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 %"$ %#"

作者简介!许寅硕!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金融.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和气候融资# '()*+,$-.I+1KX.63#$B52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我国碳交易市场连接及宏观调控机制研究&'批准号$A#<"B!&&()北京社会科学基金研究基地项目%支

撑京津冀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发展的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机制研究&'批准号$#$eEieF"B>()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我国银

行业信贷业务的环境风险管理研究&#

"巴黎协定#后的气候资金测量!报告和
核证体系构建研究

许寅硕#@董子源!@王@遥#

'#5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北京 #"""&#)!5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北京 #"""&#(

摘要@气候资金测量&报告和核证产生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之下$!""> 年以来一直是全球气候谈判的重点

之一$也是未来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不断增进国际信任的重要环节% "巴黎协定#达成的+每两年通报,的决定$将推动气候资金

测量&报告和核证得到不断的加强和完善% 本文通过梳理最新的气候资金机制以及测量&报告和核证的文献资料和智库报告$分析了

气候资金测量&报告和核证的内涵&目标和最新进展$以及公约框架下面临的挑战% 分析指出$目前不同的气候资金统计和核算机构

的资金分类标准存在差异$数据可比性有待改善'缺乏从资金上游到下游的反馈机制$影响气候资金测量&报告和核证体系的完整性'

气候资金计量体系虽然正在发展和完善之中$但仍然难以提供准确的资金+支付,数据% 据此$文章提出了构建综合性的国际气候资

金测量&报告和核证体系的重点任务!建立具有统一数据基础和核算口径的气候资金测量体系$建立操作指南更为详细&形式更为标

准统一的气候资金报告体系$以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气候资金核证机制% 最后$文章指出国际气候资金测量&报告

和核证体系的构建需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坚持公约资金机制的基础上共同参与和协作% 作为国际上少数几个向 U'S捐资的

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在参与过程中应力争体现发展中国家对气候资金性质的主张以及对测量&报告和核证机制的关键概念和范围

界定的主张$影响国际气候资金机制的运营规则和技术规则%

关键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气候资金'测量&报告和核证体系

中图分类号@S"$>@文献标识码@H@文章编号@!""# $#!"%(#"!&)!# $""## $".()*+!!",-.&./0,+112,!""# $#!"%,#"!&,!#,""%

@@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证 'W/*K.9*J,/! M/N69:*J,/!

h/9+Y+*J,/! WMh*J,/(起源于有关支持%国家适当减缓行

动&'D*:+61*,,IHNN96N9+*:/W+:+4*:+61 H2:+61K!DHWHK(的讨

论!根据 !""A 年 #! 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R1+:/;

D*:+61KS9*)/7698 F61b/1:+61 61 F,+)*:/FX*14/!以下简称

*公约+或RDSFFF(第 #B 次缔约方会议'F61Y/9/12/6Y:X/

L*9:+/K! FOL(达成的*巴厘行动计划+!发达国家应以可测

量.可报告和可核证的方式给予发展中国家技术.资金和

能力建设的支持!使其能够采取DHWHK,# %!- #

!""> 年第 #< 次FOL会议'FOL#<! 哥本哈根会议(确

定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的标准!即

!"#""!"#! 年!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B"" 亿美元的

快速启动资金!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行动!到 !"!" 年

这一数额将达到每年 # """ 亿美元# !"#< 年第 !# 次FOL

会议'FOL!#! 巴黎会议(达成的*巴黎协定+重申了这一

出资义务!明确%提供规模更大的资金资源&'*巴黎协定+

第 > 条第 = 款(# 资金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必要性以及气

候资金承诺的增加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期待并呼吁提高

气候资金的透明度.完整性和一致性!以评估气候资金承

诺的履行情况及资金使用效率,# %B- #

*巴黎协定+明确要求发达国家缔约方%每两年对相

关指示性定量定质信息进行通报!在信息可得且有必要的

情况下!报告对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公共资金支持的预测水

平# 鼓励其他提供资源的缔约方按照自愿原则每两年通

报一次这种信息&'*巴黎协定+第 > 条第 < 款( ,=- !预示气

候资金的测量.报告和核证'WMh(将以两年报告期为时

间节奏!持续得到加强和完善# 建立国际气候资金 WMh

业已成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的重要议题之一!也是

未来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不断增进国际信任的重要

环节# 在此背景下!系统梳理气候资金WMh的进展.参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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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资金治理的机构使用的WMh方法.气候资金WMh存

