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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角力 各有算盘
出于各自利益的不同，当前的气候变

化国际谈判分成三股力量——欧盟、伞形
集团（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等）、
发展中国家（77国集团＋中国）。

欧盟将自己视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领
导者，在节能减排立法、政策、行动和技术
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欧盟强调美国
应承担减排责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制定通
过，与欧盟的积极推动有密切关系。但
金融危机暴发后，欧盟的谈判态度走向消
极，在资金和技术转让问题上，欧盟尤其
缺乏诚意。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等伞形
集团国家的立场类似，中期减排目标低，且
以一些发展中国家参与减排为前提条件。
其中，最不积极的美国在奥巴马上台后态
度有所转变，气候变化成为奥巴马政府首
要政策重点之一，其清洁能源技术最近几
年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不过，美国迄今
拒绝接受《京都议定书》。日本首相鸠山由
纪夫提出到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
25％，不过同样把主要排放国家参与减排
作为前提条件，且迄今未阐明如何实现这
一目标。

来自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77国集
团主席国苏丹的代表11月底在北京发表
声明，宣布与会各方就谈判中有关重大问
题形成一致看法，坚持《京都议定书》应继
续有效，要求发达国家承担第二承诺期减
排指标。此外，哥本哈根会议成果应涵盖
长期合作共同愿景、减缓、适应、资金和技
术转让等内容，并应考虑最不发达国家、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国家在应对气候
变化方面的特殊需求。

中国：2020年减排40%~45%
本次会议，中国的表现格外引人注目。
11 月 25 日，中国决定到 2020 年,中国

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
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中国的表态，称这是迄
今为止对哥本哈根会议最大的推动。而美
国所承诺的 2020 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这一数值，据专
家推算，仅相当于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
4%，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40%的减排
要求相去甚远。中美两国在哥本哈根会议
前的碳减排布局，高下立判，泾渭分明。

在作出“减排 40%至 45%”承诺的同
时，中国政府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将
减排计划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
统计、监测、考核办法。 文图均据新华社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于当地时间 7
日10时40分许（北京时间7日17时40分
许）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开幕。会议从7
日持续至18日，有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代
表及众多媒体记者参加，预计总人数会超
过1.5万。

气候变化大会主席、丹麦前气候和能
源大臣康妮·赫泽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执行秘书伊福·德布尔、联合国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席拉金德
拉·帕乔里等人在开幕式上发表演讲。
各方对这次会议高度重视，德布尔称之为

“前所未有”的会议。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6 日发布一项报

告说，与会各方距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遏

制全球变暖达成一致“仅有数步之遥”，各
国眼下承诺的二氧化碳减排量和协议目
标减排量已差距不大。相关专家就各国
应采取措施所持观点和气候变化大会谈
判桌上的议题“差距显著缩小”。如果与
会各国领导人想通过谈判方式达成一致
是可以办到的。

媒体估计，大约 4.5万名环保主义者
将在会议期间陆续“现身”哥本哈根。会
议开始前，多名示威者聚集在大会会场
贝拉会展中心外，有的展示标语条幅，有
的高呼口号，还有人向路人发放宣传小
册子。

丹麦已将全国约 1.1 万名警察中的
6000人部署在首都应对安保挑战。

“这是我们的机会，如果我们错过，
我 们 将 花 数 年 才 能 找 到 更 好 的 机
会。”

——气候变化大会主席、丹麦前
气候和能源大臣康妮·赫泽高

“有人认为各方在这次气候变化大
会上不可能达成一致，他们错了。我们
距离达成一致不远了。”

——联合国副秘书长、环境规划
署执行主任阿希姆·施泰纳

“世界对你们（与会者）寄予厚望，
协议触手可及。”

——丹麦首相拉尔斯·勒克·拉斯
穆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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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开幕，12天会议预算达2.1亿美元
碳排放总量超过4.1万吨，相当于一个非洲国家

你们是救地球还是害地球啊？
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

会当地时间 7 日上午开幕。来自
上百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代
表与会。联合国对与会各国最终
达成共识持乐观态度。全球媒体
一致行动，呼吁大会取得成效。
但因一些主要国家在减排问题上
仍有分歧，这次被称为“第二次世
界大战以来最重要的”国际会议
仍免不了激烈交锋。

尽管支持者相信这是一次能够“拯救
地球”的重要会议，但批评者说，这次会议
更可能对地球造成损失。

英国《每日邮报》援引研究人员的统
计数据报道，为期 12 天的气候变化大
会预算达 2.1 亿美元，会议期间排放的
二氧化碳总量相当于一个非洲国家同
期排放量。

联合国方面说，与会人员 12 天会议
期间使用交通工具、消耗食物和能源所排
放的二氧化碳量将超过4.1万吨。

研究人员说，这比马拉维或塞拉利
昂整个国家同一时间排放的二氧化碳
量还多。此外，还有人质疑科研人员得
出的气候变化结论不实，全球变暖的威
胁被夸大。

英国爆出的“气候门”事件中，黑客入
侵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中心电脑并公
布上千封研究人员内部邮件。

有人依据泄露邮件内容指责气候研
究中心采取“欺骗手段”，刻意向公众隐瞒
部分不支持气温升高的数据。

气候研究中心一些研究员参与了联
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做出的
气候变化报告。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
专门委员会就“气候门”事件展开调查，并
在大会上作专门说明。

帕乔里在开幕式上说，所谓的“气候
门”事件目的是要降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
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可信度。但已有多项
证据表明，人类活动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
要原因。

12天会议碳排放量相当于一个非洲国家

言为言为心声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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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会场外，一名环保人士站在一个水桶里
呼吁人们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问题。

11月底，新西兰沿海海域有数百座巨大冰
山正逐渐朝新西兰靠近。澳大利亚南极署获得
的卫星图像显示，有100多座冰山集合在一起，
一些长度达200米，估计可能还有数以百计的
冰山正漂向同个方向。

该署冰河学家尼尔说，这些冰山相信是从
南极洲的巨大浮冰分裂出来的。海洋学家指
出，冰山漂流至新西兰沿海地区的情况十分罕
见，但随着气候的变迁与温室效应，未来可能还
会有更多冰山融化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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