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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各方艰苦谈判，巴黎气候变化

大会在当地时间1 2月1 2日晚通过了旨

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巴黎协定》。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份覆盖近200个国

家的全球减排协议，具有里程碑式的意

义。中国代表称赞该协议是“一个里程

碑”。

协议中的重要亮点包括，(1)全

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

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

氏度之内而努力。为了实现这些温度目

标，各国应着眼于尽快达到“温室气体

排放量的全球峰值”，并在本世纪下半

叶实现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要小于地球

一年吸纳的温室气体，温室气体将不再

增加。(2)2020年后，各方将以“自

主贡献”的方式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行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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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后者减缓和适应气候变

化。(3)从2023年开始，每五年将对

全球行动总体进展进行一次盘点，以帮

助各国提高力度、加强国际合作。

如同历次气候大会一样，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间展开的激烈博弈贯穿了

巴黎气候大会，围绕减排力度和审查协

议的执行情况等方面，西方国家更是将

批评矛头指向中印等主要发展中国家，

施加了很大压力。进入部长级会议后，

西方国家要求各国从2020年开始每五年

更新一次其限制排放的承诺，遭到了中

国等国家的反对。中国代表大多数发展

中国家表示，支持每五年一次对各国的

承诺进行总体盘点，但希望是在自愿而

不是强迫的基础上对二氧化碳减排目标

做出任何更新。

正如多国与会代表在达成协议后说

的那样， “这个协议并不完美，还存在

一些需要完善的内容，但这并不妨碍人

类社会向前走出历史性一步”。巴黎气

候协定表达了人类进步需要实现低碳转

型，意味着化石能源的历史最早可能在

本世纪中期终结。可以预见，此协议将

j?观察

巴黎气候协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给今后人类的能源利用结构带来重大影

响，改变现有的产业结构，并深刻影响

人们的生活。同时，它也需要各国建立

与之配套的行动能力。

面对已经达成的协议，中国政府

和社会需要积极思考它给未来中国带来

的影响，以及中国应该如何应对挑战。

无疑，气候协议达成是件好事，但也是

一把双刀剑。目前，中国在环保和生态

认识水平上还处于极为初步的阶段，国

内经济更是面临着持续放缓的压力，各

级政府的主要着眼点，仍然在如何促进

经济增长、保障就业民生、增加财政收

入上。在环保、减排的压力下，地方政

府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经济发展指

标，压缩城市空间。这有一系列的调整

工作要做，难度很大。

从产业和企业层面看，原有项目

必然要增加生态投资，成本略有增加，

但很多不合格竞争者也会被淘汰出局，

有利于市场更加健康，助推中国经济的

转型。这需要官方与产业层面，做好一

系列的制度和改革方面配套工作。只有

做好这一切，才“有望”而不是一定能

实现减排目标。这是难度不小的工作，

有可能成为中国落实气候协议目标、发

展绿色经济的“拦路虎”。而一旦国内

的节能减排工作进展不顺利、没有到位

的话，可以预料，中国在国际上将会非

常被动，成为各国指责的目标。国家大

力推动的各项重大政策，包括“一带一

路”战略，都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尽管存在着上述因素，但相关研

究机构仔细分析了今后的发展趋势后认

为，今后中国节能减排的结果会比较明

显，有可能做到、做好中国的减排承

诺。主要原因在于，(1)中国国内对

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认识正在转变，并且

接近达成共识。这种速度认识的调整，

经过了艰苦的努力，这是一种具有划时

代意义的进步。(2)中国对于生态环

境的认识越来越出现强烈的内生动力，

毕竟按原有的发展方式不可持续，因此

支持的人会越来越多，得民心者得势，

这将成为中国今后政策选择的一个方

向。

巴黎气候协定的达成是全球气候

问题历史上的里程碑，全球前所未有地

在全球气候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协议，其

中一些共同的基本原则将对全球各国形

成一定约束。中国作为最大的温室气体

排放国之一，将受到此协议的约束和引

导，既面临着机遇，也面临着挑战。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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