在的主要问题及对中国的影响!有利于中国更深层次地参

与国际气候资金治理!提高本国气候资金运行机制的透明

度!从而在对外和对内两个层面上更好地制定符合国情需

求的气候融资战略#

#@气候资金WMh的内涵和目标

气候资金的测量要求明确界定气候资金!即哪些项目

和活动的资金支持属于气候资金!以及多目标项目可以界

定为气候资金的资金比例!明确需要收集的具体数据信

息,<- # 气候资金的报告机制包括气候资金提供者和接受

者向社会公众披露资金信息的形式和方法!报告内容的详

细程度以及对气候资金额进行分类报告还是汇总报告也

是气候资金报告需要解决的问题# 核证过程一般包括两

方面内容!一是关于信息准确性及其产生过程可靠性的评

估!二是需要评估气候资金的使用以及这些资金是否有效

地支持了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以确保预设目标的

实现,!!<- #

!"## 年!].2X1/9等,$-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气候资金

WMh的总体目标$!对国际气候资金流及其趋势.来源和

目的进行清晰的描述!从而追踪国际气候资金承诺的履行

和资金使用情况!提高气候资金的有效性!识别气候资金

承诺实现过程中的障碍)"通过不断完善的透明度和问责

制建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信任机制)#提高国

际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有效性# 为了综合体现气候资金

供给者.使用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气候资金

WMh的具体目标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其一!保证气候资金流的透明性# 气候资金 WMh是

RDSFFF气候谈判的核心内容之一!对国际气候谈判不同

主体之间建立信任!更深层次地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非常必要# 同时!WMh体系还有助于监督发达国家 !"!"

年之前每年 # """ 亿美元资金承诺的履行情况#

其二!气候资金WMh是评估气候资金分配和使用情

况的基本工具# 对气候资金的额度.质量.分配和使用情

况进行评估!以保证气候资金产生.管理和运用的效率和

效果!保证具体的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目标的实现# 同

时!气候资金WMh能够识别气候资金受益者!明确特定地

区或行业的资金缺口!并监督和评估与气候相关的投资趋

势和进展# 气候资金WMh还能够促进不同主体应对气候

变化能力的提升!如能够学习到新的分配气候资金或撬

动私人资金的方式!从而提高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效果

和效率#

其三!气候资金 WMh有助于问责制的形成# 评估缔

约方整体和个体履行 FOL协议规定的资金责任的情况!

需要WMh体系提供完整.一致和具有可比性的气候资金

信息#

!@"公约#框架内外气候资金WMh机制的最
新进展

@@近年来!在 RDSFFF资金常设委员会 ' a:*1;+14

F6))+:://61 S+1*12/! aFS(.长期气候资金工作组'%Q614(

:/9)Y+1*12/& 7698 K:9/*)(.多边开发银行 'W.,:+1*:+61*,

E/b/,6N)/1:]*18K! WE]K(.多边和双边合作组织等机构

和平台的共同努力下!气候资金WMh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国际范围内还缺乏将气候相关资金及各自使用的 WMh

方法整合为RDSFFF下综合统一的国际气候资金WMh体

系的努力,# %!- #

气候资金WMh体系背后的政治分歧也进一步激化#

!"#< 年 #" 月 A 日!由 O'FE撰写的*!"#B"!"#= 气候资

金情况与 # """ 亿美元目标+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对外

公布,A- # 报告以 #> 个双边气候资金提供机构 !"#< 年 >

月 $ 日达成的联合声明中对气候资金等关键概念的理解

为基础!对气候资金数据进行追踪和报告,&- # 气候资金界

定的过程并非在RDSFFF下的谈判机制和活动中达成的.

经所有缔约方同意的共同理解!尤其缺乏发展中国家的立

场和参与# 因此!该报告一经发布就遭到%UAA \中国&在

内的 #B= 个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反对# 来自发展中国家的

谈判代表认为该报告对气候资金数据的识别和统计存在

固有缺陷!各方对气候资金概念缺乏共识!数据统计.报告

与核证过程缺乏透明度等问题都影响报告的公信力# 该

报告虽名为国际组织发布的%独立报告&!但实质上其关

键概念的界定及所依据的数据核算体系将对*公约+下资

金的WMh体系产生重要影响# 更重要的是!目前无论是

最脆弱国家针对温室气体的减缓行动还是发展中国家向

清洁的可持续经济体过渡!都面临着不断扩大的资金缺

口!这种仅对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贴气候

标签&式的核证计量!对缓解资金供需矛盾并无实质帮助!

