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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目标：

各方将以国家自主贡献
的方式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
动。确保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

水平升高控制在２℃之内，并为把

升温控制在１.５℃之内付出努力。

研究显示，目前全球气候平均气温
已比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大约１℃。
与会各方承诺将尽快实现温室气
体排放不再继续增加；到２０５０年后
的某个时间点，使人为碳排放量降
至森林和海洋能够吸收的水平。

减排目标：

与会各方同意每隔５年重新

设定各自的减排目标。目前已有

１８０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交了从

２０２０年起始的五年期限内减排目
标。协定对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
规定了绝对值要求。鉴于发展中
国家的减排能力仍在不断发展
中，协定未对其减排目标提出绝

对值要求，但鼓励发展中国家根

据自身情况变化尽可能做到这一
点。在此之前，发展中国家应在发
展经济过程中控制碳排放增长。

评估目标：

要求与会各方今后４年内重

新评估各自的减排目标，以便适
时作出调整。协定希望各个国家
和地区能在可再生能源更廉价、
更有效的前提下加大减排力度。

透明度：

要求缔约方汇报各自的温

室气体排放情况以及减排进展，

但赋予发展中国家适度弹性。

资金：

要求发达国家继续向发展中
国家提供资金援助，帮助后者减
少碳排放以及适应气候变化；鼓

励其他国家在自愿基础上提供

援助。协定没有对这类资金援助
作出具体金额规定。

损失和破坏：

承认损失和破坏的内容，主

要针对由气候变化引发的灾难，因
为不少岛国正面临海平面上升所
带来的威胁。但协定特别备注这并
不意味着界定责任或赔偿。

据新华社

参与方：

１９５个
本次气候变化大会吸引来自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１９５个
缔约国和欧盟代表团的约１万名成
员，全球近２０００个非政府组织的１.４
万名代表和注册记者３０００多人。

碳排放量：

２.１万吨
根据业界估计，本次大会产

生的相关温室气体总量将达２.１
万吨，相当于４４２０辆汽车1年的排
放量。不过，法国政府已表示，当
局将致力于通过在南半球的减排
项目冲抵这些碳排放量。

大会开支：

１.７亿至１.８６亿欧元
法国政府为本次大会列出最

高１.８６亿欧元预算，而来自法国
和其他国家的约５０家企业额外赞
助了２５００万欧元。主办方预计，会
议期间，与会代表及相关人员到
访巴黎的住宿、饮食和购物等相
关开支将给大巴黎地区带来约１
亿欧元收入。 据新华社

《巴黎协定》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模式
的改变，在人类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具有
重要的历史意义，对中国低碳转型、可持续
发展也将发挥推动作用。

在协定下，各方将以“国家自主贡献”
的方式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这表
明协定以各国“自下而上”的方式作为行动
机制。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
第二份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它与第一份
法律文件《京都议定书》有所不同。《京都议
定书》对发达国家采取了“自上而下”的强
制减排安排，导致部分发达国家不愿接受
而退出，削弱了效力。

“《巴黎协定》这么做的好处是能得到
广泛参与。”关注全球问题科学家联盟战略
与政策部门主管迈耶说。目前已有１８０多个
国家向联合国提交了自主贡献文件，涉及
全球９５％以上的碳排放。中国国家应对气
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邹
骥认为，《巴黎协定》确定的行动机制是一
次新探索。“以往自上而下的做法，经实践
检验，执行得不是太好”。他说，美国未批准

《议定书》、加拿大退出《议定书》、日本拒绝
加入《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这些现实要

求对全球气候治理模式重新尝试。
邹骥认为，在目前的政治文明和国际

体系内，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超主权政治
法律力量去强制各国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
化。“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现实的力量，自上
而下很难落实，”他说，“怎么办？我们就再
试试自下而上。”不过，“自下而上”并不意
味着放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分。

《巴黎协定》依旧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的
责任”原则，发达国家依然要带头开展全经
济范围绝对量减排，同时加强对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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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主行动的透明
度等问题上，区分也有所体现。

邹骥说，对中国而言，加入《巴黎协定》
承担相关履约责任，会带来降低污染、减少
极端天气、推动产业发展、创造就业等诸多
好处。其中他最看好的是，协定释放出的政
策信号，可以改变投资者、消费者的行为，
推动中国加快向绿色低碳发展转型。他认
为，中国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必须
创新发展路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人口
素质、收入来源都需要转变，转变后才能保
持长久持续增长。 据新华社

