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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全球化事件对巴黎气候进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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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尽管《巴黎协定》被视为国际气候外交的重要成果并迅速生效，但是当

前全球气候治理仍然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这是逆全球化浪潮所带来的全球治

理后果。 在英国“退欧”、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事件出现后，联
合国气候变化制度有被弱化的风险，《巴黎协定》的履约前景变得更为不明朗。
“退欧”事件对欧盟的影响相对容易预计，而特朗普的气候政策则是一种更严重

的全局性冲击，其气候政策存在更多的不稳定性。 逆全球化事件必将导致全球

政治合作意愿波动并波及政府间气候合作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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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气候大会后，全球气候治理的意愿空前高涨，随后《巴黎协定》迅速满足生效条
件。 然而不到半年时间，2016年发生的两个重大政治事件：英国“退欧”与特朗普胜选美
国总统，则为刚刚开启的巴黎进程蒙上了阴影。 在此背景下，巴黎气候进程的不确定性不
断增加。①

本文首先对国际气候外交推动《巴黎协定》达成进行简要介绍，并分析该协定的特
点，再对当前国际气候制度所处的逆全球化背景进行阐述，并分别从英国“退欧”与特朗
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影响进行分析，试图剖析国际气候治理所面临的问题。

  一、国际气候外交与《巴黎协定》

为确保达成一个适用于各国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各主要缔约方在 2015年的巴黎气候大会上达成了《巴黎协定》，形成了广泛的
政治共识。 由于应对气候问题的紧迫性以及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借助会前的双边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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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vol.15， no.3， 2017. p.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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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合作，国际社会达成《巴黎协定》十分不易。①

（一）中美欧与《巴黎协定》的达成和生效

作为多边主义的重要外交成果，2015 年达成的《巴黎协定》 （简称《协定》）被视为未
来国际气候治理的路线图。② 巴黎谈判实际上始于 2011年“德班增强行动平台”，在 2015
年举办的大会上最终达成协议。 经过数年的准备与协调，各国在《巴黎协定》中做出了
“议定书式”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安排。③

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欧盟、美国和中国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被广泛视为重要的行为
体。④ 三方通过气候外交共同达成了各主要谈判阵营都能接受的国际协议。 中国与美国
都对此次大会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双方的合作也成为大会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⑤ 2014
年中国与美国签署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对巴黎大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随
后，于 2015年 9月发表的《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了双方到 2030 年的气候目
标，这一共识成果打破了国际气候谈判中长期存在的僵局，突出表明了中美致力于达成一
项成功的气候协议的政治意愿。⑥ 而欧盟则充当了一种工具与理念型的领导角色，借助主
场外交的组织安排优势，推动各方形成共识。 欧盟运用主办国法国的谈判管理能力解决
了谈判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建立了必要的桥梁并达成妥协，促成了国际协议的最终实现。

美国、中国与欧盟不仅共同推动了《巴黎协定》的达成，也为其后来的快速生效提供
了支撑。⑦ 2016年 4月，联合国总部举行了《巴黎协定》的签署仪式。 同年 9 月举办的
G20杭州峰会期间，中美两国完成了《协定》 的国内批准手续。⑧ 2016年 10 月 5 日，《巴黎
协定》满足了生效条件，于 11月 4日正式生效。⑨虽然巴黎气候进程主要针对 2020年后的
国际气候行动，但是在此之前，实际上已经启动了对其规则的细化。

（二）《巴黎协定》“自下而上”的贡献模式

作为《巴黎协定》的核心，国家自主减排贡献（NDCs）概括了各国的主要目标和政
策。⑩  《协定》还建立了回顾执行情况、“增强性透明度框架”、五年全球盘点和履约的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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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为国际气候法律和政策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框架。① 具体来说，《巴黎协定》的重要性
体现在：第一，将在本世纪内把全球平均升温控制在工业化前的 2℃以内，并向升温 1. 5℃
的目标努力。 第二，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到峰值，继而于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
净零排放。 第三，从 2023年起，将每五年对全球气候行动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一次盘点，以
实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目标。 根据规定，联合国秘书长担任《巴黎协定》保管人的
角色。

实际上，巴黎气候大会最终确立了“自下而上”的减排模式，取代了《京都议定书》所
确立的“自上而下”的减排方式，②而这种新型的减排路径具有较之以往不同的特点（参见
表 1）。 与《京都议定书》相比，巴黎进程更为强调全球气候行动的透明度问题、国家自主
减排的声誉与动力以及全球气候治理的多元参与等要素。

