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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武德俊

2005 年 2 月 16 日，是一个令全世界关心全球气候

变化和环境问题的人士欢欣鼓舞的日子，在经过了漫长

的 8年后，«京都协定书》终于得以实施。在京都、在波

恩、在北京、在悉尼、在布鲁塞尔……全世界都成为了

宣传《京都协定书》的大舞台。

《京都议定书》被公认为是国际环境外交的里程碑，

生效后的《京都议定书》将是第一个具有陆律约束力的、

旨在抑制全球变眶而要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公

约。签订了《京都议定书》的 141 个国家虽然减排义务

有所不同，但各国的目标都是为了减少全球温室气体的

排放，抑制温室效应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由于占温

室气体排放量25%的美国政澳大利亚等部分国家还没有

签署《京都议定书»，使它的实施还不是很完美，但2005

年 2 月 16 日仍应成为值得纪念的日子，毕竟它迈出了人

类扭转全球气候变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化的第一步。《京都

(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正在境 议定书》的实施，拉

规划署于 1988年联合建立的政 开了世界各国控制

府间机构)在一份仔估报告中 温室气体的大幕。 

估计全球地面平均气温会在 

2100年上升 1 . 4- 5. 8'C 0 这种
《京都议定书》实施

全球性的气候变暖将导致海水
-波三析

受热膨胀和冰川、格格陵兰岛

及南极洲上的冰层融化.致使
由于温室气体

海平面上升。专家预测 1900 的大量排放，地球出

2100年地J.f..平均海平面上升介 现了全球性变暖的

于 0.09-0.88cm。海平面的上 趋势，使陆地上的冰

什将对全球经济、农业、海洋 川不断地融化致使

生物和全球水循坏产生极大的
全球海平面不断上

负面作用。而金 J，jt化局燃料燃
升，对人类经济活动

烧排放的气体在气候变暖中起

到了超过 50% 的作用。 
最主要的区域一

沿海地区构成了极

大的威胁。现实不断地敲响警钟，确定一个规范来约束

各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迫在眉睫。 

1992 年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各国政府通过了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又称 UNFCCC )。自 

UNFCCC 缔约之日起，已经有 185 个国家参与。 1995

年在柏林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一次缔

约方会议中，发达国家承诺将在 2000 年，将二氧化碳

排放量恢复到 1990 年的水平。然而经过缔约方最终审

评认定，这一承诺不足以实现 UNFCCC 中所预期达到

的目标。为了使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预期水平，需

要世界各国作出更加细化并具有强制力的承诺。柏林会

议要求以第三次缔约方会议为最后期限，力求达成目标

明确的陆律文件。 1997 年 1 2 月在日本京都召开的 

UNFCCC 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形成了关于限制二氧

化碳排放量的成文陆案，其目标是在 2008年至 2012 年

间，将发达国家的二氧化嵌等 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 

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 5.2%。法案以当届大会举办

地京都命名，始称《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且然已经形成了文字，但这并不意

味着减少温室气体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已经解决了。

《京都议定书》的具体实施细则的谈判充满矛盾、

一波三折。 2000年 11 月， 18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万名代

表出席了在荷兰海牙举行的第六次缔约方大会。会议的

主要目的是提出落实《京都议定书》的具体措施，以切

实履行发达国家在日本京都所做出的减少排放和限制排

放温室气体的承诺。由于各国利益的相互牵制，会议从

一开始就表现出矛盾错综复杂，尤其是发达国家内部存

在着很大分歧，以至于未能达成任何协议。这次海牙气

候会议的失败，充分显示了气候问题的复杂性政其全球

环境合作的艰巨性。

美国的退出使《京都议定书》的实施更是雪 t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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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 3%左右，而所排放的二氧化

眼却占全球排放量的 25%以上，是世界排放量第一大

国。 1998年 5 月美国当时的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京都议

定书》。然而， 2001 年 3 月，布什政府以"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

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借口，宣布退出《京

都议定书》。

因为《京都议定书》需要在占达到工业化国家总排

放量的 55%的至少 55 个国家批准之后才具有国际怯效

力，海牙会议的失败、美国的退出，欧盟、发展中国家、

俄罗斯、日本、模大利亚、加拿大等在实施中具体问题

之间的矛盾，使《京都议定书》的前途扑朔迷离。 

2001 年 7 月 16 日第六次缔约国大会续会在德国被

思召开。会议达成了《波恩政治协议»，这是在欧盟等

国家对"眼汇"问题的做出了让步的条件下才达成的

协议。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估算，在森林吸收(眼汇)

