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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历程是同期中国整体外交的 / 缩

影0, 其立场演变经历了被动却积极参与、谨慎保守参与以及活跃开放参与三

个发展阶段, 且每个阶段气候谈判立场的演变都有着内在的决定因素。气候

外交作为中国整体外交的一部分, 深刻反映了中国外交日趋成熟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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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会议的召开, 使气候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事实上, 早在

20世纪 80年代末、90 年代初, 气候问题就已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议题。

1990年 12月, 第 45届联大通过了第 45/ 212号决议, 由此开启了气候问题

的国际谈判历程。中国从谈判初期就积极参与, 但随着认知的深入和国力的

增强, 中国参与气候谈判的立场和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本文对中国参与国际

气候谈判历程加以梳理, 对不同时期的气候政策加以比较分析, 以全面考察中

国气候政策的演变过程,
¹
并对不同阶段影响中国气候政策的相关因素进行总结

归纳。

¹  有国内学者根据国际气候制度本身的发展演变, 认为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立场可分为三

个阶段: 5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6 签订及生效阶段 ( 1990~ 1994年左右) , 5京都议定书6 的签订

及生效阶段 ( 1995~ 2005年左右) , 以及后京都谈判阶段 ( 2005~ )。参见 [挪威] 唐更克、何秀珍、

本约朗: 5中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国际协议的立场与挑战6 , 载 5世界经济与政治6 , 2002 年第 8期,

第 35~ 37页。但仔细审视会发现, 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发展演变虽然跟国际气候制度本身

发展演变紧密相关, 但并非完全吻合, 我们需要找出最符合现实情况的阶段划分。

5当代亚太6 2010年第 1期, 第 80~ 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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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却积极参与阶段 ( 1990~ 1994年)

1990年 12月, 以 /政府间谈判委员会0 成立为标志, 国际社会关于气

候变化问题的谈判开启。经过两年多的磋商与博弈, 与会各方在 1992年 5

月 22日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第

一个框架性公约, 即 5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6 ( UNFCCC, 以下简称

5公约6)。1994年 3月 21日 5公约6 正式生效。从 5公约6 谈判到其生效这

段时间, 中国对国际气候谈判的立场总体上呈虽被动但却积极参与的态势。

(一) 具体表现

由于资金、技术、能力及政府关注重心等方面的原因, 中国当时在技术

层面上应对气候谈判的准备并不充分, 绝大多数有关气候变化的监控数据和

测评报告都是由发达国家的气象和科研部门提供的, 中国缺乏自己监测和研

究的数据。因此, /参加国际谈判、开会, 手中没有自己的科研资料, 很被

动0, ¹ 加上语言沟通及国际法运用等方面的劣势, 中国对国际环境问题及相

关文件资料研究 /还不够深入、透彻, 与会准备不充分, 有些对案和会议主

题不衔接, 发言次数少且针对性不强0。º

技术上的被动并未影响态度上的积极。与会之前, 中国代表团就积极参

加联合国环发大会的历次筹委会, 并与 /七十七国集团0 反复磋商, 协调立

场, 起草议案和筹备会议文件。与会期间, 中国代表团还广泛参与各个级别

和层次的磋商与会谈。时任中国国家总理的李鹏先后与 25 国领导人及联合

国秘书长、欧共体主席进行会晤并发表重要讲话。宋健国务委员率代表团参

加了部长级会议, 积极参加由美、欧、日、 / 七十七国集团0 代表参加的小

范围谈判。在文件签署和批准方面, 中国也表现得比较积极和活跃 ) ) ) 中国

是安理会五大国中最先签署 5公约6 的国家, 是 5公约6 最早的 10 个缔约

方之一。

(二) 中国立场的原因分析

在此期间, 中国成为 5公约6 谈判及生效的积极支持者和推动者, 其主

)81)

¹

º

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秘书处: 5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文件汇编6 ,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5年版, 第 249页。

同上, 第 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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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如下:

1. 气候问题认知的单维 /环境定性0。中国当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

意识到气候问题可能对能源结构、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但 /限于当时的

科学认识水平, 中国基本上将气候公约视为一个国际环境协定0, ¹ 而对温室

气体减排代价有多大、技术上是否可行、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发展战

略等深层次内涵问题缺乏全面和深入的认识。中国对气候问题的 / 单维认

知0 反映在其气候机构及谈判人员的组成上。1990年 9月, 国务院成立了国

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第四工作组, 并在该小组基础上组成中国第一次气候谈

判的代表团, 其成员分别来自外交部、国家科委、能源部、交通部、国家气

象局和国家环保局等相关单位, 唯独没有主管经济发展部门的官员。

2. 中国自身生态脆弱性。20世纪 80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 中国正处于

努力建设小康社会、全心全意进行经济建设的关键时期。当时, 中国对经济

高速发展所引起的以及可能进一步加剧的生态脆弱性问题已有所关注。当时

中国人口已超过 11亿, 以占世界 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 22%的人口, 人

均水资源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 1/ 4, 土地、水资源所承载的人口数量都大大

超过世界平均水平。º 农业靠 /天0 吃饭, 工业能耗和资源消费需求迅猛增

长, 整个国民经济对气候变化极其敏感。基于国家长远利益考虑, 国务院认

为有必要 /把气候变化问题提到战略决策和长远规划的高度和议事日程上

来0。»

3. 打破 /外交制裁0 的需要。这一时期的国际气候谈判是在冷战结束、

国际政治局势发生剧烈动荡以及中国因 /天安门政治风波0 受到西方国家集

体封锁、遏制的背景下举行的。气候问题的政治 /非敏感性0 为当时中国彻

底打破制裁, 促进中国与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友好关系, 修补、改善与西方发

达国家的裂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平台。如中国代表团在出席联合国环发大

会指导方针中强调: /高举合作旗帜, 坚持原则立场, 强调协调发展, 维护

实际利益, 发挥独特作用, 争取积极成果, 利用多边会议, 增加高层接触,

)82)

¹

º

»

庄贵阳: 5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6 , 载 5世界经济与政治6 2008年第 8

期, 第 9页。

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秘书处: 5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文件汇编6 , 第 254页。

同上, 第 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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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友好关系, 彻底打破制裁。0 ¹

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下, 中国对气候问题的 /单维认知0 及其对自身

生态脆弱等方面的顾虑, 使中国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国际气候问题

谈判。

谨慎保守参与阶段 ( 1995~ 2001年)

从 1995年柏林第一次缔约方会议开始, 各方就在议定书谈判、技术转

让、灵活机制、碳汇利用以及自愿承诺等问题上争论不休, 互不妥协。随着

2000年 11月海牙第六次缔约方会议无果而终和 2001年 3月美国布什政府宣

布退出 5京都议定书6, 国际气候谈判陷入进退维谷的艰难境地。这一时期

的国际气候谈判无论是在时间跨度、谈判难度、斗争力度还是在复杂和敏感

程度上都远远超过前一阶段。气候谈判的迂回曲折和 / 尔虞我诈0, 使得中

国气候谈判的立场也发生微妙变化, 谈判态度开始由原先的被动积极逐步转

为谨慎保守。

(一) 具体表现

在这一阶段, 中国虽然参加了国际气候会议的历次谈判, 但远未融入到

国际气候制度的构建之中, 气候谈判态度渐趋保守和谨慎。具体表现如下:

从议定书的批准来看, 中国批准 5京都议定书6 所需时间远远超过批准

5公约6 所需时间, 前者是后者的 8 倍, 其谨慎程度可见一斑。在履约机制

上, 中国也持高度警惕和怀疑态度, 批评 /发达国家力图通过所谓 -排放贸

易. 或 -联合履行. 来实现其减排指标0, 认为 /这种不顾他国人民的生存

环境并转嫁责任的做法是难以接受的0, º 要求严格界定 /灵活三机制0 的使

用范围和利用幅度, 防止国际社会在制定具体运行规则过程中出现 /背离议

定书已确定的原则, 混淆 -三机制. 的不问适用范围和本质区别0 » 的现象;

与此同时, 坚决反对发展中国家的 /自愿减排承诺0, 中国 /害怕通过自愿

)83)