表 1 全球气候治理模式及其构成

“自上而下”治理模式（京都进程） “自下而上”治理模式（巴黎进程）

特
点

强调制裁 强调透明度

遵循后果性逻辑 遵循适当性逻辑

权力为中心 权力、声誉、动力
国家中心主义 多层治理、多元行为体参与
被动、责任 主动、自愿

国际法意义
《京都议定书》具有法律约束力、

公约-议定书模式。
《巴黎协定》具有法律约束力、

公约-议定书模式。

目前，大部分政界与学界人士的共同观点是，《巴黎协定》所确立的全球气候治理体
制是一种混合体，其中囊括了权力、声誉及自主动力等要素。 因此，在这种体制下，国际气
候减排具有一种共享的领导权，需要各主要国家行为体继续致力于全球意愿与减排雄心。
当然，这一机制也为减排力度大、履约及时的国家提供了更高的全球声誉，突出了这些国
家以身作则的行动领导力，但对减排不力或是退出的国家也没有惩罚措施。

  二、英、美国内政治生态变迁及其国内能源、气候政策的调整

在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国家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同样深刻且复杂。 就南北问题而言，
全球化虽然催生了一批新兴经济体，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但同时也产生了一
批被边缘化的国家，而一些发达国家需面临的风险和压力也不断增加，这种状况恶化了欧
美内部的政治社会生态，是造成一些地区性冲突和动荡持续不断的重要因素之一。③

这就是逆全球化事件在 2016年掀起波澜的深刻原因。 巴黎大会后，全球气候治理的
意愿空前高涨。 然而，不到半年时间，于 2016年发生的两个重大政治事件：英国“退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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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执政，不仅改变了本国的气候治理路径，也为巴黎气候进程蒙上了阴影。①

（一）英国“退欧”事件

2016年 6月，英国就是否留在欧盟举行了全民公投。 公投结果表明，“退欧” （pro-
Brexit campaign）一方获得了 51. 9％的支持率，以微弱优势超过“留欧”的票数，使英国成
为欧盟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申请退出的成员国。 该结果一方面反映了英国政治中党派间的
紧张关系，另一方面，时任首相大卫·卡梅隆（David Cameron）本想通过承诺进行全民投票
的方式向欧盟施压，为其竞选谋求优势，但这一策略最终彻底失败了，②其政治赌博也被证
明是鲁莽的。③ 2017年，英国依照《里斯本条约》第 50 条，已经启动了为期两年的“退欧”
谈判。

在英国“退欧”的过程中，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分裂与不平之类的学术
语言一直贯穿始终，这说明该事件背后具有复杂的政治动因。 退欧派引诱英国民众对欧
盟政治和经济精英表达不满，特别是对欧盟（布鲁塞尔）官僚政治的反感，这种民意的泛
滥后来成为“退欧”的关键因素。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英国“退欧”引发了震惊和不确定性，但由于欧盟长期以来
已经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领域形成了紧密的相互依赖的网络，因此，还存在着相当程度
的潜在稳定因素，如环境、气候等政策的深度融合。④ 一些后续“退欧”议题的变化还需要
进一步观察，如边境安全协议、相关机构的迁移以及环境与气候政策等。 约瑟夫·奈
（Joseph S. Nye， Jr.）认为，英国退出的地缘政治后果不会马上显露出来。 他认为，起初，欧
盟可能会变得更加紧密，但这将危害欧洲的使命感及其吸引力、软实力，并且欧盟要确保
金融稳定并做好对移民的管理也将变得更加困难。 虽然苏格兰分裂主义的复兴使英国近
期更关注国内的情况，但长远来看，“退欧”对均势与自由国际秩序的影响将是消极的。⑤

目前，英国气候政策的基本态度可能并未改变。 其一，英国作为《公约》（UNFCCC）缔
约国的身份不会改变，并且仍然是《巴黎协定》的签署国。 从 1997 年《京都议定书》起，英
国的减排承诺一直高于欧盟的平均水平，如在巴黎进程中的国家自主减排承诺上，英国提
出到 2030年比 1990年减少 50％的排放目标，比欧盟的整体承诺高出 10％之多。 其二，英
国仍将继续致力于国内的气候行动，如“气候法案”（Climate Act）已经制定了英国在减排
和适应目标上的内容与基本路径。 总之，气候变化不是英国公投运动的核心问题，因此，
并没有出现大量要求取消气候立法的呼声。⑥

