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气候“发脾气”

18 www.xinminweekly.com.cn

放、推广可再生能源、塑造新兴绿色业态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果。

统计显示，当前，法国温室气体排放正处于下行区间。同时，

法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也频下重注，包括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

能力，推广电动汽车，支持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等。

在能源领域，法国计划到 2030 年将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

传统燃料在能源消耗中的占比由目前的约 60% 减少至 42%，整

体能源消耗到 2050 年要比 2021 年减少 40% 至 50%。同时，法

国还将恢复核能和加快可再生能源部署作为能源转型领域的两

大优先事项。一方面，在2027年前关停并改造最后2座燃煤电厂，

将现有核反应堆的使用期延长为 50 年至 60 年以上，建造 6 个

三代核反应堆，并在 2026 年底再建 8 个。另一方面，加大对可

再生能源的布局步伐，到 2035 年将太阳能发电的部署力度提高

一倍，实现 75 千兆瓦以上装机容量；到 2025 年，实现 18 千兆

瓦海上风电装机容量；到 2035 年，将陆上风电装机容量翻一番，

达到 40 千兆瓦。此外，同步推动沼气、地热、生物燃料等部署

与开发力度，确保工业、供暖与交通领域的脱碳进程。

与法国的积极应对相比，英国首相苏纳克似乎在着力淡化

英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计划，包括推迟原定于 2030 年生效的新汽

油和柴油汽车销售禁令，大幅削弱到 2035 年逐步淘汰燃气锅炉

的计划，以及不再更新针对房屋建筑的能源效率法规。

英国是第一个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2050 年“净零”目标

的国家，自 1990 年以来，随着燃煤电厂的关闭和海上风电的兴

起，英国的碳排放量下降了近 50%。苏纳克称，他仍然致力于

到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这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目标。同时他也

表示，英国可以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放慢进度，因为英国“远

远领先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

美国作为全球经济体量最大、发展程度最为先进的发达国

家，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特别是美

国的承诺表态和行动做法不仅将对发达国家产生示范效应，而

且将为国际社会带来期待和信心。但令人遗憾的是，美国是迄

今唯一退出过《巴黎协定》的缔约方，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立

场上出现过重大倒退，严重削弱了全球气候治理国际合作的信

心。尽管 2021 年拜登政府宣布美国重返《巴黎协定》，但这难

掩美国气候政策的摇摆性，尤其是在两党竞争的政治格局下，

气候问题已不是一个纯粹的科学性议题，而是一个被高度政治

化的议题。

不久前举行的美国 2024 年总统选举首场候选人电视辩论就

是一个最好的脚注——尽管《纽约时报》事前强调“没有哪场

选举比拜登和特朗普之间的对决更能影响气候变化”，但两位

候选人也只是把很短的时间留给了气候议题。《高温会先杀死你》

一书的作者杰夫·古德尔在社交网络上的无奈或许代表了大多

数美国人的想法——两人“讨论高尔夫的时间比讨论气候的时

间还多。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

其他发达国家的表现也不甚理想。自 1990 年以来，加拿大

已经制定了九项气候计划，但未能实现目标。加拿大总理贾斯

汀·特鲁多在 2022 年 3 月 29 日发布了一项全面的 2030 年减排

计划，列出了该国将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以期在本世纪末将气

候污染减少到比 2005 年水平低 40% 至 45%，人们批评该计划

存在诸多缺陷，严重低估了当前国内的碳排放量，且需要化石

燃料公司在碳捕获技术等方面做出巨大改进。

据气候行动追踪机构（Climate Action Tracker）在 2023 年 7

月 17 日更新的报告称，韩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总体评级被列

为“严重不足”。进一步说，韩国的气候政策和能源部门规划

仍然缺乏必要的速度和严格性，无法走上符合《巴黎协定》1.5

升温限制的道路。

事实上，自打尹锡悦就任韩国总统之后，韩国的气候政策

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 2030 年的温室气体排放目标被进一

步下调，还推翻了之前 100% 可再生能源的设定目标，因为该

目标“过于昂贵”。     

中国方案福泽世界

在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中，中国一直是坚定的行动

　　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再到联合国气候变化迪拜大会，中国正以大国应
有的历史使命和道义担当抗击地球暖化趋势，为全球气候治理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