对缔约方的合作进程有害无利#

!5#@气候资金治理利益相关机构的气候资金统计与报告

气候资金涉及的利益相关方非常广泛!其统计与报告

气候资金的目的与方法也不尽相同,>- '见表 #(#

!5#5#@RDSFFF框架下的国家信息通报和履约进展报告

附件CC缔约方在RDSFFF框架下的资金信息汇集制

度包括每四年提交一次的国家信息通报 ' D*:+61*,

F6)).1+2*:+61K!DFK( 和两年期报告 ']+/11+*,M/N69:K!

]MK(# DFK报告附件CC缔约方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气候

资金!]MK反映的是资金承诺的履行进展情况!按照通用

表格格式'26))61 :*J.,*9Y69)*:!F̂S(对气候资金的使用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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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适应.减缓等(.渠道'多边.双边等(.%新增的&和

%额外的&资金的判断标准等信息进行详细说明# 虽然

F̂S还有进一步完善和标准化的空间!但作为第一个应用

于发达国家气候资金报告的通用模板!F̂S对于提高资金

信息的完整性和可比性具有重大意义,> %#"- #

非附件C缔约方的DFK和双年期发展报告']RMK(是

基于资金需求维度的报告!]RMK是对DFK信息的更新!反

映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方面面临的挑战和缺口等最新信

息!也包括从全球环境基金'U,6J*,'1b+961)/1:*,S*2+,+:I!

U'S(.附件CC缔约方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缔约方.绿色气候

基金'U9//1 F,+)*:/S.1;!UFS(和多边机构获得的资金.

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等最新信息,##- # 相比 ]MK!]RMK目

前还没有统一的报告指南!尤其缺乏 F̂S用于指导非附

件C国家报告其受资情况,#"- #

RDSFFF下气候资金的统计与报告体系存在的一个

问题是!缔约方各自界定气候资金以及资金分类'如按照

部门和活动类型(指标!使得报告数据缺乏横向可比

性,#!- # 同时!报告并非每年提交!因此报告公布的资金数

据存在滞后性# 据统计!发展中国家迄今只提交过一到两

次DFK!时间间隔通常不止 = 年!且递交的 DFK缺少审核

程序,##- # !"#= 年发达国家提交了第六次 DF和第一次

]M!未来还会出现在同一年度提交 DFK和 ]MK的现象!

RDSFFF需要制定标准或指引进行报告内容和方法协调!

以保证两份报告的信息统计口径一致!同时避免信息的重

复报告#

!5#5!@O'FE层面基于%里约标记&的气候资金追踪与报告

@@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FEEHF(收集并审查

来自O'FEEHF成员.!A 个非 O'FEEHF成员.!& 个多

边机构和私人基金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应对气候变化援

助资金和其他支持信息# O'FEEHF运用债务人报告体

系数据库'F9/;+:69M/N69:+14aIK:/)! FMa(跟踪记录资金

信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标准化的报告方法!以及由所有

EHF成员国一致同意的报告指导原则,!- #

FMa收集具体活动层面的资金信息!并运用%里约标

记&'M+6)*98/9(识别资金用于减缓还是适应领域!再进一

步判定属于%直接援助& 'L9+12+N,/6JV/2:+b/(&还是%间接

援助&'a+41+Y+2*1:6JV/2:+b/(# 基于此!O'FE成员国在报

告%与气候相关的援助&'F,+)*:/(9/,*:/; H+;(信息时!除逐

笔明列提供援助的金额.渠道.形式等!还要说明该笔援助

是否与实现公约目标有关!是与减缓还是适应有关!是%直

接援助&还是%间接援助& ,#B- #

值得注意的是!里约标记并不是为量化和追踪气候资

金设立!因此!在使用里约标记及其指引进行气候资金统

计与报告时可能会出现多种解读方式# 同时!里约标记及

其指引没有相关的会计标准用于判定%间接援助&中能够

被归为气候资金的比例!这会导致报告数据缺乏可比

性,!!>- # 另外!O'FEEHF的 FMa和与之相关的里约标记

不是RDSFFF下的资金统计和报告机制!可能不能反映发

展中国家在气候资金治理中的立场#

!5#5B@WE]K的气候资金追踪与报告

WE]K是气候资金国际流动的主要渠道之一!它们在

项目和活动层面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具体交涉!其信息汇集

制度直接体现气候资金的运行情况# !"#" 年!WE]K成立

了研究如何对气候资金进行统一报告的团队!对亚洲开发

@@

表 #@气候资金治理利益相关机构的气候资金报告方法
*̂J5#@M/N69:+14*NN96*2X/K.K/; JI;+YY/9/1:K:*8/X6,;/9K6Y2,+)*:/Y+1*12/46b/91*12/