然而，在“退欧”进程中，英国国内的气候政策也有松动的态势。 为了更好地进行“退
欧”谈判，英国政府将能源与气候变化部（Department of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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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创新和技术部（Department of Business， Innovation and Skills）进行了合并，成立了商业、
能源与工业战略部（Department for Business， Energy and Industrial Strategy）。 显然，涉及气
候政策的政府部门在合并中被压缩。 特蕾莎·梅任命气候质疑者英国保守党的安德里亚·
利德斯姆（Andrea Leadsom）担任环境、食品与农业部（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大臣。 她曾质疑过气候变化是否真实存在，并公开反对风电场和欧盟的
可再生能源目标，这些举动被广泛认为是英国承诺的有效气候行动正在减弱的信号。

同时，很多具有影响力的退欧派都是气候怀疑论者，包括首相的新任联席参谋长尼克
蒂莫西（Nick Timothy）在内，均反对英国的气候变化法案。① 显然，特蕾莎·梅政府在应对
气候变化方面缺乏兴趣。根据 2017年 4月 11日曝光的政府文件，英国计划软化应对气候
变化和非法野生生物贸易的政策法规，从而保证“退欧”之后的贸易。 此外，由于英国已
加入欧盟四十多年，其国内法已同欧盟法深度融合，“退欧”对于英国国内法的影响不可
忽视。 其中，英国在环境领域的法律主要是以欧盟法为基础的，因此，英国环境、气候法规
未来的走向还具有一定不确定性。

总之，英国“退欧”所引发的巨大震动表明了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在全球化和欧
洲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潜在的紧张和矛盾。 英国进行“退欧”公投是逆全球化和反一
体化思潮的反映。

（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及其气候能源政策的转向

2016年 11月，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新任总统，成为 2016 年继英国“退欧”公投后又一
次震惊世界的逆全球化政治事件。 特朗普反对国际自由贸易的立场获得了大批中产阶级
中下层普通工人的支持，满足了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认同危机的白人选民的要求。 加之，
美国政治极化使政党政治失效，联邦政府工作效率低下，民众对政治精英不再信任。②这些
因素成为特朗普上台的深层次动因。

在竞选中，特朗普做出过很多政治不正确的表态，并将其外交政策的核心思想归纳为
“美国第一”，换言之，特朗普更加偏好美国在国际上的相对收益，将美国的短期国家利益
放在首位。 特朗普也是全球气候变暖的质疑者，他上任后，美国能源气候政策立即呈现了
对全球治理的负面、甚至是破坏性的作用。

回顾特朗普上台前后的气候立场，可以发现其破坏减排的个人意愿并没有太大变化。
在竞选期间，特朗普曾认为《协定》对美国的能源使用造成限制，并给其商业发展带来不
利影响，是“中国人发明的一个阴谋”（a hoax invented by the Chinese）。 当选后，特朗普虽
改口称对气候变化持“开放态度”，实际上，他却主张停止向联合国气候变化项目交费，将
省下的资金用于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③目前，特朗普的国内气候政策与立场是松绑
化石能源管制，回归传统能源发展路径，具体内容及影响如下：

第一，特朗普任命了一批气候质疑者担任内阁重要职位，这显示了他使权力重回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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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问题上目前的已有研究，可参见：张腾军：《特朗普政府的美国气候政策走向分析》，《和平与发展》，2017 年
第 1期，第 51-66页。 余家豪：《特朗普上台后的全球气候治理变局》，《能源》，2016年第 12期，第 1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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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能源领域的决心。 美国内政部、能源部和环保署等部门的领导者很有可能在未来推
行与奥巴马政府截然不同的能源与气候政策。①其中很多任命让人匪夷所思，如由美国环
境保护署（EPA）反对者斯科特·普鲁伊特（Scott Pruitt）接任环保署署长。 普鲁伊特从
2002 年就开始接受能源公司的支持，其中有一半的资金用于特朗普的竞选活动。 再如，
提名前德克萨斯州州长、石油行业的支持者里克·佩里（Rick Perry）出任能源部长，他曾因
呼吁撤销美国能源部而出名。 特朗普还提名莱恩·辛克（Ryan Zinke）担任内政部长，辛克
支持在美国进行煤炭开发，希望扩大对燃煤发电厂的税收优惠。 由此可见，特朗普未来的
气候政策可能会与奥巴马的清洁能源政策大相径庭。