一一槌槌定定音音
巴黎气候大会达成全球减排新协议

《巴黎协定》要点

新闻分析

转变全球气候治理模式
推动中国经济低碳转型

巴黎时间１２日１９时２６分，在延期超过２４小时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最后一次
全会上，大会主席、法国外长法比尤斯举起带有大会标志的绿色小槌，宣告里程
碑式的《巴黎协定》诞生，《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近２００
个缔约方代表全体起立鼓掌，庆祝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迈出重要一步。预计
这份协定将于２０１６年４月由各国领导人正式签署。

“近１５０个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参加开
幕式，１８０多个国家提交国家自主贡献文
件，１３天的谈判成果让我们每个代表团都
能昂着头回去，因为我们承担起了这一巨
大的历史责任。”法比尤斯流着眼泪说。

潘基文说：“应对全人类面临的最为
复杂的气候变化问题，我们已进入一个全
球合作新时代。全球所有国家为了共同目
标采取共同应对措施，这是有史以来的第
一次，这曾经无法想象，现在势不可挡。”

奥朗德向各国代表祝贺：“为了达成
这个协定，已经等了４０年，现在你们（与
会谈判代表们）做到了，有了一个雄心勃
勃、有约束力、全球的协定，你们的子孙
都会为你们自豪。”

美国总统奥巴马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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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全球不能因该协定而自满，因为气
候问题不会通过这个协定而解决。

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说，在全球气候政
策中，巴黎将永远与这个历史转折点联系
在一起，《巴黎协定》是国际社会第一次达
成共识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努力。英国首相
卡梅伦表示，《巴黎协定》不仅展示了国际
社会的团结一心，也为子孙后代保护了地
球，协定是未来世界的“关键一步”。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
说：“这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所有人
的伟大壮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
示，《巴黎协定》平衡反映了各方关切，是
一份全面、均衡、有力度的协定。巴黎大会
是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新起点，中方将与国
际社会一道，继续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努
力作出更大贡献。

《巴黎协定》共２９条，包括目标、减
缓、适应、损失损害、资金、技术、能力建
设、透明度、全球盘点等内容。根据协定，
各方以自主贡献的方式参与全球应对气
候变化行动；发达国家继续带头减排，并
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能力
建设支持以帮助它们减缓和适应气候变
化；从２０２３年开始，每５年对全球行动进
展进行一次盘点，以帮助各国提高力度、
加强国际合作，实现长期目标。

转折点>>

所有国家
史上首次达成共识

12日，法国外长、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主席法比尤斯在会上落槌，标志着《巴黎协定》的
达成。 新华/路透

新挑战>>

履行协定
考验各国智慧决心

《巴黎协定》的出炉被不少分析师、
媒体和官员誉为全球合作的典范。设在
华盛顿的智库世界资源研究所气候项目
负责人摩根认为，与《公约》框架下先前
的法律文件不同，《巴黎协定》不仅富有
雄心，而且得到更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标志着一种国际合作的新形式——— 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在一个共同且
公平的框架下”。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巴黎协定》
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
合作”，其内容增强了减排决心、让努力
方向更加明晰，推动全球各国承担更多
责任。更重要的是，它推动了全球范围内
最广泛的参与，这在先前的全球合作中
并不多见。

《巴黎协定》是国际合作取得的阶段
性成果，为全球减排努力设定了法律框
架，也意味着下一阶段任务的启程。《金
融时报》评论，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现在已进入又一个挑战阶段，即条约的
迫切履行。眼下，各国只是通过谈判代表
在外交上取得共识，而要将这一共识付
诸行动，考验的是各国推动本国社会、经
济和民众共同参与的政治智慧和决心。

路透社报道，不少国家在履行减排承
诺问题上面临来自国内的不小阻力。以美
国为例，总统奥巴马为削减碳排放已几乎
用尽行政权力，付出更多减排努力似乎要
依赖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现实情况是，
共和党对气候变化是严重问题的说法并
不买账，无意投票表决是否批准援助发展
中国家向“绿色经济”转变。

此外，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在推
动清洁能源方面也阻力重重。印度总理
莫迪决心推动解决边远地区通电难问
题，而依据现有条件，通电的解决方案只
有依靠大规模燃煤发电解决，这对减排
前景带来难度。对于各国“难念的经”，潘
基文也表达了一定的理解。“我们应该认
识到印度面临的挑战。”潘基文说，“３亿
人口没有通电，数以亿计人口生活在贫
困线以下。”

综合新华社消息

1 2日，
中国气候变
化事务特别
代表解振华
表示，巴黎
气候变化大
会是全球气
候治理的关
键节点。

数说巴黎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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