主题 RDSFFF O'FE WE]K

数据提交

主体
缔约方国家政府 成员国政府 各WE]

报告基础 项目.活动和部门层面数据的组合 项目'活动(层面数据 项目c项目组分c活动层面数据

资金来源
OEH.其他官方资金'OOS(以及其他
资金

OEH!OOS 来自内部和外部的资金

资金统计

依据
承诺资金或实际提供的资金 承诺资金 承诺资金

报告周期 每两个自然年 自然年度报告 预算年度报告

数据质量

控制单位

秘书处负责所有数据管理的核查和控

制

当数据进入系统!秘书处会实施一系列
自动化核查!FMa 报告核查目录将进行
完整性核查!以保证一致性

每个 WE]确保其数据的准确性.完整
性及方法使用的合规性

核查程序 按照缔约方使用的指南进行核查

O'FEEHF秘书处每年对成员国报告
情况进行审查!内容包括报告期限.数
据汇总和活动报告的连贯性.描述性信
息的准确性等

尚没有审查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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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HE](.非洲开发银行'HYE](.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ME(.欧洲投资银行''C](.泛美开发银行'CHE](.世

界银行'_](和国际金融公司'CSF(!"##"!"#B 年的适应

和减缓资金进行了统一报告#

@@WE]K的气候减缓资金报告以活动为导向!而非目的

或实施结果!即如果一项活动不能直接产生减排或增加碳

汇的效应!但具有引致减缓活动的可能性!也可以看做减

缓活动# 从这个角度而言!WE]K的报告方法覆盖的气候

资金范围更为广泛# 为界定为气候减缓资金!WE]K开发

了温室气体减排活动列表# WE]定义的活动可以以项目

形式存在!也可以是项目的构成元素或一部分,#=- # 因此!

区别于里约标记在项目层面的运用!WE]K的报告方法的

应用维度更为多元化# WE]K的适应资金报告方法可以用

于区分适应资金和发展资金!并可以根据需要!运用于子

项目或项目元素层面# 只有特定活动与消除气候脆弱性

具有直接的关联性时!该活动资金才能在报告中体现!对

于将气候适应作为目标之一的活动!需要计算增量成本c

比例成本,#=- # 目前还没有机构对 WE]K的气候资金报告

方法进行评估!其对于提高气候资金透明度.一致性和完

整性的效用和适用性尚不清楚# 与 RDSFFF下的 DFK和

O'FEEHF的FMa类似!WE]K的报告指引也不够具体!

操作性有待提高#

!5!@气候资金的核证体系尚在形成之中

RDSFFF下已有针对气候资金报告的国际同行评审!

包括由RDSFFF秘书处.附件C国家和非附件 C国家的专

家进行的详细深入的审查# 但是!这些审查的重点是报告

而非对气候资金承诺实施情况的核证# 同时!由于没有建

立起全球气候资金集中登记体系!缺乏由RDSFFF监管的

报告制度!最终兑现的资金承诺数额还很难得到透明的.

由资金供需双方确认核证的统一结果,#"- # 核证环节还缺

乏整体的框架设计.标准流程及具体标准的设计#

!5!5#@发达国家公共资金的核证

对气候资金报告进行核证的目的是提高温室气体

'Ù U(清单.]MK和DFK信息报告的一致性.可比性和透

明度!主要的评估工作由专家审核团队 ''-N/9:M/b+/7

/̂*)K! 'M̂K( 执行# 技术评估是形成独立评估报告

'C1;/N/1;/1:HKK/KK)/1:M/N69:!CHM(的第一步!CHM的核

心目的是评估发达国家缔约方在减排以及对发展中国家

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方面的进展# 'M̂ 需要将

附件C国家对于报告的反馈反映在技术评估报告之中!最

终的评估报告都需要提交秘书处!连同所有附件 C缔约方

对最终报告书写的评论向FOL报告!并且对外公开,#!>- #

此外!也有智库运用其自有资源及独立方法对提交给

RDSFFF的数据进行评估# 例如!世界资源研究所'_69,;