而在外交领域，特朗普任命油气巨头埃克森美孚 CEO 蒂勒森（Rex Tillerson）担任新
一届国务卿，但其气候立场与特朗普有所相悖。 在 2017 年 1 月 11 日国会参议院外交关
系委员会举行的国务卿提名人听证会上，蒂勒森曾表示气候变化的风险确实存在，后果可
能足够严重。 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鲍勃·科克尔（Bob Corker）提问：“基于
科学研究，你认为人类活动是否导致了气候变化？”蒂勒森的回答是：“大气中的温室气体
在增加，并正在发挥作用。 我们预测这种效果的能力非常有限。”但他随后补充说，美国需
要参与全球气候谈判进程，评估其他国家的承诺程度，并据此调整美国的相应进程。②

第二，特朗普政府不断破坏美国国内的减排进程。 早前，特朗普不仅表示将会取消清
洁电力计划，还承诺要重振化石燃料行业。③一方面，特朗普率先采取的举措是放松对环保
的管制。 2016年 2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已经做出裁定，暂停执行奥巴马政府的《清洁电
力计划》。④特朗普不仅在联邦一级逐步降低或取消对再生能源发展的推动政策，还不断
推动州一级的工作。 另一方面，在签署命令废除奥巴马的气候变化政策后，特朗普于
2017年 3月 29日颁布“能源新政”。 根据这一新政，美国政府计划开采并消费更多的煤
炭，放宽小型汽车和卡车的燃油效率标准。 “能源独立”的行政令不仅废除了奥巴马治下
的“清洁电力计划”，而且取消了环境质量委员会（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发放
基建牌照时参考气候变化的规定，解除煤炭禁令，并且不再限制油气开采场所的甲烷排
放。 总之，特朗普的目的在于削弱奥巴马时期制定的涉及气候变化的环保监管法规。⑤

特朗普特别支持石油、煤炭等行业的复苏。 2017 年 1 月 24 日，特朗普签署了两份单
独的行政命令，以推动耗资数十亿美元的拱顶石（KeystoneXL）项目和达科塔管线（Dakota
Access）项目的管道建设。 特朗普强调，这两个项目有助于兑现其竞选期间为国内创造就
业机会的承诺，并提出这两条管道建于美国国内的部分必须使用本国生产的钢材。 其中，
拱顶石项目是美国当今最受争议的石油管道项目，由于担心环境污染，奥巴马政府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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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严格限制发电、煤炭行业的碳排放水平，甚至提出到 2030 年发电厂碳排放目标将在 2005 年基础上减少
32％。 这对于传统发电、煤炭行业来说是十分激进的。
《外媒称中国成美能源新政赢家：特朗普“让中国再次伟大”》，2017 年 3 月 30 日，http： / / www.cankaoxiaoxi. com /
world / 20170330 / 1829844.shtml，2017年 10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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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前夕予以最终否决。 而 2017 年 3 月 24 日，美国国务院颁发了这一
项目的总统许可证，成为该项目的重要转折点。 对此，跨加拿大（TransCanada）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鲁斯·戈林（Russ Girling）表示，感谢特朗普总统的行政部门审查和批准这一重要
举措，其公司将继续投资和加强北美的能源基础设施。① 达科塔管线是另一个被中断的项
目。 2016年，该输油管的修建因威胁了水资源等环境要素，破坏美国原住民的墓地、祷告
点和其他文化遗产而一直难以推进。②

在宣布退出 TPP 并重启两个石油管道建设后，特朗普又着手修改《多德-弗兰克法
案》（Dodd-Frank），力图为华尔街受到的过度监管进行松绑。③ 2017 年 2 月，特朗普签署
了一项命令，用于废除证监会 2010 年根据这一法案制定的信息披露规则，该规则原本强
制石油天然气和矿业公司披露在世界各地进行资源交易时向外国政府提供的信息，修改
后，这些在美国证交所上市的石油公司不再需要披露相关款项。 规定松绑之后，由于埃克
森美孚、雪佛龙等石油巨头不必披露这些较为敏感的信息，进而促进了煤炭、石油行业的
复苏。④

此外，特朗普的上台无疑增加了科学家参与气候问题的政治风险。 一直以来，气候和
环境科学家是参与美国及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力量，在塑造科学认知方面发挥了很大的
作用。 《巴黎协定》授权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在 2018 年评估实现
1. 5℃升温的特别报告，意图进一步以科学信息推动减排行动。 而特朗普政府可能会贩卖
错误的气候信息，恐吓科学家，并压制相关科学研究结果。⑤ 这种将科学研究边缘化的策
略，可能会与小布什政府的做法相似。