问题上的让步，已经降低了议定书原有的效力。实际

上，扣除抵梢的部分，全球削减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只有 1.8%，仅仅是预定数字的三分之一。但这次会议

使全球气候变化的协商过程也得以延续，从而为今天

《京都议定书》的实施起到了推动作用。 

2001 年 10 月 29 日，来自 172 个国家、 234 个国际

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召开了第七

次缔约方大会。为了使《京都议定书》能早日生效，欧

盟以反 G-77/China向伞型集团国家(俄罗斯、日本、澳

大利亚、加拿大)做出了巨大让步，同意对四国做出非原

因 IJ性妥协唱会议还解决了减排交易三机制的基本运行规

则。大会最终达成了《马拉喀什协定》。会议的成功使

国际气候谈判进入了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关键阶段。

美国的退出使签署《京都议定书》缔约方温室气体

排放量达到工业化国家总排放量的55%的生效条件变得

非常艰巨，为了使《京都议定书》尽早生效，国际社会

纷纷将目光投向俄罗斯。俄罗斯 1990 年三氧化碳排放

量占"附件 I 国家"总排放量的 17.4%，如果俄罗斯

能批准，那么《京都议定书》就满足了生效的条件。在

经历了激烈的内部纷争后， 2004年 11 月 18 日，俄罗斯

终于将加入《京都议定书》的正式批件交给了联合国秘

书长安南。经过 90 天的倒计时， 2005 年 2 月 16 日，这

个在比预想时间晚了 5 年的《京都议定书》终于正式生

效，成为了具有约束效力的国际怯律。

《京都议定书》虽然生效，但在实现其目标方面还

有许多艰巨的工作要做。首先，美国还没有加入。如何

说服美国加入《京都议定书》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困难任

务。其次，«京都议定书》应当覆盖全球，虽然已有 141

个国家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只有全球 190多个国家

和地区都签署了，这才能真正实现议定书所规定的目

标。第三， «京都议定书》只规定了到 2012年的温室气

体排放限制目标，这一时间期限将很快到来， 2012年之

后的排放限制目标应如何确定，各国的应承担的义务怎

样，还急需制定。这陆政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

无疑会有激烈的争论。

解读《柬鄙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和其后形成的一系列文件对签署该

文件的缔约国在减排目标、国家信息通报和专家评审、

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计算方陆、议定书生效时间和条件等

问题做出了具体的规定。总的目标是工业化国家将在 

2008-2012年间，使他们的全部温室气体排放量比 1990

年减少 5.2%。为达到限排目标，各参与公约的工业化

国家都被分配到了一定数量的减少排放温室气体的配

额，如欧盟分配到的减排配额大约是 8%。另外，«京都

议定书》本着公平性原则，考虑到发达国家在其发展历

史上对地球大气造成严重的破坏政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

的需要，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给予有差别的减排目

标，发展中国家在 2012 年前的第 4承诺期中将不承担

减排义务。根据规定，只有至少 55 个国家批准，而且批

准国中发达国家的气体排放量至少达到工业化国家总排

放量的 55% ，议定书才可以生效。

《京都议定书》还确立了三个灵活机制:联合履行、

排放贸易和清洁发展机制。其中请洁发展机制是在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进行，是《京都议定书》规定的跨

界进行温室气体减排三种机制之一。发达国家通过向发

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

展，同时发达国家通过从发展中国家购买"可核证的排

放削减量"以履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义务。联

合履行机制和排放贸易机制为缔约国提供了回旋余地，

其规定为如果一国的排

放量低于条约规定的标 眼排的 6 种温室气体包括:二

准，回Ij其剩余的额度可 氧化破 (CO，)、甲炕 (CH，)、..fI.

以直接出售给完不成规 化亚l. (N ， O) 、氢I..~量化物 

定义务的国家，以 J中抵
(HfCS) 、全I..化破 (PfC s ) 、六

I..化硫 (Sf，)。
后者的减排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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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如何思自己的减排义务

中国于 1998 年 5 月 29 日签署了《京都议定书»，成

为第 37 个签约国。由于我国刚开始进入工业化中期阶

段，这一时期也是能拥需求的高增长时期，因此在《京

都议定书》具体实施谈判中我们始终坚持需要排放空

间，不承担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国际义务。所以在 

2008年 -2012年的第一个《京都议定书》履行阶段，我

国没有承担减排任务。但这并不意味着 2012 年后我们

也不承担任务。

客观地看，目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己位居世界

第二位，甲皖、氧化亚氯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居世

界前要iL 1990 - 2001 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净增 8. 