M/K6.92/C1K:+:.:/! _MC( 和国际发展机构 ' Ob/9K/*K

E/b/,6N)/1:C1K:+:.:+61! OEC(对德国.日本.挪威.英国和

美国等国提供的快速启动资金数据进行了独立评估# 评

估成果以一系列研究报告形式提交# 研究报告审查了资

金的性质!例如资金转移借助的渠道机构!以及资金分配

运用于减缓和适应的比例# 这些机构也在进一步讨论气

候资金来源的创新和如何界定资金的%新增的&以及%额

外的&特征#

!5!5!@O'FEEHF对O'FE报告数据的评估

O'FEEHF秘书处每年都会评估 O'FE成员国在报

告方面的表现!并且在发展金融统计体系'E/b/,6N)/1:

S+1*12/a:*:+K:+2K(中与O'FE工作组分享评估结果# 评估

内容包括$报告的及时性.气候资金总额与行动报告的一

致性.编号的准确性'主要包括项目所属行业部门!援助的

类型和渠道等(!以及描述性信息的质量等事项# 秘书处

还会定期评估赠款者报告!以避免出现异常现象,>- # 评估

目的是进一步改进报告的质量!如 !"#" 年 O'FEEHF对

里约标记进行的质量评估!!"#B 年对里约标记适应资金

的识别进行的质量评估# 另外!由于涉及某些私人资金的

所有权限制!WE]K目前还没有评估私人资金数据的标准

程序,>!#<- #

图 #@气候资金内涵与外延的争论
S+45#@E/J*:/61 2,+)*:/Y+1*12/26b/9*4/

!5B@对气候资金的界定还未形成统一认识

气候资金的涵义是进行气候资金 WMh的首要基础!

目前国际上对气候资金内涵与外延的理解在四个方面还

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见图 #(# 其中!有关%新增的&和

%额外的&资金的争论没有显示在图 # 中# 实践中各国对

/<!/

许寅硕等!"巴黎协定#后的气候资金测量&报告和核证体系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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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的&和%额外的&资金的理解非常不同!因此无法按

照认可程度在图形中展现#

首先!气候资金来源应以%公共资金&为主!还是来自

所有渠道的资金都应计算在内1 !""> 年底达成的哥本哈

根协议提出气候资金应包括公共资金和私人资金!两者具

有相同的重要性# 但是!利益相关者一致认为气候资金应

以来自于附件C国家的公共资金为主!其次是公共资金撬

动的属于共同融资的私人资金# 分歧最大的争论集中在

发达国家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环境引致的私人投资!以

及发达国家改善一般环境的公共资金支持撬动的私人资

金是否应该界定为气候资金,#!!#$- #

其次!如何确定一个项目中应计入气候资金的资金比

例1 一般而言!气候资金应能够达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或提升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目标!气候资金的界定通常与