  三、英国“退欧”对欧盟气候政策的具体影响

“退欧”对欧盟最大的影响在于，使欧盟更加难以有效应对危机，而欧盟也可能长期
陷入经济不振、社会不稳、政治不安定的困境之中。 经过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双重打
击，欧盟国家经济难以迅速复苏。 因此，英国公投的“退欧”结果打破了欧盟内部长期形
成的力量平衡格局，这可能不利于成员国合力应对危机。⑥

“退欧”已经成为英国与欧盟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一直以来，欧盟国家都很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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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 0203 / c71661-29055830.html，2017年 10月 3日。
Simon D. Donner， “Risk and Responsibility in Public Engagement by Climate Scientists： Reconsidering Advocacy During
the Trump Era，”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2017， p.4. Published online： 26 Feb 2017， DOI： 10.1080 / 17524032.
2017.129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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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成员地位，但英国对主权和自身特殊性的想象已经超越了欧盟公民关系与多重标
准。① 英国“摘樱桃”（Cherry-Picking）般的利己退出方式引起了欧盟其他成员国的强烈
不满。 目前来看，英国欲完成脱离欧盟，还需进行长达两年左右的谈判，涉及退出费用问
题、移民以及未来与欧盟关系等三个方面的谈判。 “退欧”谈判已经消耗了欧盟谈判团队
的大量精力，这点间接减弱了欧盟在气候议题上的作用。 而“退欧”对英国、欧盟及全球
气候治理的影响则是事件本身的副产品，②其影响目前来看大致如下：

第一，英国“退欧”对欧盟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具有极大的负面影响。③如前所述，欧盟
在《巴黎协定》的达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④ 英国退欧程序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
阶段主要讨论退出问题，第二阶段的谈判则直接影响欧盟与英国在《巴黎协定》下的减排
任务，因为这一阶段的目的是重构英国与欧盟的关系，⑤可能导致欧盟内部其他国家的气
候目标发生变化。⑥无疑，“退欧”势必削弱欧盟在气候联盟和谈判上的软硬实力。⑦

2016年以来，英国“退欧”导致许多欧盟成员国拖延了议会批准《巴黎协定》的进程，
这些国家（包括法国）希望在欧盟确定集体减排目标之后，再修订各自的具体贡献和目
标。 由于英国的减排承诺比欧盟集体的目标更严格，英国离开后，将会增加其余国家的负
担，欧盟需要在确定的减排目标基础上额外要求减少 7％的排放分配量。 这个负担很可能
引起减排不积极成员国的不满。⑧

虽然欧盟仍在不断释放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号，但后续发展并不乐观。 截至 2017
年 4月，除波兰和希腊之外，其他所有欧盟成员国均承诺自 2020 年起不再新建燃煤电厂，
以履行气候承诺，推动清洁能源转型。 可见，欧盟仍需加速气候行动，以落实在《巴黎协
定》中的减排承诺，但欧盟自身也面临 2017 年法德大选的政治波动期。 虽然法国大选的
结果起到了一定稳定的作用，但欧盟仍需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处理气候议题。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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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退欧”刺激了欧盟的差异一体化进程（differentiated integration），①将使欧盟内
部的气候政策更加难以协调。 若仅分析“退欧”的直接影响，会发现它对国际气候政策的
影响可能是有限的，但假如“退欧”引起其他连锁反应，如欧盟内部政治不稳定或殃及欧
盟自身的一体化，那么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力也将难以为继。②这一点集中体现
在德法与波兰之间在欧盟内部分歧上。③ 老欧盟国家与中东欧等成员国之间由于经济发
展阶段的不同，这些国家对法德主导的气候政策越来越不满意。 知名学者劳伦斯·弗里德
曼（Lawrence Freedman）认为，退欧导致欧盟的国际角色潜在变化，加剧了欧盟解体的可能
性，英国的脱离可能引发其他同样受到限制的欧盟成员国的不满。 因此，欧洲的内部秩序
正在出现紧张的趋势，并且可能进入更加混乱和危险的阶段。 英国“退欧”有可能增加欧
盟内部政策的碎片化倾向。④更为复杂的是，欧盟内部可能会发生何种变化尚难以预料，⑤

