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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极端天气

实现全球气候治理，但是也有可能

陷入领导力之争，对全球气候治理

造成损害。这取决于主要大国更多

是出于个体理性还是集体理性的逻

辑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上海社会

科学院生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助

理研究员周伟铎向《新民周刊》记

者表示。

在他看来，格拉斯哥气候峰会

上美、欧两大经济体的表态确实起

到了为全球提振信心、凝聚力量的

作用。与此同时，美欧双方存在明

显的气候博弈。

自 1990 年，国际社会在联合国

框架下启动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谈

判和随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签署之后，美欧两大经济体就

开始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者，

围绕气候领导力展开博弈。

“当前，美国拜登政府通过构

建双边、小多边和多边机制，提出

倡议，组建联盟，力图重建自身的

国际影响力。”周伟铎说。例如，

在美国主办的“领导人气候峰会”

上，拜登提出了美国温室气体排放

到 2030 年比 2005 年减少 50%-52%

水平的新目标，并推动日本、加拿

大、英国提出了新的减排目标。美

国还推出旨在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

净零目标的“全球气候雄心倡议”，

推出由美国和加拿大主导的国际组

织“绿色政府倡议”，与重要的油

气生产国形成“净零生产论坛”，

与印度建立 2030 年美印气候和清洁

能源议程伙伴关系，支持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的清洁能源发

展，发起包括澳大利亚、博茨瓦纳、

加拿大和秘鲁在内的能源资源治理

倡议，加入或创建新能源汽车、小

型模块化反应堆等具体行业或技术

的相关国际联盟等。

另一方面，欧盟以《欧洲绿色

协议》为框架打造零碳欧洲，将“气

候中和”作为展示欧盟普世价值体

系的重要抓手。2019 年 12 月发布的

该协议提出：欧盟力争到 2050 年成

为世界第一个气候中和的大洲。

西方国家倡导并极力推广一系

列所谓普世价值观，包括民主、人

权、法治、自由贸易，以及自由市

场经济等，这被视为西方主导的全

球秩序的基石，但是这套普世价值

观正在遭受来自欧盟内部及其他国

家的质疑。当前，绿党在欧洲议会、

德国、法国、英国、芬兰和爱尔兰

等都是重要的党团，积极应对气候

变化作为“政治正确”的价值观，

具有强大的民意基础。欧盟推出《欧

洲绿色协议》，体现了其希望再次

领导全球气候治理的诉求，该协议

将成为欧盟增强内部凝聚力的共同

行动纲领

同时，《欧洲绿色协议》将加

大减排力度，有助于欧盟达到《巴

黎协定》履约目标，保持或提升欧

盟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领导力。

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一度放

弃了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权，欧盟与

中国密切合作，共同发挥全球气候领

导力。而随着美国重返《巴黎协定》，

并重新发挥气候领导力，欧盟需要适

应美国的气候战略，而欧盟传统的全

球气候领导力有可能被削弱。同时，

美国和欧盟在对中国等国的清洁技术

投资方面存在竞争关系。

发达国家之间的在气候领导权

上的争夺，可能导致他们为了实现

各自利益而将人类共同利益置于次

要地位的局面，这是全球应对气候

变化面临的一大挑战。

发展中国家情况各异

在《格拉斯哥气候协议》进入

投票前的最后一刻，印度方面“戏

剧性地”提出要将“逐步淘汰”（phase 

out）煤炭修改为“逐步减少”（phase 

down）。这一临时“变卦”行为让

大会主席夏尔马“几乎要哭了”。

不过，这个变化得到了中国的支持，

最终得以在协议中确认。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应

该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各国应对气

候变化的目标。有的时候定的目标

可能看上去没那么高，但可以落实

得更好一些。”周伟铎向《新民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