¹

º

»

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秘书处: 5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文件汇编6 , 第 522页。

5中国代表在京都会议上发言: 阐述我对全球气候变化立场6。h ttp: / / w eb. peopledaily.

com. cn/ 9712/ 10/ cu rrent / n ew files/ g10101 h tm l

5中国代表团团长刘江于 1999年在气候变化公约第五届缔约方会议上的发言6 , 中国气候变

化信息网。h ttp: / / w ww1 ccchina1 gov1 cn/ cn/ New sInfo1 asp? New sId= 3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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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创立一种新的国家级别, 从而打破公约体系已确立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的分类, 打乱现有的谈判格局0。¹

总体来说, 中国在这一阶段更多是采用保守、怀疑的态度看待其他国

家、尤其是西方国家提出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和措施, /中国强硬的、有

时缺乏灵活性的立场在国际谈判中赢得了 -强硬路线者. 的声誉0。º

(二) 原因分析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后, 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立场和态度日趋谨

慎和保守, 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对气候问题的认知发生较大程度的变化, 开始

由 /单维0 逐步转向 /多维0。»

1. 气候问题的经济涵义增大。在这一阶段, 中国日益清晰地认识到,

应对气候变化不仅关系到 /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

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0¼ 这一长远目标, 而且更直接影响到每个国家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近期目标。尤其是在 5京

都议定书6 签订以后, 关于清洁发展机制、信息通报、技术转让以及能力建

设等 /技术性问题0 的谈判无不涉及国家经济发展战略, 影响其未来经济发

展空间。在这种背景下, 中国不得不把气候谈判纳入到其整体的宏观经济发

展框架之中, 尽力探究气候问题背后隐藏的经济内涵, 防备陷入西方发达国

家的 /减排陷阱0 之中。1998年, 国务院成立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小组, 组长

由时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的曾炎培担任, 该委员会也接替中国气象局

成为国家协调气候变化政策的牵头单位。这一机构变革和任务交接表明中国

政府对气候问题 /经济涵义0 认知的深入和重视的增强。

2. 气候问题的政治内涵加剧。 5公约6 第 41 3、41 4以及 41 5条款规定

附件二所列的发达国家需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援助, 以帮助

)84)

¹

º

»

¼

王之佳: 5对话与合作: 全球环境问题与中国环境外交6 ,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3年版,

第 100页。

[挪威] 唐更克、何秀珍、本约朗: 5中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国际协议的立场与挑战6 , 第 37

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陈迎曾在其文章中将中国对气候问题的认识划分为三个阶段, 即注重环境

含义阶段、注重政治含义阶段和注重经济含义阶段。笔者在文章中虽然也提到了气候问题的 / 经济

涵义0 和 / 政治内涵0 , 但与其在具体内容、关注重心和探析视角方面有很大不同。

5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6 (中文版) , 第 2条。 ht tp: / / u nfccc1 in t/ r esource/ docs / convkp/

convchin1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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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以及应对适应气候变化所需要的资金和技

术。5公约6 特别强调, /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履行本公

约, 将取决于发达国家缔约方对其在本公约下承担的有关资金和技术转让的

承诺的有效履行, 并将充分考虑到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

家缔约方首要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事项0。¹ 但 5公约6 生效后, 发达国家在向

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方面更多是 /口惠而实不至0, 远未达到

5公约6 的要求, 而且多次违背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0 原则, 要求发展中

国家承担减排责任。虽然发达国家内部在具体的减排目标和减排方式方面有

较大分歧, 但在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一定具体限控义务方面却不无一致。在

1998年召开的 5公约6 第四次缔约方会议上, 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

减排或限排义务, 在议程草案中提出 /自愿承诺0 这一议题, 并企图利用对

发达国家义务进行第二次评审的机会启动对发展中国家义务评审程序, 诱使

发展中国家承担量化减排或限排义务。上述的各种新情况, 都加剧了中国的

隐忧和担心, 即西方国家借应对气候变化来控制或遏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气候问题提升到更高的 /政治斗争层面0。因此, 中国在

