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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极端天气

控制，到 2100 年，曾经存在过的一

些小岛屿国家会变成汪洋一片。

在历届缔约方会议上，当发达

国家因为气候领导力、发展中国家

因为发展权问题而展开激烈交锋时，

丧失话语权的小岛屿国家很多时候

只能被动观望。

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艰险生存

困境，小岛屿国家只能用自己的方

式进行博弈。例如，太平洋岛国斐

济作为饱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小岛屿

国家，在应对全球变暖领域始终位

居一线，是小岛屿国家关切气候变

化的典型代表。2017 年 10 月 17 日，

斐济成为首个发行绿色主权债券的

发展中国家，计划筹集 5000 万美元

用于减缓气候变化，这一举措也为

其他的小岛屿国家起到了鼓励和示

范作用。

在 2017 年的第 23 届联合国气

候会议上，斐济做了充分准备和策

划，提出了“Talanoa Space”的概念，

意为不要互相指责，要互相信任，

以集体利益为重。该国还特别提到

了气候变化中的性别问题，因为斐

济三分之一的人口参与非正规经济

活动，如小规模农业、林业和渔业，

这些经济活动的主力又是妇女。因

此当气候变化影响到这些部门，就

会对处于农业或其他领域的弱势边

缘的妇女产生重大影响。这项提议

受到了同为太平洋岛国的汤加等国

的认可，并承诺将性别保护纳入气

候行动中。

随着小岛屿国家的不懈努力，

近几年来，他们的呼声和诉求逐渐

进入全球视野。2009 年哥本哈根气

候大会上，最终出台的协议并没有

考虑小岛屿国家关于温度控制的呼

声，依旧坚持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的中期目标设定为将工业化以来温

度上升幅度控制在 2 摄氏度以内；

但在今年达成的《格拉斯哥气候协

议》中，再次明确了《巴黎协定》

中达成的“努力将气温增幅限制在

工业化前水平以上 1.5°C”的全球共

识。

小岛屿国家的经济和技术水平

显著落后，对气候资金援助也十分

敏感。2009 年，发达国家在哥本哈

根气候大会上作出承诺，将在 2020

年之前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1000

亿美元用于支持气候缓解和适应行

动；但十多年过去，这一承诺并未

兑现。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公布的最新数据，发达

国家 2019 年气候援助资金增长到了

796 亿美元，但这仍与 1000 亿美元

的目标有超过 20% 的距离。

《格拉斯哥气候协议》敦促发

达国家缔约方到 2025 年至少将其向

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提供的用于适应

的气候资金总额从 2019 年的水平

增加一倍。但究竟这样的要求能否

实现、如何衡量是否实现，仍待观

察。周伟铎告诉《新民周刊》记者：

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气候

资金并不是统一操作的，而是分散

在“全球环境基金”“绿色气候基

金”“气候投资基金”“气候变化

特别基金”“适应基金”等多处，

这给准确统计也造成了一定困难。

同时，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希望

成立一个新的“损失与损害基金”。

这些国家认为：以美国和欧洲国家

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需要为工业革命

以来的主要排放负责，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一些小岛屿国家如今正在承

受前者导致的气候后果。然而，这

一诉求并未体现在最后的《格拉斯

哥气候协议》中。

周伟铎表示：在 2013 年的华沙

气候大会上，“最不发达国家”和“小

岛屿国家联盟”坚持建立一个国际

机制处理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并

在会上得到了 77 国集团及中国的支

持，达成“华沙损失损害国际机制”。

2019 年的气候变化大会上，“圣地

亚哥损失与损害网络”建立，旨在

前述“华沙机制”下，推动向极端

气候脆弱的国家提供相关技术援助。

尽管如此，“华沙机制”和“圣

地亚哥网络”并未充分运行并发挥

作用，大部分工作仍停留在文本、

会议的阶段。《格拉斯哥气候协议》

中明确“将向圣地亚哥损失与损害

网络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但在

具体资金量和落实方式上，只是表

述为“建立长期对话机制以讨论损

失与损害资金”。

在格拉斯哥，命途多舛的小岛

屿国家相较于之前确实取得了实在

的利益；然而，由于其自身的环境

以及话语权的限制，接下来如何应

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或许更多

还是要依赖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

支持，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共同关注、

风险共识。

　　在气候变化领域，别的国家谈论的是话语权、资金以

及发展的问题，而小岛屿国家面临的却是“生存”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