国温室气体自主规制模式的建立创造了体制条件,同时也兼顾了与原

大气污染物减排的协同控制规制。
(二)温室气体控制自主规制模式的基本形态:低碳发展机制

《巴黎协定》(２０１ ５)第 ４ 条第 １ ９ 款指出,所有缔约方应当努力拟定并通报长期温室气体低排

放发展战略,并在 ２０２０ 年前向秘书处通报 ２ １ 世纪中叶温室气体长期低排放发展战略 (以下简称

“低排放发展战略”)。自 《哥本哈根协议》首次出现 “低排放发展战略”以来,国际社会和各国逐

步倾向于使用这一词汇来指代向低碳发展转型的国家战略以及一系列的具有内在逻辑性的行动和制

度[２０]。我国在政策文件和法律文本中则基本使用 “低碳”或 “低碳发展”,《“十三五”控制温室气

体排放工作方案》(２０１ ６)提出,把低碳发展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途径。本质上,两者含义基本相同,即用更少的温室气体排放成本获得发展绩效,因此,本文

认为我国温室气体控制自主规制模式应以低碳发展机制的治理形态呈现。
我国温室气体控制规制模式向低碳发展机制的转变,实质上是一个推动发展观念、生产模式、

生活方式等在内的全方位低碳发展的可持续发展变革[２１]。我国既往关于低碳发展的立法和政策实

践致力于三个方面。其一,促进低碳生产。《低碳产品认证管理暂行办法》(２０１ ３)、《国家重点推广

的低碳技术目录》(２０１４)等建立了低碳产品标准、标识和认证制度,但却只是技术层面的立法规

制,欠缺立法的广度和深度。其二,鼓励低碳消费。２００８ 年修订的 《消费税暂行条例》对高能耗

消费品做了征税的规定,一定程度上对形成公众低碳消费行为和习惯具有催生作用。２０１４ 年修订

的 《环境保护法》第 ６ 条要求公民采取低碳生活方式参与环境保护。２０１ ５ 年修订的 《大气污染防

治法》第 ７ 条同样对公民低碳、节俭的生活方式作出规定。但这些倡导性规定面临规制实效差的问

题,难以落到实处。其三,推进低碳城市试点工作。２０１０ 年,我国出台 《关于低碳省区和低碳城

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广东省、天津市等 “五省八市”① 被纳入试点范围。２０１ ２ 年,国家发展改革

委员会将北京、上海、石家庄、海南等 ２ ６ 个省市列为第二批低碳试点地区。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 １ ５ 年,
关于低碳社区和低碳城 (镇)的试点也陆续开展建设。２０１ ７ 年,包括乌海市、沈阳市等在内的 ４５
个城市成为第三批低碳试点区域。在试点过程中,关于低碳城市试点评价的指标内容不断丰富,从

仅包含碳排放指标逐渐增加至经济、产业、能源、环境、政策、管理等,并从低碳生产逐渐扩展至

低碳生活[２２]。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性文件以发展方向和价值使命阐述为主[２３],并未对试点区域提

出可量化的温室气体控制指标和考核要求。

五、增强我国温室气体控制规制模式综合效应的法律对策

对我国而言,《巴黎协定》之后温室气体控制不仅是国际义务,也是自身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

在需求[２４]。温室气体控制涉及气候、环境、经济、社会等多重领域,协同控制规制和自主控制规

制都是具有普遍性、综合性和战略意义的基本规制范式,因此夯实各自的制度基础并增强两者的综

合效应,是实现温室气体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必要和必然举措。为此目的,应当

通过法律、政策调整和改革,以完善我国温室气体控制的规制模式,提高其治理能力。本文提出以

下法律调整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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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五省八市”是指:广东省、辽宁省、湖北省、陕西省、云南省五个省份,天津、重庆、深圳、厦门、杭州、南

昌、贵阳和保定八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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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夯实节能减排协同规制的法律对策

第一个法律对策是夯实节能减排协同规制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节能减排是当前我国温室气

体控制的重要依赖路径,但是其自身的法律规制体系建设不足,今后法制完善的核心任务是完善能

源立法及其政策体系。首先,填补能源基本法缺失。现行各能源单行立法 (电力、煤炭、可再生能

源和能源节约),在立法目的和立法内容上存在一定的不协调,能源基本法的出台有望破除这一困

境。我国能源基本法的起草始于 ２００６ 年,２００７ 年国家能源领导小组办公室①发布了第一个 《中华

人民共和国能源法 (征求意见稿)》,１３ 年来数易其稿,目前已经被纳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

