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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Ⅸ巴黎协定》基本照顾了各缔约方的核心关切，坚持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Ⅸ公约》)的原则，

基本体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分。在适应部分，《巴黎协定》设立了与全球温升目标相联系的全球适应目标，明

确了对发展中国家的适应支持，并确定了具有一定法律约束力的全球适应信息通报和5年周期的全球盘点。在损失损害

部分，《巴黎协定》锁定了Ⅸ公约》下的华沙损失损害国际机制，并基本确定了一个各国通过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合作共同

解决损失损害问题的框架。但是，《巴黎协定》仍然没有解决很多技术性问题和缔约方之间关键性和实质性的分歧。中国

作为发展中大国将继续在适应和损失损害问题中面临着出资压力，应通过增强国内适应行动、强化适应和损失损害相关

研究和高效利用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3个方面，为谈判争取主动并为推动全球适应气候变化减少损失损害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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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经过德班加强行动平台特别工作组(Ad Hoc

Working Group on the Durban Platform for Enhanced

Action，简称德班平台)4年艰苦而曲折的谈判，2015

年11月30日一12月12日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21次缔约

方大会(COP21)最终通过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

新协定，即《巴黎协定》(以下简称((协定》)，为2020

年后全球气候治理做出了框架性的、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制度安排。《协定》继续坚持《公约))的原则，

包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基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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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分，比较均衡地反

映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观点和立场，实现了

减排、适应、损失损害、资金、技术、能力建设和

透明度等要素间的平衡⋯。《协定》通过将温升控制

在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全球平均气温升幅不超过

2℃、并寻求升幅在1．5℃以内的努力，提高适应气

候变化的能力，增强气候恢复力(climate resilience)

和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以及国际资金流动方向与

温室气体低排放和气候韧性发展(climate—resilient

development)路径一致，以实现增强((公约》实施、

增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目标【11。《协定》提出

了全球低碳发展和气候韧性发展的共同愿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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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继《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以来全球气候治

理进程的第三个里程碑。

1 《巴黎协定》适应和损失损害的主要内容

通过第7条和第8条，《协定》搭建了2020年后

全球适应和损失损害制度安排的基本框架，并在

(《决定1／CE21》⋯中提出了近期实施《协定》需要完

成的一系列任务。

在适应方面，((协定》构建了与其第2条所述全

球温升目标相联系的、旨在提高适应能力、加强恢

复力和减少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的全球适应目标；

承认减排和适应需求之间的关系，即提高减缓水平

能减少对额外适应努力的需求，增加适应需求可能

会增加适应成本⋯；要求缔约方酌情开展适应计划

进程并采取适应行动，包括制定或加强相关计划、政

策和贡献；要求缔约方定期提交和更新适应信息通

报，通过定期盘点评估适应行动及支持的充分性和

有效性，以及全球适应目标的总体进展；要求缔约

方增强适应行动、体制安排、科学知识等各方面的

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识别有效的适应实践、需求、

优先领域，提供及接受的支持、挑战和差距n】。《协

定》提出应承认发展中国家的适应努力，并明确发

展中国家编制适应计划和采取适应行动、增强适应

的国际合作、提交和更新适应信息通报应该得到持

续和增强的国际支持【11。

《决定1／CP．21》中的适应部分(第42～47段)

