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刊号CN37-0003 邮发23-55 广告许可证：鲁工商广字01081号 全省统一零售价：1元
本报在国内北京、沈阳、济南东、济南西、青岛、烟台、潍坊、滨州、淄博、泰安、济宁、临沂、枣庄、德州、聊城、、菏泽、东营、威海、日照、莱芜同时卫星传版印刷 大众华泰印务公司(大众日报印刷厂)印刷

2016年4月24日 星期日

本版编辑：王晓莹

美编：石岩 组版：继红

A16

一一天天内内117755国国签签下下《《巴巴黎黎协协定定》》
或早于2020年生效，中国在协定签署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开放签署，为期一年

仪式上，来自政界、商界和
民间的代表，以及联合国和平使
者、美国演员莱昂纳多·迪卡普
里奥分别致辞。随后，１６岁的坦
桑尼亚少女特鲁迪·克莱芒特作
为世界青年代表发言。她表示，
未来是光明的，希望大家为应对
气候变化“拿出承诺，拿出行
动”。会议厅内还播放了气候变
化主题视频短片及回顾去年《巴
黎协定》通过时场景的短片。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东道主
法国总统奥朗德首先签字，１５个
已获得国内批准书的国家随后
签字，其他国家代表按既定顺序
在《巴黎协定》原件上签字。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务院副
总理张高丽出席仪式并代表中
国签署了《巴黎协定》。“这是历

史性的一刻，”潘基文说，“今天，
你们在与未来签署一份全新契
约。”他同时宣布，《巴黎协定》自
今年４月２２日至明年４月２１日开
放供签署。

《巴黎协定》去年１２月在巴
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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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２０２０年后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安
排。各国签署《巴黎协定》是确保
其早日生效的第一步，之后还需
要各国完成国内相关批准或核
准程序。

55国核准，才算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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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指出，各方将加

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
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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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内而努力。
全球将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
达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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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定提出，从２０２３年开始，
每５年将对全球行动总体进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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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协定》将在至少５５个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
约方（且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
球总排放量至少约５５％）交存其

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书之
日后第３０天起生效。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克里斯蒂
娜·菲格雷斯近日表示，已有强
烈信号表明，《巴黎协定》的生效
时间将早于２０２０年。

想要落实，挑战不少

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厄尔
尼诺等异常气候现象给全球不
少地区带来干旱、洪水等灾害和
极端天气的大背景下，尽快加强
各国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共同应
对显得愈发紧迫。正如潘基文当
天所言，“我们正与时间赛跑。”

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近日
接受采访时表示，眼下还有一些
领域面临挑战。譬如从２０２３年开
始，每５年将对全球行动总体进
展进行一次盘点，但是全球盘点

的具体形式尚未明确。
此外，菲格雷斯强调，发达

国家需要切实履行向发展中国
家提供资金支持的承诺，在２０２０
年前达到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
供１０００亿美元支持资金的目标。
这方面资金目前还有较大缺口。
另外，发达国家２０２０年后提供资
金支持的量化目标也尚未明确。
这些问题将是今年５月在德国波
恩开始的新一轮气候谈判以及
年底摩洛哥马拉喀什气候大会
的工作重点。

国际社会期待全球气候谈
判在《巴黎协定》的成功基础上
继续前进，法国气候谈判大使洛
朗斯·蒂比亚纳说，各方在接下
来的气候谈判中将坚定信心、克
服困难，“大家的态度十分统一，
即不会重新进行谈判，不会向后
倒退。”

综合新华社消息

中国承诺：

99月月前前完完成成国国内内法法律律程程序序
22日，在《巴黎协定》高级别

签署仪式上，中国国务院副总理
张高丽代表中国在这份协定上
庄严签字并在开幕式上发表讲
话。张高丽在讲话中承诺，中国
将在今年9月二十国集团杭州峰
会前完成参加协定的国内法律
程序。

去年年底的联合国巴黎气
候变化大会，１３天、近２００个缔约
方，催生《巴黎协定》的谈判密集
而艰苦。大会前，中国与美国、法
国、印度、巴西等主要经济体分别
发表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多个联合
声明，气候谈判中的法律约束力、
资金、力度等焦点分歧在这些联
合声明中都有描述。大会伊始，中
国领导人便同其他与会领导人坦
诚、务实沟通协调，引导各方着眼
大局、相向而行，最大程度凝聚
了共识。这些都为《巴黎协定》的
最终达成奠定了基础。

《巴黎协定》规定各方将以

“国家自主贡献”的方式参与全
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如果说
１９９７年的《京都议定书》要求发
达国家强制减排是“自上而下”
的模式，那么《巴黎协定》采用的
是各国自主的“自下而上”模式。
这种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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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区分也有所体现。

至于各国的具体“贡献”，在
发达国家方面，美国奥巴马政府
已承诺，到２０２５年，美方将在
２００５年的基础上减排２６％至
２８％。日本的目标是到２０３０年温
室气体排放量比２０１３年减少
２６％。

在发展中国家方面，中国提
交的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体现了
大国担当。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和碳排放大国，中国将绿色列
入未来发展的理念，用实际行动
为《巴黎协定》达成注入动力、发
挥作用。文件提出，中国二氧化
碳排放将于２０３０年左右达到峰
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到２０３０年单
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
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６０％到６５％。

中国和美国在今年３月的
《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中说，两国在４月２２日签署《巴黎
协定》后，将采取各自国内步骤
以便今年尽早参加《巴黎协定》。

此外，中国将于2017年启动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企业排
放二氧化碳、温室气体需要购买
排放额度。这意味着中国在促进
温室气体减排、应对气候变化方
面将再度迈出一大步。

据新华社、央视新闻

2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美国国务卿克里抱着两岁的外孙女伊莎贝尔签署《巴黎协定》。 新华/路透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代表中国签署《巴黎协定》。

２２日恰逢世界
地球日，《巴黎协定》
当天在纽约联合国
总部开放供签署。开
放签署首日，１７５个
国家的代表在唯一
一份《巴黎协定》原
件上签字，标志着各
国在共同应对气候
变化挑战方面迈出
全新一步，也创下了
一天之内签署国际
协定国家数量最多
的纪录。

对于这份新的
全球性气候协定的
签署，国际社会给出
积极评价，并认为中
国在协定签署及应
对气候变化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为协
定的早日生效注入
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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