而任何变化都会深刻影响欧盟的环境与气候政策。

  四、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

在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美国在国际气候治理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美国不仅增加
了清洁能源技术、提高能源效率等重大提案，还强化了环境保护的力度。 气候变化在奥巴
马的政治遗产中占据了醒目的位置，而签署《巴黎协定》也成为其执政期的重大亮点之
一。 美国曾承诺在 2025年之前将整体碳排放量比照 2005 年的水平减少 26％—28％，而
清洁电力计划正是这一承诺的基础。 此外，奥巴马重要的气候政治遗产还包括与中国签
署的两份政治协议。 根据协议，作为对美国减少碳排放的回报，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
力争在 2030年前达到峰值。 其中，清洁电力计划促成了中美气候协议，并为两国的气候
合作提供了动力。⑥ 奥巴马政府还承诺在 2020年前向较贫困国家捐助 30亿美元。

然而，特朗普上台后对奥巴马的气候政治遗产进行了全面清除。 在影响力上，特朗普
政府的气候政策及其破坏性可能更为剧烈，而这种冲击可能成为巴黎进程的重要阻碍。⑦

从国内与国际政治角度看，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具有一定象征意义。 和就职时相比，
特朗普面临诸多执政困局，例如在“通俄门”事件的泥潭中越陷越深，重大立法均受到挫
败，执政能力饱受质疑，美国的大国关系、美朝危机等问题。 对此，国际环境政治学者彼
得·哈斯（Peter M. Haas）认为，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主要是为了打破国内政治僵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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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摆脱国内执政困境的目的。①

（一）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

特朗普在竞选中多次提及要退出《巴黎协定》，并在 2017年 6月决定正式退出。 特朗
普的团队在这一问题上分为两派，其中蒂勒森、伊万卡和库什纳赞成留在《巴黎协定》中，
但班农和普鲁伊特主张退出。 2017年 6月 1日，“我们退出了”，身着深色西服、打红色领
带的特朗普说，“但我们将开始谈判，看看能否达成一个公平的协议。 如果可以的话，那太
棒了。 如果我们不能，也没关系。”特朗普宣布完毕，在场记者大声提问，但他并未作答便
转身离去。 当天出席发布会的人员安排也体现了特朗普的立场。 反对《巴黎协定》的白
宫首席战略师班农、环境保护局局长普鲁伊特在座，而希望留在其中的国务卿蒂勒森、特
朗普长女伊万卡及女婿库什纳没有现身。②此外，美国政府会严格执行《协定》规定的退出
程序。 据美国媒体报导，普鲁伊特将成立一个小组，负责处理退出事宜。 这一决定公布之
后已经引起广泛影响。

第一，美国地方政府与商界反应强烈。 在宣布退出的几日内，一个由美国商界、教育
界和地方政府领袖组成的联盟声称将继续遵守旨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对
抗特朗普的“退出”决定。 这个联盟名为“我们依然在”（We Are Still In），其成员数量已经
超过 1000个，包括美国的州、市、企业、投资者以及高等院校。 其中多家企业是全球 500
强公司，包括苹果、谷歌、脸书、阿迪达斯、耐克、特斯拉等知名企业。 特朗普还面临来自国
会、司法系统与行政部门“三权分立”制度的制约。 在这一体制之外，其政府还受到媒体、
利益集团、公众等社会方面的监督。③目前而言，特朗普虽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退出《巴黎
协定》，但其后续的国内气候政策仍具有不确定性。

第二，普通民众抗议不断。 2017年 4月 29日是特朗普政府执政百日，但迎接他的是
全美 370多场“人民气候游行”，美国民众纷纷走上街头反对特朗普政府的气候政策“开
倒车”。 在首都华盛顿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到处是抗议者，活动高峰期的参与者超过 20
万人。 除华盛顿外，美国其他城市也在当天举行了气候游行活动。 在美国之外，德国、希
腊、英国、新西兰、日本、菲律宾、巴西、墨西哥、肯尼亚和乌干达等国也举办了这一活动。
此外，美国首都还见证数十万人冒雨参加“科学大游行”，以表达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④

对此，原奥巴马总统科技顾问约翰·霍尔德伦认为，巨大的全球力量在背后支持《巴黎协
定》，美国的退出会被国际社会所抛弃。⑤

第三，中国与欧盟均表达了执行《巴黎协定》的明确立场。 国际各界的失望之情溢于
言表，其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认为，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 “是一件令人极其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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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事”。①而中国一直在巴黎大会扮演重要的引领角色，也不希望美国退出《协定》，在
2017年 5 月 14 日举办的“一带一路”峰会上中国再次传达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 同
时，欧洲多个国家的领导人继续发声，表达对《协定》的支持以及对抗气候变化的决心。
意大利、法国、德国三国领导人发布联合声明，称坚信《巴黎协定》条款不容修改。