明确了近期和中期要求适应委员会(Adaptation

Committee，AC)开展的5方面工作，同时要求绿色

气候基金加快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

编制和实施国家适应计划(National Adaptation Plan，

NAP)[1]o

在损失与损害方面，((协定》督促缔约方增强对

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导致的损失损害问题的理解、行

动和支持，其相关领域包括：早期预警系统，应急

准备，缓发事件(slow onset events)，可能涉及不可

逆转和永久性损失损害的事件，综合风险评估和管

理，风险保险基金、气候风险基金和其他保险方案，

非经济损失以及社区、生计和生态系统的恢复力[11。

2016年

《协定))锁定了华沙气候变化损失损害国际机制

(Warsaw International Mechanism for Loss and Damage

associated with Climate Change Impacts，WIM)，并

同意可根据《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决定1／CP．21》增

强WIM的功能。

《决定I／CP．2l》中的损失损害部分(第48～52

段)明确《协定))损失损害条款(第9条)不涉及任

何责任或者赔偿，也不为任何责任或者赔偿提供依

据，并邀请WIM的执行委员会设立保险和风险转移

的信息交换所和处理气候移民问题的工作组，以促

进缔约方制定和实施综合风险管理战略并避免、尽

量减少和处理与气候移民相关的问题⋯。

2《巴黎协定》适应要素评述

作为妥协的结果，适应条款基本照顾了各缔约

方的核心关切，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关切(表1)12]。

虽然过程中出现了“77国集团+中国”利益分化以

及土耳其和乌克兰等经济转轨国家对缔约方采用新

区分方式的要求，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

的原则也未能明文写入《公约》适应条款(但写入

了前言和第2条)，但是适应条款还是基本维持了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分。

2．1脆弱性

发达国家提出最脆弱的国家这一概念，认为只

有这些国家开展适应行动应该得到支持，实质上是

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再分类，起到分化瓦解“77国集

团+中国”的作用。“77国集团+中国”内部对区分

和脆弱性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在南非、中国、

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推动下，经过多轮磋商，在最

后一天才在内部就脆弱性、脆弱国家等一揽子表述

形成一致。《协定》文本采用了这些表述，坚持了《公

约》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分，提出将根据

《公约》(主要是第4．8和4．9条)识别特别脆弱的发

展中国家，基本将脆弱国家覆盖到包括最不发达国

家、小岛屿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协定》

前言采纳了“77国集团+中国”统一立场文件中对

脆弱性的新口径，适应条款中也没有特别突出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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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不同国家和集团对适应问题的观点和立场汇总I。51

Table l Different views and positions on adaptation of various countries and groups∞

注：+非洲集团(AfricanGroup)共包括54个国家，占联合国成员国总数的28％。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集团(Like—mindedDevelopingCountries，

LMDC)，简称为立场相近国家集团，包括25个国家和集团。阿拉伯集团，包括22个阿拉伯国家。小拉美集团．全称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独立联盟

(IndependentAlliance ofLatinAmerica andtheCaribbean，AILAC是其西班牙语全称的简称)，包括6个国家。最不发达国家集团(LeastDeveloped

Countries，LDCs)目前共包括48个国家。小岛屿国家联盟(Alliance ofSmall Island States，AOSIS)包括39个小岛屿国家和地势低洼的沿海国家。

转型转轨国家(Economies in Transition)，包括俄罗斯以及中欧和东欧的经济转轨国家，不是谈判中的正式集团。“指在Ⅸ公约》框架对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分。“+有能力的缔约方(Partiesin apositionto do so)和有需要的缔约方(Partiesin need)。

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的脆弱性，而是承认发展中

国家对气候变化的整体脆弱性。

2。2全球适应目标

非洲集团是全球适应目标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它们希望构建一个与全球温升目标及其相应的减排

雄心相联系的全球适应目标，从而能够定期盘点识

别第2条所述的全球温升目标对应的全球减排需求

和各国减排努力之间的差距，据此确定对发展中国

家(尤其小岛屿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适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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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支持的资金规模[31。结合《公约))的规定和原则，

非洲集团的全球适应目标得到了“77国集团+中国”

