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 l特别报道>>

陆如泉1。戚永颖2

(1．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2．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

2015年12月12日，巴黎气候大会195个缔约方达成

《巴黎气候协议》(以下称“《协议》”)，旷日持久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取得划时代成果，奠定了今后较长时

期内通过国际合作方式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框架。

长期以来，联合国主导的国际气候合作长期处于“空

转”状态，几乎折戟于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京

都议定书》险遭抛弃。国际社会在巴黎气候大会达成协议

的意愿强烈，为此，各主要缔约方在会前做了相对充分的

准备，以避免谈判破裂。几年来，通过多边和双边努力，

“求同存异”，终将最小共识整合为该文本，向世人宣示

了各国政府协作应对全球性危机的诚意和成果。

《协议》的积极意义不可低估。一是确认联合国为国

际气候谈判的唯一合法平台。未来国际气候谈判和行动仍

将继续在联合国授权范围内进行，巩固了《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在国际气候合作方面的核心地位，阻止了某

些发达国家以双边或区域合作方式抛弃联合国而“另起炉

灶”的尝试。二是确立了“各自能力”原则(Respective

Capabilities)， “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得到了维

护。《协议》暂时调和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与中

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矛盾，在要求发达国家率先减排

的前提下， “各自能力”原则体现了务实精神。发展中国

家可根据实际社会经济情况，自主I刍愿参与减排。三是认

可了各缔约方“自下而上”提交和实施减排自主贡献计划

的做法，这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全球减排合作的主要方

式。《协议》提出，与前工业化时期相比将全球平均温度

升幅控制在2。C以内并继续争取把温度升幅限定在1．5℃。

但《协议》的“硬伤”也不可忽视，例如，其不具备全

面、强制性的法律约束力；对于控制气候变化所需资金等

分歧问题，采取了模糊处理的将其搁置； “小岛屿”国家

则不满于温控目标和减排力度的欠缺。这些都将对《协

议》实施和效果造成影响，未来解决气候问题，还有待国

际社会的进一步努力。

《协议》提出的温升目标以及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

气体净零排放，向全球市场和企业发出了较为明确的政策

信号，将引导未来全球经济增长模式向低碳、循环、环保

方向转变。各国将出台相关产业政策，可再生能源技术、

环境友好型化石能源技术将面临跨越式发展的机遇，将助

推碳交易等新型市场的发展，交通运输、电力等传统行业

的格局和规则将发生改变，国际产业的竞争将出现新领

域、新局面。

在此次巴黎气候大会上，中国提交了自主贡献计

划，向国际社会承诺二氧化碳排放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

峰值，届时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

下降60％一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要达

到20％左右。作为全球第一大排放国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面临着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而巨大的能源消费体

量无法在短时间内有根本性的改变。只有将应对气候变

化与油气行业改革相结合，通过矿权、管网、国企、财

税等方面的改革，健全管理体制，推动行业的变革和转

型。2014年，国家提出了能源革命战略，要从能源消

费、能源供给、能源技术、能源体制和国际合作五个方

面进行变革。十八届五中全会也确立了创新、协调、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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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共享的发展理念。在未来“十三五”乃至更长的时

间内，加快建设安全、清洁高效、低碳的现代能源体系

将是我国能源行业改革的重中之重。未来我国油气行业

面临巨大的挑战，必须积极应对。

首先，要优化能源结构，大力发展天然气等清洁能

源。中国要完成减排指标，症结在于以煤炭为主的能源

利用方式。2014年，我国的煤炭消费占一次消费结构的

66％，远高于世界30％的平均水平，以天然气代替煤炭，

是促进能源结构向低碳、清洁、高效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的

主要途径。

其次，促进石油公司技术创新，改变业务发展思

路。控制温升必然会对高能耗生产和消费进行严格监

管，石油需求将会受到抑制。对于石油公司未来发展，

一方面需要加大研发力度，在提高能效、油品质量升

级、碳捕捉存储等方面实现突破；另一方面，要根据低

碳能源发展趋势，转变发展思路，加快从单一能源供应

商向综合能源管理商的转变，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的能

源综合服务。

最后，石油公司要转变形象，在气候问题上扮演引

领者的角色。在本次气候大会期间，全球规模最大的10家

石油公司组成的“石油天然气气候变化倡议”(OGCI，

Oil&Gas Climate Initiative)发表联合宣言，支持切实有

效的气候协议，承诺将加大行动力度和投资力度，以降低

世界能源结构的温室气体密度。长久以来，油气行业都被

指责为污染的源头，在减排方面所做的努力也被忽视。联

合宣言以及同期发布的《更多能源更低排放(More energy,

lower emissions)》报告，向全球清晰地阐述了石油公司

的责任和所作的努力。这些为全球提供近10％能源的供应

商们，将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应对气候问题。中国石油天然

气集团公司作为唯一的中国石油公司，于2015年12月巴黎

气候大会期间正式签署并加入OGCI，成为成员公司，宣

示了一个负责任的、国际化的中国国家石油公司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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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在国际能源宪章的部长级会议上，中国

签署了《国际能源宪章》，由受邀观察员国变为签约观

察员国；11月，在国际能源署(IEA)部长级会议上，中

国正式与lEA建立联盟关系，以加强双方在能源安全、能

源数据和统计、能源政策分析等领域的合作。回顾过去

一年，中国在参与国际能源治理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

一步。

国际能源宪章，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协议，是一

系列文件不断修订补充的宪章进程。进程启动于苏联解体

后的1990年6月欧洲理事会议。早期目标是保障西欧稳定

供应，有序开发东欧资源，通过创建非歧视的竞争环境，

降低能源投资与贸易的风险。条约的领域涵盖了整个能源

产业链，涉及能源投资促进与保护、能源贸易、能源过境

运输、争端解决以及能源效率等方面。

欧洲有效多边主义外交战略，融入了能源宪章的进

程中。欧洲信奉有效多边主义，表现在能源外交关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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