第四，一些能源企业也增大了低碳发展的呼声。 近来，为了维护煤企在全球市场的利
益，包括云峰能源（Cloud Peak Energy）和皮博迪能源（Peabody Energy）在内的几家美国大
型煤炭公司出于国际地位的考虑，甚至建议特朗普政府遵守《巴黎协定》。 对于日益趋向
国际市场的大型煤炭企业来说，留在巴黎气候进程中才有助于美国谈判代表维护煤炭企
业在未来能源结构中的地位。 2017年 5月，由 214 个机构投资者签署的信函表达了对美
国气候政策的关切，主要是向特朗普政府传递不要退出《巴黎协定》的信息。②

世界气象组织官员德翁·特布兰赫预计，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美国的这一决定到本世
纪末将会使全球平均气温多增加 0. 3℃。③ 与十六年前小布什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不
同的是，这次退出《巴黎协定》尚未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④ 但长期来看，美国的行动可能
会对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刚开始重视气候变化问题的新兴经济体产生
负面效果。

2017年 8月 4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收到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出的关于退
出《协定》的文书，表达了美国“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尽早退出有关气候变化的《巴黎协
定》”的意向。 该文书还声称，“除非发现重新介入的合适条款”，否则不参与《协定》。 在
彻底退出《巴黎协定》前，美国政府会继续参加国际气候变化谈判。⑤有趣的是，美国最快
可以在 2020年 11月正式退出，而特朗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将于 2021 年 1 月结束。 根据
《纽约时报》的报道，这意味着最终的决定将由美国选民在四年后的美国总统大选中
做出。

（二）美国对国际气候议题的阻碍及其所面临的制约因素

在国际上，特朗普政府还在多边机制与双边机制中不断阻碍气候议题。 特别是在 G7
和 G20机制内，特朗普政府不断以各种理由干扰关于气候的政治共识声明，借以破坏全球
气候治理的政治氛围。

在多边机制中，特朗普在 2017年 5月末的意大利 G7峰会上表示，需要更多时间考虑
《巴黎协定》问题，七国集团因而未能就遵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达成一致。
2017年 7月 7日至 8日，G20峰会在德国汉堡举行。 除美国外的其他 19个成员方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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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协定》的问题上达成了政治共识，对国际社会进一步制定并落实巴黎承诺表达了一
定的政治意愿。 这次峰会还发布了《G20气候和能源行动计划》，明确了履行气候治理的
责任，有助于各方在推动能源转型方面提出具体举措。

在双边议题上，中美气候合作也迅速变冷。 2017 年 3 月 19 日，习近平在北京会见美
国国务卿蒂勒森。① 在会晤中，蒂勒森并未提及气候变化问题，这也是在近几年的中美会
晤中极少出现的现象。② 2017 年 4 月初，中美元首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Mar-a-
Lago Estate）举行会谈前，美方就公开表示不会谈论气候变化问题。③而在奥巴马执政期
间，中美气候合作曾是双方合作的亮点。 特朗普的气候立场表明，中美在未来的气候合作
方面很难延续奥巴马时期的政治意愿。 同时，特朗普逆全球气候治理潮流的做法能持续
多久还是一个未知数，其政策也具有诸多影响。

第一，特朗普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帜退出《巴黎协定》，这有损美国的国家形象。 有
别于小布什退出《京都议定书》所选取的科学视角，特朗普的做法更为露骨和不计后果。
事实上，《协定》作为一部国际自愿条约，依靠松散的国家自主贡献来实现温室气体减排，
并没有强制履约机制，美国完全可以选择不执行《协定》。 高调毁约的行为将使美国在国
际合作中受到孤立，使其全球外交更加被动。 一些美国外交政策专家担忧特朗普这一举
措可能会损害美国的信誉，削弱美国在其他议题上的谈判影响力，例如贸易磋商和打击恐
怖主义，并瓦解美国的全球领导力，这会让美国与德法等欧洲国家的关系更加微妙，会让
全球进一步失去对美国的信任，有损美国的国家影响力和公信力。