的一致支持。“77国集团+中国”的共同立场最后未

能逐字逐句写入《协定》，但它还是为适应支持的规

模提供了依据。此外，该统一立场在一定程度也对

冲了一些发达国家对1．5℃温升目标的支持。欧盟、

挪威等缔约方希望支持更有雄心的全球温升低于

1．5℃的目标，但担心相应的全球适应目标会大大增

加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义务。

2．3适应支持和资金

获得对适应行动的支持是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关

切。参照《坎昆适应框架))的内容，“77国集团+中

国”形成的共同立场要求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的

适应行动提供长期的、不断增加的、可预测的、新

的和额外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的支持14]。但发达

国家为了减少出资义务，只同意为特别脆弱国家，如

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提供资金支持14]，并要

求其他有意愿或者有能力的国家也为特别脆弱国家

的适应行动提供支持。最后((协定》的有关条款仅

模糊提及发展中国家的适应行动需要持续和增强的

支持，而通过资金条款(第9条)明确规定发达国家

应为协助发展中国家的适应行动提供资金并带头筹

集气候资金，以履行其在《公约》下的现有义务，并

实现资金在减缓和适应上的平衡分配。然而，《协定》

没有明确发达国家必须提供的资金数量，仅在《决

定1／CR219中的资金部分(第54段)提出发达国家

继续它们到2025年的集体筹资目标，并要求((协定》

缔约方大会在2025年前考虑设立一个新的、不低于

每年1000亿美元的集体筹资量化目标⋯。由于《决

定1／CE219缺乏充分磋商，且语言较模糊，很难由

此完全确定新的资金量化目标是否限于发达国家，

更未提及适应应得到的资金规模。此外，资金条款

中也特别提到考虑最不发达国家这些具有显著能力

限制国家的需要，以照顾最不发达国家的关切。

2．4适应信息通报及其全球盘点

发达国家认为((协定》应充分利用现有渠道，例

如国家信息通报、两年更新报等，来实现适应信息

的共享和交流，不主张将适应信息放在国家自主贡

献(INDC)中。发展中国家内部对适应信息通报的

必要性、渠道、循环周期及其盘点的争议很大。一

方面，发展中国家希望《协定》创造一些新的适应

报告渠道或机制识别发展中国家的适应需求和优先

支持领域，另一方面又害怕新渠道和机制会给发展

中国家带来额外负担【3]。阿拉伯集团、中国、印度等

认为INDC不能成为单纯的减缓贡献，而应包括减

缓、适应、资金、技术、能力建设和透明度6个要

素，适应信息通报应是INDC的一部分，全球盘点应

是对包含6要素的INDC的综合盘点，而且发展中国

家准备1NDC的工作应得到发达国家的支持。小拉

美集团也力推各缔约方定期提交适应信息通报，推

动INDC作为适应信息通报的主渠道。小岛屿国家

集团、最不发达国家集团、阿根廷等国家和集团认

为定期提交适应信息通报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额外

义务，因此要求适应信息通报的渠道灵活，可采用

国家信息通报、INDC、NAP等多种形式，且其循环

周期和盘点都不能有太强的法律约束力。最后《协

定》要求缔约方酌情定期提交和更新一项适应信息

通报⋯，对适应信息通报的形式、内容和渠道都没有

做太严格的规定，明确了对发展中国家编制适应信

息通报的持续且加强的支持，并确定了每5年一次

的、与减缓结合的适应盘点。

3《巴黎协定》损失损害要素评述

损失损害问题是小岛屿国家联盟和最不发达国

家集团的核心关切，但在历次谈判中以美国为首的

发达国家强烈反对在((协定》中提及损失损害问题[61。

在最后一个阶段的磋商中，小岛屿国家联盟和最不

发达国家集团推动“77国集团+中国”就损失损害

进行了多轮协调，最终形成了4点共同立场，包括：

(1)((协定》中必须明确损失损害的内容；(2)《协定))

中必须锁定损失损害的机制安排；(3)损失损害的机

制安排必须遵循《公约》的原则和条款，尤其是共

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4)((协定》要有条款特

别处理不可逆和永久的损失损害。但是，由于小岛

屿国家、最不发达国家、立场相近国家集团、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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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小拉美集团对是否建立损失损害的新机制、是

否同意加入补偿责任豁免等段落分歧较大(表2)，

“77国集团+中国”始终未能形成一个文字上的共同

立场。伞形集团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坚决反对损失损

害成为单独条款，反对任何明示或暗示补偿责任的

段落(即处理不可逆和永久的损失损害)、反对在损

失损害条款中提及((公约》的原则和条款，反对成

立损失损害的新机构，反对提及移民安置问题。伞

形集团还提出，损失损害条款下必须要有补偿责任

豁免段落，否则会影响其国内对《协定》的正式批

准和认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一方面要

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团结，一方面又要坚持不能

255

承担补偿责任，因此与印度、新加坡等国积极推动

在《公约》的原则和框架下解决损失损害问题。

由于发达国家和“77国集团+中国”在是否将

损失损害问题纳入核心协议的问题上观点始终针锋

相对，谈判基本陷入僵局，最后主席国在与主要国

家和集团双边的基础上，形成了《协定》的第8条

及相关决定。(1)《协定》单独将损失损害列为一条，

照顾了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的关切。(2)《协

定》没有将损失损害问题限定在对气候变化特别脆

弱的发展中国家，提到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合作和

促进性基础，以加强理解、行动和支持，这基本确

定了一个各国利用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合作共同解决

表2不同国家和集团对损失损害题的观点和立场汇总[3-51

Table 2 Different views and positions Oil loss and damage of various countries and groups[35

注：+立场相近国家集团对于损失损害问题的内部分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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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损失损害问题的框架。(3)《协定》中没有提及

补偿机制和气候移民安置，没有提及损失损害的资

金安排，并在决定中明确《协定》中的损失损害条

款不能作为要求赔偿责任的基础，也充分照顾了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的主要关切。(4)《协定》锁定

了《公约》下建立的WIM，并在《决定1／CP．21》中

明确将根据2016年审查继续WIM并可能增强其功

能，从而将损失损害问题置于《公约》框架下。(5)