法规划。２０２０ 年 ４ 月国家能源局再次发布 《能源法 (征求意见稿)》。该稿将优化能源结构和提高

能源效率作为立法目的,并首次明确了不同能源类型的发展方向,如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提高非

化石能源比重、推动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和低碳化发展。在第 １ ９ 条和第 ３４ 条分别对国家、能源

企业和能源用户提出减少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要求。一些有利于协同控制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

的制度也被规定其中,如可再生能源目标制度 (第 ４４ 条)、可再生能源消纳保障制度 (第 ４５ 条)、
节能低碳电力调度运行制度 (第 ４８ 条)等。

其次,加强能源清洁利用制度的建构。一方面,完善已有的化石能源清洁利用制度。化石能源

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现有的 《煤炭法》以规划产业活动为重点,仅在第 ２ ９ 条规定鼓励发展

洁净煤技术,有必要将其与 《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关于煤炭使用的规定进行立法衔接,建立并完善

煤炭清洁利用标准制度、限制劣质煤炭进口和消费制度等[２５]。石油和天然气目前没有专门立法,
其产业活动依靠 《矿产资源法》(１９９ ６ 年修订)予以部分规制,管道保护则由 《石油天然气管道保

护法》(２０１０)予以调整,国家能源局 ２０ １ ９ 年发布了 《关于能源行业深入推进依法治理工作的实施

意见》,提出要做好 《石油天然气法》的起草修改工作。拟制定的 《石油天然气法》应对石油天然

气资源开采和利用过程中产生的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有所规制。另一方面,改善 《可再生能源

法》强制力不足的状态。“鼓励”和 “支持”性措施在 《可再生能源法》(２００９ 修正)中大量出现,
但很多鼓励支持性规定未设定具体可操作的实施规则,在条件具备、时机成熟时,应当尽量在法律

修订时作出制度化的规定,以提高法律实效。
虽然节能减排法律体系发挥了一定的温室气体协同控制作用,但其直接立法目的不是控制温室

气体,这使得整个节能减排法律体系都对温室气体关注过少。一方面,节能减排机制的 “减排”是

“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其与温室气体减排没有直接目标关联。以 《清洁生产促进法》 (２０１ ２ 修

正)为例,在 《大气污染防治法》并未将温室气体认定为污染物之后,其立法目的虽然包括 “减少

和避免污染物产生”,但显然并未直接指向温室气体减排。其他相关立法如 《循环经济促进法》《节
约能源法》等在立法目的上更为笼统,包括 “保护和改善环境”、 “促进可持续发展”等。另一方

面,节能减排机制的 “节能”是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为目标,虽然这能够与温室

气体减排有着积极的正效益,但是在能源消费总量不减少、高碳能源结构不改变的状况下,“节能”
不可能为温室气体减排带来实际成效,节能减排作用下的温室气体协同控制规制带有较强的附属和

依赖性[２６]。
(二)推进构建温室气体自主规制模式的法律对策

由此,应特别重视第二个法律对策的跟进,即考虑到节能减排机制只是温室气体控制的依赖形

态、不能长期倚重,应当坚定不移地推进形成温室气体自主规制模式,并强化低碳发展机制在立

法、政策和制度体系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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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能源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２００８),原国家能源领导小

组办公室的职责已被划入国家能源局。

万方数据



低碳发展作为温室气体自主规制模式的基本机制和规制形态,法律保障严重不足。如前所述,
政府在低碳发展领域的以命令—控制为主导的积极作为和政策治理并未有效地法治化,法律和政策

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脱节[２７]。对此,首先,应当制定气候变化应对专门法律。目前地方立法在积极

推进,２０１０ 年 《青海省气候变化应对办法》出台,２０１ １ 年 《山西省应对气候变化办法》发布。但

从立法内容看,现有的地方气候变化立法,以规定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职责为重点,本质上是

地方政府气候变化责任法[２８]。在国家层面,２００９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阐述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指导理念和具体措施,
并对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工作重点关注。该决议不仅起着政策宣示的作用,也为我国气候变化立

法提供了基本依据。２０１ ３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部门一度形成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对气候

变化法》草案文本①,但该法仍处于缺位状态,也未纳入国家立法规划中。未来,在气候变化应对

法制定过程中,温室气体减排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内容,应着重吸收既有政策文件中的相关制