国际气候应对问题上表现出了较大的警惕性和敏感性。

3. 气候问题的外交较量凸显。自 1990 年国际气候谈判正式启动以来,

中国代表就用谈判技巧来弥补其应对气候问题上的准备不足。但把气候问题

作为一场真正的 /外交仗0 来打, 则是在气候谈判的第二阶段表现得最为淋

漓尽致。譬如, 中国在这一时期把维系 / G77+ 中国0 谈判方的团结和统一

作为气候谈判中的极为重要的目标。通过 / G77+ 中国0 机制, 中国努力维

持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团结, 防范任何可能导致机制内立场分歧因素的出现,

尽力保持国际气候谈判中 /南北阵营0 的基本态势。另外, 中外关系尤其是

中美关系也成为这一时期影响中国气候态度的重要因素。20世纪 90年代中

期以后, 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 中美之间在诸如 /入

世0 谈判、台海冲突、最惠国贸易地位以及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等外交问

题上纠纷不断, 尤其是克林顿政府曾明确提出要将气候谈判与中国 /入世0

挂钩考虑。相关外交问题的 /外溢性0 不可避免地影响中国对国际气候合作

的态度, 增加了中国在气候谈判过程中的敏感度和警惕性。

)85)

¹ 5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6 (中文版) , 第 41 8条款。ht tp: / / unfccc1 int / resource/ docs/

convkp/ con vchin1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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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气候问题经济、政治及外交内涵的 /多维度0 认知, 使中国真切地感

受到应对气候变化涉及利益的广泛性、长远性和复杂性, 有必要从战略高度

认真审视, 谨慎应对。

活跃、开放参与阶段 ( 2002~ )

经过激烈交锋并相互做出重大妥协之后, 谈判各方在 2001年 7月 5公

约6 第六次缔约方会议续会, 即波恩会议上, 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5京

都议定书6, 随后又在马拉喀什会议上完成相关后续技术性问题的谈判。

2005年 2月 16日, 5京都议定书6 生效并进入实际运行轨道。至此, 国际社

会为防止全球变暖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进而拉开了后京都气候谈判的序幕。

总体来说, 2002年以后, 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态度明显趋于活跃和开

放, 在推动 5京都议定书6 的签署、生效以及开启后京都气候谈判方面均发

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一) 具体表现

自 2002年以来, 中国参与气候谈判的态度较之前有了质的超越和提升,

不仅提高了对 5公约6、5京都议定书6 及其他国际气候机制的认可度和参与

度, 而且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到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框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

总体规划之中, 并注重对气候问题相关法律文件的制定、实施与完善。

国内方面, 中国认真履行在 5公约6 和 5京都议定书6 下的义务, 先后

颁布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6、5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

家方案6、5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6 和 5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

与行动6 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文件。与此同时, 切实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

领导, 成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 负责制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

战略、方针和对策, 协调解决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此外, 中国

还通过制定和修订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清洁生产

促进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来推进国民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推动新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优化产业能源结构, 鼓励节能, 提高能效, 加大减排力

度, 提高适应能力, 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到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框架和社会

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中。2009 年 12月 25 日, 在哥本哈根会议开幕前两

周,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 明确提出将 / 到 2020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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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年下降 40% ~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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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¹

在国际上, 中国在履约机制、谈判渠道以及发展中国家义务承担等问题

上的态度日益灵活和开放。就履约机制来看, 中国由原先的保守、怀疑转为

积极支持和广泛参与, 认为国际社会 /应采取各种措施, 包括使用碳交易市

场的机会, 尽力提高减排措施的成本效益, 促进减排措施的实施0。º 在气候

谈判渠道上, 中国政府也完成了由 /沿着公约所确立的原则和目标、沿着议

定书所开启的航程坚定地走下去, 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0 » 到 /要坚持把

5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6 及其 5京都议定书6 作为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和

合作的主渠道、其他倡议和机制作为有益补充的安排0¼ 的转变, 日益重视

其他倡议与合作机制的补充性作用。在发展中国家 /自愿减排承诺0 方面,

中国由过去的坚决反对转变为积极支持, 呼吁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情况采取

减排行动,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2009年 9月 22日, 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气

候变化峰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中国的后京都气候目标, 即要 / 加强节能、提高