其目标联系十分紧密# 但是!并非所有具有减缓或适应气

候变化作用的资金都是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的%直接援助&

或%间接援助& ,>- # 将气候命题作为多重目标之一的资

金!或未阐明气候目标!但仍会附带气候减缓或适应效应

的资金!是应全部计为气候资金!还是按照一定的贡献比

率计入!以及按照多大比率计入仍存在争议,!!A- # 另外!各

缔约方对气候资金计量的实际操作也存在分歧!由于

RDSFFF没有明确界定%气候资金&一词的涵义!相关机构

一般以标准或分类指引等方式对项目投资属于减缓还是

适应领域进行辨别# O'FEEHF首先使用里约标记指南

评估项目投资应归属减缓还是适应领域!再进一步判定属

于%直接援助&还是%间接援助&# 各 WE]K都是以减缓项

目的技术或活动列表作为参照标准,>- # 但不同国际金融

机构所使用的筛选技术的数量和种类是不同的!用于进行

项目分类和报告的指引和模式在细节上也有较大差别!这

可能导致对项目资金流能否归为气候资金的不同判断#

第三!如何界定%新增的&和%额外的&资金1如何界定

%新增的&和%额外的&资金一直都是RDSFFF气候谈判的

核心要点之一!直接影响气候资金的核算# 在实际操作

中!不同的国家对%新增的&和%额外的&资金的定义方法

是不同的,#!- # 有的国家认为应采用非此即彼的原则!将

官方发展援助'OYY+2+*,E/b/,6N)/1:HKK+K:*12/! OEH(以外

的新增资金界定为气候资金)也有观点认为应对 OEH设

定一个比例!超过该比例的运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才

能计入气候资金# 对于%新增的&和%额外的&资金的争论

要比其他争论更为激烈!还没有形成认可度较高的界定

方法#

第四!气候资金流动的工具载体应以赠款和接近赠款

的优惠贷款为主!还是运用多元化的工具1 缔约方一致认

为气候资金流动的工具载体应以赠款以及接近赠款的优

惠贷款为主!其次是优惠贷款和第一损失权益'S+9K:Q6KK

'0.+:I()再次是非优惠贷款.股权投资和担保等,#<- # 这与

工具载体的优惠程度有关!优惠程度越高'如赠款(!受资

国的还款压力越小!该工具或载体在缔约方中的认可度就

就会越高#

气候资金的界定与政治和技术密切相关!在缺乏清晰

定义的情况下!应用识别标准的人为差别.资金记录体系

的不兼容性.数据的重叠性以及潜在的重复计算等问题都

会成为气候资金报告和核证的障碍#

B@气候资金WMh体系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气候资金WMh的结构和制度安排仍在发展之中!构

建能够满足多方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国际气候资金WMh体

系还存在着很多现实障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气候资

金的界定.报告体系以及制度因素#

B5#@不同的气候资金统计和核算机构的资金分类标准存

在差异

@@从 WE]K.CESF.O'FEEHF和 RDSFFF获得的气候

资金信息的详细程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例如!WE]K和

O'FEEHF成员报告了适应资金!但并非所有机构都对活

动层面的适应资金信息进行了分类报告# O'FEEHF公

开了活动层面的与气候相关的OEH数据!包括 <" 多个领

域关于部门.地理区域.活动类型等方面的描述性信息!以

及关键模式和趋势的统计描述!而WE]K则将气候资金划

分为投资贷款.技术援助以及对政府的政策贷款,#=- #

附件 CC缔约方一般根据不同的气候资金分类向

RDSFFF提供汇总数据!如%气候专用&.%其他&和其他列

示在 !"#= 年]MK指导方针中的资金类别# 附件CC缔约方

有时并不提供关于%资金来源&和%金融工具&组成的细节#

因此!官方提供的气候资金信息的透明度均仍有待改进#

B5!@缺乏从资金下游到上游的反馈机制%影响气候资金

WMh体系的完整性

@@发展中国家 DFK中对资金援助信息的报告存在碎片

化问题# RDSFFF指南要求非附件 C缔约方提交其对资

金和技术支持的需求信息!但并未要求这些国家使用通用

报告模板# 非附件 C缔约方提交给 DFK的资金和技术支

持需求信息通常缺乏综合性!碎片化地分布于 DFK中!没

有采用查询方便.具有可比性和详细的汇总方式#

RDSFFF资金机构.国际组织.多边机构乃至第三方

独立结构的气候资金信息追踪与报告制度都是%从资金上

游到下游&的单向评估!从受资项目.领域到国家层面都缺

乏%自资金下游到上游&的资金需求调查.信息的汇集.统

计和 核 证 机 制,B- # 虽 然 RDSFFF 附 属 履 行 机 构

'a.JK+;+*9I]6;I6YC)N,/)/1:*:+61!a]C(在发布深度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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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前有实地考察环节!但四年一次的评估很难达到信息

的充分性和及时性要求# 因此!信息传递机制在出资.运

营环节与公约机制的脱节!是其难以对发达国家供资义务

的履行作出全面评价的一个重要原因#

B5B@计量体系正在发展之中%但仍然难以提供准确的&支

付'数据

@@O'FE多年的项目级别的数据积累在一定程度上为

气候资金识别和计量提供了基础框架!FLC在发展气候资

金计量体系的过程中也正努力消除来自多方面的障碍#

这些汇集或提供气候资金数据的全球机构解释了气候资

金计量中所使用的资金范围以及基础假设和方法!以帮助

国际社会理解其计算出的气候资金估计值,>- # 但这些机

构并未提供对数据精确度的评估!目前气候资金估计值的

准确性远达不到计算和核证气候资金额度的要求# 获得

气候资金实时数据的更为简便的方法尚在探索之中!且几

乎所有的可得数据都是资金%承诺&数额!而非实际%支

付&数额#

=@构建综合性国际气候资金WMh体系的工
作重点

@@现有的用于气候资金测量.报告和核证的工具和体系

已经在国际上获得了一定的认可!能够为国际气候资金

WMh体系的构建提供框架基础,# %!!#&- # 但是这些工具和

体系不是以测量.报告和核证气候资金为目的而设立的!

