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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媒报道，当地时间11月 4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启动退出《巴黎气

候协定》的进程，成为至今唯一一个要

退出这项协议的国家。据了解，美国的

这一“退群”将耗时一年时间，也就是说，

整个程序将于2020年 11月 4日完成。

美国媒体表示，这一举动向世界传

达了一个重要信息：随着气候变化的破

坏性影响越来越明显，美国将不会负起

国际责任，由此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与此同时，人们更为关注的是，美国退

出《巴黎气候协定》，是否会引发多米

诺骨牌效应，其他发达国家竞相效仿？

该协定是继《京都议定书》之后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全球气候变化协议，特朗普

退出巴黎协定，世界和美国会怎样？

特朗普为何执意退出

《巴黎气候协定》？

按照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说法，

特朗普之所以做出退出巴黎协定的决

定，是因为美国根据协定做出的承诺

给本国工人、企业和纳税人带来了不

公平的经济负担。蓬佩奥在社交媒体

推特上说：“美国在削减各种排放、

增强韧性、提升经济与维护人民方面

领先全球，我们为此感到自豪。我们

采取的是现实、务实的模式。”

特朗普表示，《巴黎协定》让美国

处于不利位置，而让其他国家受益。特

朗普声称，巴黎协定将使美国国内生产

总值减少3万亿美元，并使工作岗位减

少650万个。实际上，早在2017年6月，

特朗普就曾指出，《巴黎气候协定》给

美国带来“苛刻财政和经济负担”，美

国“从即日起停止落实这份他认为不具

有约束力”的协议，包括停止落实国家

自主贡献目标和停止为联合国“绿色气

候基金”提供资金。特朗普还特别点名

“绿色气候基金”是重新分配美国财富

的项目，据了解，该项目要求发达国

家在2020年前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资

金，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特朗普指责此项气候协定损害了美国

的经济增长，甚至侵害了美国主权。

特朗普表示：“简言之，这份协议

没有消灭煤炭工作，它只是把那些工作

从美国转移到外国，这份协议跟气候关

系不大，倒是更多与其他国家获得针对

美国的财政优势有关……这份协议是把

美国财富向其他国家转移的大规模再分

配。”据悉，美国是全球最大温室气体

排放国。数据显示，美国每年二氧化碳

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15%左右。

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该协定的时

候“郑重承诺”，振兴美国的油气与煤

炭工业。近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

不断放宽对国内化石能源领域排放限

制。《纽约时报》报道，联邦政府竭力

为煤炭、页岩气等化石能源产业发展“扫

除障碍”。在过去的两年中，美国环保

署（EPA）已一再放宽此前制定的环保

排放政策，包括放宽油气企业甲烷排放

限制、燃煤电厂二氧化碳排放限制等。

众所周知，这不是美国第一次在

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退群”。2001年

3月，时任美国总统布什以“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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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退出1998年克林顿政府签署的《京

都议定书》，直接导致多个发达国家效

仿退出或减排力度打折扣。

与那次一样，作为全球最主要的

二氧化碳排放国之一，美国此次退出

《巴黎协定》的举动遭到多国，包括美

国国内人士的指责。有专家表示，美国

利用其经济和技术垄断等优势，试图

破坏国际秩序。美国国务院前气候官员

AndrewLight指出，在应对气候变化问

题上，美国并没有与世界其他国家合作。

《金融时报》援引美国环保协会（EDF）

气候变化高级副总裁NathanielKeohane

的话称：“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意味

着其在对抗气候变化的斗争中抛弃了

盟友。”美国民主党官员也表示，此举

是“灾难性的，出卖了孩子们的未来”。

《巴黎气候协定》为何重要？

2015年 12月 12日，《巴黎气候协

定》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并于

2016年 11月 4日正式生效，是《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继《京都议定

书》后第二份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协议。 

《巴黎气候协定》的主要目标是将

21世纪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

摄氏度以内，并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

前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1.5摄氏度以内

对可再生能源进行投资，同时将世界多

数开发中的国家和地区纳入其中，本世

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根据

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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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认为，巴黎

