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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12日，195个国家在法国巴黎召开《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 1次缔约方大会和《京都议定

书》第1 1次缔约方会议，达成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

《巴黎协定》(以下简称《协定》)。与会各方承诺控制

并逐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确保至2 1 00年全球平均气温升

高不超过工业化前水平以上2℃，并向温升不超过1．5。C的

目标努力。

2016年4月22日，《协定》于联合国总部开放供各

国签署，175个国家政府代表签字，创国际协定开放首

日签署国家数量纪录。当日，中国和美国同时签署《协

定》，并于9月3日G20杭州峰会开幕前递交批准文书。

中、美分别是世界上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温室气体排

放量合计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约40％，两国联手行

动有力推动了其他缔约方加速批准程序。10月5日，欧

盟向联合国提交关于《协定》的批准文书。至此，《协

定》满足了至少55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

方批准、且其排放量占全球排放总量55％以上的生效条

件，11月4日正式生效。

2016年11月7．18日，《协定》生效后首次《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召开，核

心议题即如何建立有效机制确保落实《协定》。会议通过

《马拉喀什行动宣言》，宣称全球已进入气候变化“履约

和采取行动的新时代”。

《协定》凝聚了各缔约方在减缓、适应、资金、技术

开发与转让、能力建设、行动和支持的透明度、法律形式

等应对气候变化传统议题领域达成的新共识，是指弓12020

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纲领性文件，是国际气候合

作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成果。在主要缔约方的共

同努力下，《协定》达成不满一年即正式生效并进入履约

行动阶段，充分显示了国际社会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的坚定

意愿和严肃态度。

《协定》再次确认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持经济发展之问

的内在联系和保持平衡的必要性，以缔约方提交的“国家

自主贡献”方案为基础，以控制温升幅度为长期目标，促

进各国决策者、企业、投资者树立包容性绿色经济发展理

念，将资本投向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领域，整合产业价值

链，加速向低碳循环经济转型。在《协定》影响下，各国

在清洁能源、能效提高等领域的产品、技术、服务将面临

空前发展机遇和激烈竞争，其结果将决定未来较长时期的

国际经济力量对比。

《协定》设计了国际合作减排时间表和实施路线

图，为各国政府、企业界提供了相对长期、稳定的政策预

期。《协定》确定了当前至本世纪后半段约30年跨度的

减排时间框架，要求缔约各方在此期间为实现温升控制目

标，尽快达到温室气体排放的峰值，以至实现碳的零排

放。为此，缔约方“国家自主贡献”方案须每5年修订、

更新一次，减排“力度水平”逐步提升，且需“缔约方以

国家自主的方式根据本协定的有关规定更新和加强它们的

行动和支助，以及加强气候行动的国际合作”。这也为

资本持续进入清洁能源领域创造了必要政策条件。在目

前189个提交“国家自主贡献”方案的国家中，147个国

家制定了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计划，167个国家有提高能效

计划，不少国家还将调整化石能源补贴政策。印度计划

N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提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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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中国、欧盟、巴西等也拟将这一占比提高到20％一

33％不等。

近年来，世界可再生能源市场迅速扩张，投资额持

续上升。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统计，2015年，全球可再生

能源投资额达创纪录的2859亿美元。2004．20 1 5年，该领

域投资额累计达2．3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对可再生能源

投资额增长迅速，2015年已达1560亿美元，首次超过发达

国家。其中，中国、印度、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居于领先地

位，20 1 5年投资额分别达1 029亿美元、1 02亿美元和45亿

美元①。国际能源署(IEA)基于各国“国家自主贡献”方

案目标综合估算，至2030年，为达到方案中所承诺的减排

和能效目标，全球须增加投资13．5万亿美元。可以预见，

绿色经济发展前景广阔，特别是低碳技术应用广泛的建

筑、交通、电力等部门蕴藏丰富机遇。

但也应看到，《协定》出台一年来国际社会环境正在

经历深刻变化，不利于落实《协定》的制约因素凸显，各

国向低碳循环经济转型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

首先，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和增长缓慢不利于缔约方

履约。近几年来，全球经济低迷不振，增长率一直徘徊在

3％左右，陷入所谓“低增长陷阱”。发达工业化国家复

苏动力不足，新兴国家出现系统性风险苗头。据世界银行

报告，20 1 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仅为2．4％，各国也都普遍下

调了增速预期。美国、英国、日本、欧元区等地区经济一

度表现尚佳，但已现走弱势头。巴西、俄罗斯、拉美地区

等更陷入较为严重的经济衰退。全球贸易疲软和保护主义

势头上升、大宗商品行隋不佳、金融市场情绪脆弱等因素

使得全球经济走势更趋复杂，《协定》缔约方履约意愿受

到抑制。

再者， “去全球化”现象加大解决全球性问题的

难度。气候变化问题是全球性问题，需要各国政府、企

业、机构等携手合作寻求解决方案，但“去全球化”现

象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形成了不小冲击。英国公投退

欧、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欧洲民粹主义政治势力

抬头等事件，造成全球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浪潮涌动。

恐怖主义、民族主义、极端宗教势力崛起，都对全球化

进程形成威胁。

最后，美国特朗普执政将冲击《协定》及国际气候合

作。特朗普就任后或将搁置《协定》，废止美国“国家自

主贡献”方案，取消奥巴马签署的部分涉及气候、能源、

环境政策的总统行政命令。美国气候政策倒退短期内会对

国际气候合作造成负面影响，但不会改变《协定》的生效

状态和国际社会落实《协定》的政治意愿。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以来，全球气候治理主导权向发展

中国家转移，国际社会提高了对中国在落实《协定》各项

谈判成果上的作用的期待。当前各国履约形势复杂，悲观

情绪笼罩，中国自身也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巨大挑

战，但仍主动承担与自身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责任，继续

实施“国家自主贡献”方案，依照承诺运作气候变化南南

合作基金，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提高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

的能力，以切实行动增强了各界对《协定》所奠定的国际

合作减排“巴黎模式”的信心。发展绿色、低碳经济已是

大势所趋，不会因为暂时困难而逆转，其活力及创富效应

将持续推动《协定》缔约方之间积极协作，优化能源消费

结构，促进温室气体减排，从而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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