因此难以保证不同来源的气候资金数据的一致性.可比性

和准确性!更无法将不同来源的信息纳入统一的气候资金

WMh体系,# %!!A- # 国际气候资金 WMh体系需要坚持公约

内气候资金基础制度!有效整合现有的测量.报告和核证

工具和体系!统一各方的数据基础和核算口径!确保气候

资金议题的整体推进和缔约方的政策导向#

=5#@国际气候资金WMh体系的构建依据

综合性的国际气候资金WMh体系将使得RDSFFF资

金机构能够有效追踪气候资金流!并与RDSFFF框架外的

气候资金追踪机构互动!服务于核实气候资金的运用结

果!并评估资金使用效率# 同时!该体系应该能够满足出

资者.受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具体而言!国际

气候资金WMh体系应能够满足以下要求$

'#(提高透明度# 气候资金 WMh体系要能够全面追

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流动和交易!明确缔约方之

间流动的公共气候资金数量和出资者的资金在主要领域

的分配情况'如减缓和适应(# 同时!还需识别按出资者

划分的国际公共气候资金撬动的私人资金!以及c或按受

资者划分的国际公共气候资金撬动的私人资金!并尽量量

化其杠杆效应,A!#!!#>- # 另外!对受资国气候资金使用方式

和效果的评估也可以作为国际气候资金WMh体系的一部

分,!"- #

'!(完善问责机制# 追踪缔约方个体以及整体的出

资情况!以明确发达国家'个体和整体(履行资金承诺和

责任的情况.各方提供公共资金c撬动私人资金的贡献程

度.气候资金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配情况以及气候资金

供需缺口,!- #

'B(保证气候资金信息的质量# 高质量的气候资金

信息能够提高气候资金c投资的有效性和效率!提高不同

主体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为此!需要明确受资国的资金

需求及收到的资金是否存在缺口.特定领域'如减缓.适

应(收到的资金支持能否满足该国的需求.特定领域的资

金支持产生的预期效果和实际效果'在信息可得的情况下

进行评估(# 如果对受资活动设立了绩效目标!还需要识

别受资项目.方案或行业达到绩效目标的程度'例如!每美

元投资所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对于受资国而言!对

以财政支持方式收到的.用于支持气候行动的资助!以及

国际公共气候资金的杠杆率的量化和报告!将有助于提高

气候资金数据质量!以及国内资金机制与国际资金机制的

接轨,>!!#- #

=5!@国际气候资金WMh体系的构成要素

综合性国际气候资金WMh体系的构建需要对目前的

气候资金测量.报告和核证分别加以充实.完善和整合!并

建立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新的多边双边机制协商

一致的基础上#

=5!5#@统一数据基础和核算口径的气候资金测量

界定气候资金范围和确定更为完善的气候资金测量

应该明确以下三个部分$气候资金的界定标准和计算!需

要收集的资金数据和相关数据的收集过程#

'#(气候资金的界定标准和计算# 气候资金的界定

和计算需要以标准化的国际指南为依据!明确哪些资金可

以被定义为气候资金.如何定义%新增的%和&额外的&资

金.具有多重目标的项目中可以被界定为气候资金的资金

比例.以及如何区分气候资金总额和气候资金净额!形成

被利益相关者广泛接受.协商一致的气候资金涵义#

鉴于私人资金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的重要性不断

提升!明确可以被纳入气候资金范畴的私人资金也成为当

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 私人气候资金的涵盖范围目前还

存在争议!可能的资金有碳市场资金.外国直接投资'如投

资于清洁能源或具有清晰的适应气候变化作用的资金(.

赠款.担保和保险服务!这些资金可能是由私人部门发起

的或由公共资金撬动的# 考虑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之间存在的出资责任分歧!以及在气候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方面的不同立场!私人气候资金的界定需要由发达国家和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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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协商一致的通用指南加以规范和引导,!! %!B- #

'!(需要收集的气候资金数据# 建立由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协商一致的国际指南!明确需要收集的气候资

金数据类别!按照资金用途或目的进行分类汇总# 其他需

要收集的信息包括气候资金引致的项目或工程的数量!也

需要根据项目或工程的目的对其进行分类汇总#

'B(相关数据的收集过程# 气候相关数据的收集需

要在多个层面实施# 为满足国内需求!每个国家都需要建

立公共气候资金数据收集体系# 同时!相当大一部分气候

资金由多边机构进行管理和分配!因此!多边机构可能也

需要建立气候资金数据收集管理体系# 私人气候资金数

据的收集过程目前还不明确!一部分或者全部数据可能都

是由国际机构收集!而没有在国家层面进行#

=5!5!@操作指南更为详细!形式更为标准统一的气候资

金报告体系

完善气候资金报告体系需要建立标准化的报告模式!