第二，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将对美国外交以至全球气候治理带来负面效应。 美
国是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搁置《清洁电力计划》可能导致其排放量增长 25％之
多，这对控制全球升温目标来说是灾难性的。 可以说，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气候政策必将不
利于全球气候行动，可能严重削弱各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信心与政治意愿。 对此，欧盟
曾经透露，有意绕过白宫，与美国企业领袖及州长合作，更考虑运用三项方案应对特朗普
的举动，包括暂缓与美国的最新贸易谈判、向欧盟进口的美国货品征收高额碳税，以及加
强与俄罗斯的关系。④

实际上，应对气候变化也符合美国的利益。 尽管温室气体减排会增加能源成本并带
来 GDP 损失，但应对气候变化也能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 一方面，温室气体减排能够缓
解气候变化的风险，降低未来全球变暖对经济和生态系统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温室气
体减排也会带来本地区空气质量改善、节约能源与资源、创造低碳产业就业机会等共生效
益。 美国以纽约州、加州和华盛顿州州长为代表的政界人士宣称，将组建美国气候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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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States Climate Alliance），继续致力于维护《巴黎协定》，并对气候变化采取积极
行动。①

  五、结 论

当前，以英国“退欧”和特朗普上台为代表的逆全球化潮流已经成为国际形势的突出
特征。 加上，极右势力给法、德、意等欧洲主要国家政治生态带来的巨大冲击，从不同角度
反映出逆全球化思潮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势头。 不仅如此，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保护主义和
民族主义近年来也有不同程度的抬头。②而全球气候治理的相互依存关系一直与集体行动
困境相伴，要解决这种困境（特别是搭便车），则需要强有力的国际制度安排和政治意愿。

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很少有国家能够取代美国和欧盟所发挥的领导作用，但这两方目
前均出现了一些变化。 即便不考虑毁约的国际政治负面影响，退出《巴黎协定》所带来的
短期收益也比特朗普所宣称的要小得多，而长此以往，则可能对美国及全球的环境与经济
安全造成不可控的风险。 特朗普政府反对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行为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
广泛批评，这些倾向和主张也在国内外受到强烈的抵制和反对，其内容会逐渐受到更多限
制，其行动难度将与日俱增。③

就“退欧”而言，英国与欧盟双方需要在 2019 年 3 月之前完成“退欧”谈判。 根据英
国《星期日电讯报》的消息，“脱欧”的最终费用预计在 350 亿 ～470 亿美元之间。 目前，双
方最僵持不下的就是数额巨大的费用问题。④ 同时，“退欧”谈判也导致欧盟深陷其中，无
法强有力地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在此种情形下，欧盟难以强化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
所扮演的角色。 此外，目前欧盟的精力被内部经济停滞不前、难民问题、一体化困境等问
题所牵制。 同时，在“退欧”的背景下，英国的国内气候政策是否会松动同样值得关注。

在气候政策上，欧美关系可能将经历更为严峻的波折。 虽然跨大西洋沟通机制较为
成熟，但欧美政界在国际气候问题中寻求协调性解决方案的过程可能受制于特朗普政府
的政策偏好。 就美、德关系而言，特朗普与默克尔之间明显缺乏默契与好感。⑤虽然美、法
关系稍好于当前的美德关系，但是马克龙也未能使特朗普撤销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⑥

与此同时，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中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将在国际问题上拥有更大的
议价能力，可能有利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塑造国际气候制度，推进《巴黎协定》的细化工
作。 目前，欧盟与中国持续关注特朗普政府的后续动作，以调整各自参与《巴黎协定》进
程的立场与政策。 整体而言，上述逆全球化政治事件不利于巴黎气候进程，全球气候治理
的前景仍不乐观。

〔责任编辑：李海中〕

07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董亮：《跨国气候伙伴关系治理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年第 9期，第 120-127页。
徐坚：《逆全球化风潮与全球化的转型发展》，《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 3期，第 1-15页。
Lindsay Dodgson， Here's Everything President Trump has Said Publicly about Climate Change， Business Insider UK，
2017-1-25， http： / / www.businessinsider.com / everything-trump-has-said-climate-change-2017-1
祝乃娟：《脱欧谈判 前途未卜》，2017 年 8 月 8 日，http： / / epaper. 21jingji. com / html / 2017- 08 / 08 / content 68009.
htm，2017年 10月 5日。
黄萌萌：《默克尔见特朗普：话不投机，但还得说》，《世界知识》，2017年第 4期，第 33-35页。
高琳琳：《马克龙自称施展法式魅力 特朗普或回心转意重返〈巴黎协定〉》，《中国日报》，2017年 7月 17日。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