《决定1／CP．2 1》中提出了在WIM下成立风险转移信

息交换所和气候移民的工作组，这是各国尽力弥合

政治立场的差异，为解决气候变化损失损害问题走

出的切实一步。

4谈判形势判断和国内应对措施

《协定》虽然设计了2020年后全球气候治理的

大格局，但仍有很多技术性的工作亟待完成，还有

许多关键性和实质性分歧并未得到有效解决。在适

应和损失损害方面，《协定》提出了近期和中期的9

项工作，包括：(1)缔约方开展适应规划进程并采取

适应行动；(2)适应委员会开发方法学，以承认发展

中国家适应努力；(3)适应委员会开发方法学，以评

估发展中国家适应需求；(4)适应委员会提出为实现

温升目标的适应行动筹集资源的方法学；(5)适应委

员会提出方法学，以评估适应行动及支持充足性和

有效性；(6)缔约方定期提交和更新适应信息通报；

(7)WIM执行委员会设立工作组，研究减少和处理

气候移民问题的综合方法和建议；(8)缔约方增强对

损失损害问题的理解、行动和支持；(9)根据2016年

对WIM的审查决定是否增强华沙机制。此后国际社

会的关注点将从《协定))本身转向具体实施规则的

谈判，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和排放大国将继续在适

应资金和损失损害问题中面临着持续的出资压力，

如何在技术细则的谈判中贯彻《公约》的原则和条

款，避免在细节问题上背离《协定》的主要原则，仍

然是今后谈判中必须要面对的巨大挑战。

加强国内工作是占领谈判先机的基础和关键。

首先，为了履行国际义务，展现中国在全球气候治

理的领导力，中国应积极寻找气候变化背景下社会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转型路径，积极适应气候变化并

减少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损失损害，把适应气候变

化理念引入国家战略规划和政策制定中，加大适应

理念的宣传和推广力度，分析适应优先领域，从人

财物上保障适应行动的落实，加大技术研发力度，有

效增强自身的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目前，中国已经

发布了3次气候变化的国家评估报告并制定了《国

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这些报告和战略的出台明确

了中国面临的气候变化挑战并显示了中国政府对气

候变化适应问题的重视，很好地策应了谈判，但是

仍需要对影响和适应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以及各部门

在具体工作中对适应战略的落实"]。其次，增强与世

界各国关于适应、损失损害和气候风险问题在政府、

学术界、非政府组织等不同层面战略对话和交流，积

极吸取世界各国开展适应行动、应对损失损害和气

候风险管理的经验和教训，引进国际上成熟先进的

经验技术。第三，《协定》提出了2020年后适应和损

失损害相关制度安排的一系列任务，这为中国及其

他国家和集团提出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科学和技术

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包括：如何评估发展中国

家的适应需求、适应成本和所获得支持的充足性?

如何界定和评佶气候变化的损失损害问题，尤其是

不可逆和永久损失损害问题、气候移民问题和非经

济损失?因此，应预先分析和识别发展中国家的适

应需求及其损失损害问题、设计未来可能的谈判情

景和策略，积极提交适应和损失损害议题的中国方

案，为谈判争取主动。第四，利用中国气候变化南

南合作基金的战略平台，通过明确基金受援国以及

受援国的优先需求和重点领域，提高基金的援助方

向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利益诉求和谈判立场的

契合度，同时引导国内适应相关项目、产品、技术、

标准“走出去”，服务于中国气候外交中的大局，为

推动全球适应气候变化减少损失损害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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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aris Agreement，as comprises of all Parties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UNFCCC)，succeeded in addressing all the main concerns of each Party．The Agreement was guided by

the principles of the UNFCCC and presented the bifurcated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The Article 7 in Paris Agreement established a global adaptation goal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temperature goal，decided that developed country Parties continue their obligations for supporting developing

country Parties to enhance adaptation actions，and requested all Parties to submit and update periodically an

adaptation communication．The Article 14 structured a global stocktake ofadaptation in conjunction with mitigation

and finance with a cycle of 5 years．The Article 8 anchored Warsaw InternationalMechanism for Loss and Damage

associated with Climate Change Impacts and formulated a framework for all Parties to address 10SS and damage

on a cooperative and facilitative basis．However，Paris Agreement has reserved differences on a lot of technical

and key issues．China，as a large emerging developing country,will have to encounter continuous political pressure

with regard to adaptation finance and loss and damage．China should enhance domestic adaptation actions，strengthen

relevant researches and use South—South Climate Fund effectively,SO as to react positively to the pressures and to

promote global adaptation and addressing loss and damage．

Key words：Paris Agreement；adaptation；loss and damage；response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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