并运用规范一致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以确保信息在缔

约方之间的可比性!同时应该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

气候资金的涵盖范围进行协商# 报告应该包括以下要素$

报告主体'政府还是国际机构(.渠道.频率.资金形式'如

赠款.优惠贷款.非优惠贷款.股权等(和报告内容'资金

用于减缓!适应还是其他目的.资金投向的地理区域c部

门c活动.承诺资金.到位资金以及公共资金撬动的私人资

金等(# 为此!缔约方政府部门之间和金融机构之间!以及

缔约方和国际中介机构之间需要进行协同努力和充分沟

通# 在特定情况下!还可能需要新的专业技术!以及新的

机构合作机制制度安排#

作为气候资金的报告渠道!RDSFFF下的 DFK和

O'FEEHF的FMa 数据库的认可度较高# 但是!完善气

候资金报告体系要求DFK将涵盖范围扩大到所有的附件C

国家!还需要为气候资金出资国和受资国开发更为详细.

操作性更强的指引!以统一报告的数据基础.核算口径和

详细程度,#"- # O'FEEHF管理的 FMa 数据库为资金

'OEH! 里约标记追踪的双边气候资金(的分类报告提供

了详细的说明和指导# 为满足国际气候资金WMh体系的

建设要求!数据库在使用时需要厘清气候资金与 OEH!充

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立场!并不断完善报告的资金

类别以及里约标记的解读和使用指南#

=5!5B@%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气候资金

核证

气候资金测量和报告的完善主要是为了提高气候资

金的透明度和一致性!统一气候资金的涵盖范围# 而气候

资金核证则需要进一步明确如何平衡%自上而下&和%自

下而上&的核证过程,!- #

发展%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气候资金核

证需要进行三个方面的核证$一是对气候资金规模的核

证# 这个过程要求出资国和受资国进行气候资金报告!并

由独立的.非政府背景的技术资金专家对两方报告的资金

信息进行交叉核证# 二是对气候资金使用效果的核证#

这个过程需要核查资金使用达到的气候减缓效果'如温室

气体减排(!及其与发展中国家优先任务的一致性 '如

DHWHK!国家发展计划或千年发展目标中设定的优先任

务(# 三是气候适应活动成本和收益的核证!或对低碳发

展带来的更为广泛的效益的核证#

当前国际形势下!气候议题不仅仅是科学和政治问

题!其业已成为国际资金流的平台,!=- # 同时!RDSFFF框

架外资金体系不断挤占发展中国家有限的公共资金资源!

加大了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活动获得公共资

金支持的难度# 这种背景下!国际气候资金 WMh体系的

构建更为复杂!面临更为深化和细化的现实要求!需要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坚持 RDSFFFF资金机制的基础

上共同参与和协作#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气候资金的内涵与性质.来

源结构.涉及的机构.报告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具有不同的

立场和观点# 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资金WMh体系

的构建!并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资金接收国角度!助力

全球气候资金WMh体系的完善!提升中国核证发达国家

资金报告的能力!为中国参与气候谈判提供数据支撑!并

力争体现发展中国家对国际气候资金性质的主张.对

WMh机制的关键概念和范围界定的主张!提高在全球气

候治理和国际气候资金平台中的话语权与用款权,!=- #

同时!中国不仅是U'S的受援国!也是国际上少数几

个向U'S捐资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中国政府还启动了中

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协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

气候变化的能力# 随着中国气候捐资规模的增加!亟需完

善中国气候资金管理.报告.核证的系统能力!从而提高中

国气候资金运行机制的透明度.完整性!并进一步帮助决

策者明确资金缺口!在国家层面上制定更加符合国情需求

的气候资金战略和政策# 另外!*巴黎协定+明确规定!各

方将以%国家自主贡献&的方式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

动# 中国应借此机会!在自主贡献过程中!加强气候资金

流的监测核算!积极影响国际气候资金机制的运营规则和

技术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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