度,包括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制度、排放标准制度、排放许可制度、统计核算制度等,以加强制

度规则的设计。
其次,应当促进现行环境资源法和经济法的 “低碳化”,将低碳发展的理念、行为或方式纳入

其中。低碳发展关涉各个领域,是一项系统性的协同工程,因而低碳发展的法律规制也不能只依靠

某一领域的立法完善或者某一法律部门立法的推进[２９]。在调整低碳生产和消费问题上,我国 《清
洁生产促进法》和 《循环经济促进法》为低碳发展立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尤其是 《循环经济

促进法》具有经济法、行政法和环境法相融合的法律属性[３０],对于关涉多法律部门的低碳发展立

法启示极大。与低碳生产立法相比,低碳消费立法更为鲜少。政府应成为低碳消费的首要践行者,
《政府采购法》应将低碳产品列入优先购买清单,同时,还应增加低碳产品的公共供给以减少社会

主体对高耗能产品的消费。在公众消费理念的引导上,应注重发挥经济激励和扶持政策的作用。在

低碳发展规制的重点部门和行业上,如前所述,能源、工业、建筑、交通四大部门和电力、钢铁、
建材、化工四大行业是温室气体排放规制的重点,以往部门和行业的专项规划只涉及二氧化碳控

制,缺乏对所有温室气体控制在过程和结果考核环节的协同,未来应当考虑加强横向协作,共同开

展碳排放总量目标的实施、评估和考核等工作,强化法律、法规和政策的保障体系和实施运行

机制。

六、结 语

《巴黎协定》确立了 ２０２０ 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制度的总体框架,在此框架下,我国提出了国

家自主贡献预案,明确了到 ２０３０ 年的应对气候变化自主行动目标。《大气污染防治法》在 ２０ １ ５ 年

修订之时,将自 ２００６ 年 “十一五”以来实践发展的 “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协同控制”上升为法

律机制,意味着我国温室气体协同规制模式向常态化发展。我国进行大气污染防治与温室气体控制

协同规制的基本实态是节能减排机制,长远来看,节能减排机制是有效、有力之策,但并非最优选

择。温室气体减排目标最终能否有效实现,还需自主控制规制模式的推进。低碳发展机制涵盖生

产、消费、发展等领域,是温室气体自主控制规制模式的必然选择。温室气体协同控制和自主控制

规制模式都面临着法律保障不足的问题,应当予以完善:一方面,节能减排机制协同效用的增强有

赖于能源领域立法的完善;另一方面,低碳发展机制的形成需要气候变化专门立法的引领,并将低

碳发展的理念引入现有的相关部门法领域,构建有效的制度和实施机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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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２０ １ ３ 年 １ １ 月发布的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２０ １ ３ 年度报告》,第 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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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ory and Law Reforms in Reflection to the Strategic Transit of
Greenhouse Gases Control in China after Paris Agreement

DU Qun,ZHANG Qi-j ing

Abstract:After the Paris Agreement came into effect,the mechanism of the 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
mined contributions demands China to fulfill the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 of mandatory and independent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 through the realization of relevant domestic laws.The current strategy that
China has adopted is the so-called cooperative control approach,to reduce greenhouse gases emiss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ame course of air pollutants prevention and control.In the case of lacking special
legislation of greenhouse gas control,article ２ of the Atmospheric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Law revised and adopted in ２０ １ ５ established its legal status and became its legal basis.In practice,this
mechanism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whose aim is on energy structure adj ustment
has become the basic form to achieve greenhouse gas reduction.However,the application areas of the co-
operative regulatory mechanism of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are limited in energy pro-
duction and consumption,thus not strong enough to achieve China’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 by ２０３０.After the Paris Agreement,China should realize the necessity of the strategic transit
from the cooperative approach to the independent one.The imperative challenge in this transit is to pro-
mote low-carbon development mechanism in the whole regulatory system to combat climate change.In
order to strengthen both cooperative and independent regulatory approach of greenhouse gases control
and enhance the j oint synergy of them,legal adj ustment and regulatory reforms are needed.Main legal
and regulatory countermeasures include:to formulate the energy basic law,and strengthen the energy
clean utilization system,and formulate the special laws to deal with climate change,and integrate the
concept of low-carbon into the current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 law and economic law.
Key words:Paris Agreement;greenhouse gas control;regulatory approach;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
mission reduction;low-carbon development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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