协定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转折点”，

它建立了全球应对气候危机的持久框

架，传递出“全球坚定致力于低碳未来

的强力信号”。协定生效后，就条约文

本中所规定的内容，对所有当事缔约国

将产生法律约束力，除非当事国决定退

出。根据巴黎协定规定，美国政府必须

在该协定生效3年后才能正式启动退出

程序，2019年11月 4日是特朗普最早

可以向联合国发布正式通知的日期。

有专家指出，《巴黎气候协定》要

求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远低于”2

摄氏度的范围内，这是一个历史性协定。

在迄今为止全球升温1摄氏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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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地球已经历了干旱、热浪以及海平

面上升引发的暴风雨（雪）。“气候变化

是一个全球问题，这需要一个全球性的

解决办法。”没有各国的协同行动，将

很难取得有意义的全球进展。那么，美

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将对世界和

美国有什么影响？

答案是：对世界有害，长远来看，

对美国也不利。

中国方案令人期待

据《南华早报》报道，在2015年

巴黎气候大会之前，中国誓言要在2030

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目

前来看，中国可能提前兑现这一承诺。

而英国《自然·地球科学》月刊

刊登的一份研究报告说：“回顾起来，

这一承诺可能在作出时就已兑现。”从

近些年来的情况看，应对气候变化，中

国行动不仅坚定有力，而且交出了一份

亮丽的成绩单：2018年，中国单位GDP

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5.8%，超

额完成了当年的目标，相当于减少二氧

化碳排放约52.6亿吨；同年，非化石

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14.3%，森

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6亿立方米；

2000年以来，全球新增绿化面积约1/4

来自中国……

“气候行动追踪”组织网站称，

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现在已经达到

平稳，比巴黎气候协定承诺提前了十

多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日前表

示，中国正在提前兑现在《巴黎协定》

中所作承诺。

《华尔街日报》表示，事实上，中

国早在2017年年底就公布了建立世界

最大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计划，再接再厉

把自己置于应对气候变化领袖的位置。

报道称，此举向各国发出一个明确的信

号：当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后退时，

中国有诚意解决这个问题。美国环保协

会全球气候项目负责人纳特·基奥恩说：

“它体现了中国有多么关键。这是气候

政策的珠穆朗玛峰。”

事实上，任何一个不带有偏见的

人都充分认识到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

化上作出的不懈努力和卓越贡献。2018

年 12月，在波兰小城卡托维兹举行的

第二十四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美

国前副总统戈尔以非营利组织项目发

起人的身份与会，他在致辞中表示，中

国政府、企业和慈善机构的协同合作让

中国在气候行动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戈尔还指出，中国是少数几个

正在履行巴黎协定承诺的国家，中国

2018年新增的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超

过5300万千瓦，比全球其余地区的总

和都多。另一项成就是，中国太阳能电

池板产量占全球60%，如果没有中国的

贡献，全球在解决气候危机上无法达到

现在的高度。

应对气候变化，中国方案令人期

待。与特朗普政府不同，中国认识到

应对气候变化是推动增长的机会。凭

着规模之大，中国减少对煤炭的依赖

的同时，将推动世界向清洁能源发展。

“等到那时，中国准备向世界提供清

洁能源技术，比如政府投入巨资在国

内制造的太阳能电池板和锂电池”。

2019 年 9 月 23 日，联合国气候

行动峰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基

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是此次峰会 9 大

行动领域之一，作为这一方案共同牵

头国，中国与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一

道，提出 150 多个行动倡议，汇编了

森林碳汇、生物多样性保护等 30 余

个示范案例。此次峰会上，中国在应

对气候变化上的决心和担当，展现了

大国风范，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信心。

当前，气候变化问题遭遇“逆风”，

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个别国家中

途“退群”，改变不了国际社会的共

同意志，也不可能逆转国际合作的历

史潮流。此次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

上，77 个国家、10 个地区和 100 多

个城市宣布将在 2050 年实现“碳中

和”——人类的二氧化碳净排放量为

零，70 个国家宣布将在 2020 年前提

升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就说明了一

切。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事关我们这

个蓝色星球的未来。当今世界，减排

已成为世界发展的潮流，应对气候变

化与每个人息息相关。《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发表声明说，

“《巴黎协定》仍是 194 个国家签署并

已得到 147 个国家批准的历史性协

定，它不会因为单个缔约方的要求而

重新协商。我们应当看到，个别国家

中途‘下车’，根本不可能阻挡全球

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