23 f乙 t ，占世界同期增加量的 27%; 预计到 2020 年，排

放量要在 2000 年的基础上增加1. 32倍，这个增量要比

全世界在 1990 年到 2001 年的总排放增量还要大。预测

表明，到 2025年前后，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很可能

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从人均来看，目前我国人均

工氧化碳排放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主Ij 2025 年可能达

到世界平均水平，虽然仍低于发达国家的人均二氧化碳

排放量水平，但己丧失人均工氧化碳排放水平低的优

势。因此，我国面临的减排压力将越来越大。欧盟和美

国都在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其谈判焦点也集

中在中国和印度，目的是希望中、印等国在下一个阶段

承担义务。

应该认识到，由于技术和设备相对陈旧、落后，能

据消费强度大，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温室气体排放

量还是相对较高。因此控制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和降

低单位国内生产总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都将是我国今后相

当长时期内的重要课题。面对形势，以下三个方面将对

我国今后温室气体减排工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是应该充分利用《京都议定书》的规则，大力开

展清洁机制。中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本比西方发达

国家低，美国减少It温室气体的成本大约是 100 美元，

而在中国只有 20美元。由发达国家出钱、出技术在中国

减少气体排放，排放的额度归发达国家，这是一种"双

赢"的安排。目前我国已经正式批准了内蒙古辉腾锡勒

风电场项目和北京安定垃圾填埋气项目两个情洁发展机

制项目。内蒙古辉腾锡勒风电场项目将成为中国第一个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由荷兰政府出资，以 10年 270万欧

元的代价，负责购买内蒙古的 54万多 t二氧化碳。北京

安定垃圾填埋气项目己确定成为我国第二个清洁发展机 

JfENE

制项目，目前正与荷兰、奥地利两国就贸易指标等问题

进行谈判。另外，内蒙古敖汉旗防治荒模化青年造林项

目近期将正式实施。这一项目是根据《京都议定书》清

洁发展机制下的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相关规定，我国与

国际社会合作的第一个"碳汇"造林项目。项目第→个 

5 年内将投资 153 万美元，在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荒沙

地造林 3000hm 2 。

二是大力发展风电、太阳能、水电等可再生能源。 

2000 年，我国大中型水电发电量己达到了 14 1. 2TWh ,

占一次能源总消费量的 14.3%。而且随着→批大型水利

设施的完工，装机容量还在不断地增长。风能技术的发

展是眼下最为迅速的:过去 5 年间，全球的风能容量累

积上升了平均 32%。欧洲|风能协会指出，至 2020年，风

能将会满足全球 12% 的电力需要，减少排放 100 fl.t二

氧化碳。我国风能资源丰富，每年约 17000TWh。至 2003

年底，中国己连接电网的风力总装机容量为 567MW ，

是全球第 9位。而风力发电能力每增加→倍，成本就下

降 15%。我国幅员辽阔，太阳能利用潜力巨大，粗略估

计，我国各地太阳能辐射年总量大约在(3 .3-8 .4) x 

10
6
kJ/cm 2 之间，一年获得的太阳能在 1016kWh 以上，

相当于 1.2 x 10 12tce 的能量。我国的生物质能、地热能

等可再生能源开发也具有非常大的潜力。

兰是积极应用节能技术，不断提高能拥利用效率。我

国的能源结构是以煤、石油等化石能源为主，这一状况在

一段时间内是不可能改变的，而化石能拥燃烧是温室气体

的主要来橱，因此节能是我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必然选

择。通过大力宣传节能知识和推广先进的节能技术， 

1981- 2002年的 22年间，我国累计节约能拥12.6亿 t白，

万元GDP能耗也由 1980年的7.9t臼降至2002年的2.63t白，

煤实现了经济增长所需能拥一半靠开发、一半靠节约的目

标。但 2000年，冶金、有色、电力、化工等8 个高耗能

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平均高40%以上。主

要耗能设备能调效率低，如风机、水泵平均设计效率比国

外先进水平低5 个百分点，系统运行效率低近20个百分

点。机动车百千米油耗比欧洲|高25%，比日本高20%，比

美国整体高10%; 载货汽车百吨千米油耗比国外先进水

平高 l 倍以上。因此我国还具有很大的节能潜力，通过

节能工作的深入开展，不仅可为下一阶段《京都议定书》

可能分配给我们的减排要求作出贡献，而且可以将对缓

解我国能拥紧张状况，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促

进可持续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