能效工作, 争取到 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年有显著

下降; 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 争取到 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

消费比重达到 15%左右; 大力增加森林碳汇, 争取到 2020年森林面积比

2005年增加 4000万公顷, 森林蓄积量比 2005年增加 13亿立方米; 大力发

展绿色经济, 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 研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0。½

2009年 12年 18日, 温家宝总理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领导人会议上再次

明确承诺中国的后京都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即 /到 2020 年我国单位国内生

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年下降 40% ~ 45%0, 并宣布中国的温室气体减

排是自主减排, 减排目标的实现 /不附加任何条件, 不与任何国家的减排目

标挂钩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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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务院会议研究决定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6 , 新华网, 2009年 11月 26日。

h ttp: / / un fccc1 int / f iles/ meet ings/ cop- 15/ applicat ion/ pdf / cop15- cph- auv1 pdf

5中国代表团团长刘江部长在气候变化公约第六次缔约方会议上的发言6, 中国气候变化信

息网。h ttp: / / w ww1 ccchina1 gov1 cn/ cn/ New sInfo1 asp? New sId= 3875

5胡锦涛在经济大国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6 , 新华网, 2008 年 7 月 10

日。

5胡锦涛出席联合国气候峰会开幕式并发表讲话6, 中国日报网, 2009年 9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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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原因分析

进入 21世纪以后, 中国外交总体上明显呈现出积极、活跃和开放的新

特征。气候外交作为总体外交 /多棱体0 中的一面, 必然呈现其总体面貌,

成为同期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参与国际事务的一个 /缩影0。具体来说, 其

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国际气候谈判格局的发展变化。

随着 2000年国际海牙会议谈判的失败和 2001年美国布什政府宣布退出

5京都议定书6, 国际气候谈判格局和形势发生了巨大转变, 气候谈判陷入了

一种类似 /囚徒困境0 的博弈, 气候谈判各利益攸关方之间矛盾日趋尖锐,

表现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减排责任、碳汇利用、遵约程序以及发

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资金和技术援助等问题, 国际社会迫切需要 /在妥协中

为打破僵局寻求一条可行的解决途径0。¹ 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实现国际气候

治理的最终目标, 防止国际气候治理机制和模式的彻底失败, 需要像中国这

样的气候谈判领域的 /关键方0 调整其原先的气候战略和立场态度, 大力推

进处于 /囚徒困境0 中的国际气候谈判进程。

第二, 对气候问题认知的进一步深化。

应对气候变化,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走低碳经济发展道路符合全人类的

共同利益, 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走向, 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理念。2002年 9月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之后, 如何在可持续

发展战略框架下考虑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国际气候谈判的新思路。

随后, 5公约6 第八次缔约方会议通过的 5德里宣言6 也呼吁要在可持续发

展的战略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在此背景下, 中国政府认识到, 通过把应对

气候变化纳入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框架和社会经济发展整体规划之中, 不仅

有利于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而且可以通过参与双边或多边气

候项目获得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资金和技术, 同时借鉴和学习西方的低碳

发展理念和经验, 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的创新和转变。

第三, 中国 /自我定位0 的转变。

进入 21世纪以来, 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 中国开始

以更加积极、务实和开放的态度来参与国际事务, 力求建构、改造或重塑国

)88)

¹ 陈迎: 5全球气候变化政治较量升温6。ht tp: / / pap er1 people1 com1 cn/ rmrb / html/ 2007- 12/

07/ content- 336799891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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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社会制度, 不仅要打造 /世界的中国0, 更要构造 / 中国的世界0。国际气

候制度的 /新生性0 及国际气候治理发展趋势的 /不确定性0 为中国积极参

与谈判、铸造中国烙印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平台。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中

中国作用的凸显,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值也日益增大。气候问题上 /负责

任大国0 的定位, 既是他者的一种责任期待, 又是自我的一种身份诉求, 更

是一种形象定位, 三者的结合必然决定中国在应对气候问题上日益活跃、开

放的姿态。

第四, 中国的国情使然。

由于人口基数、发展阶段、能源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等多方面的原因, 目

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 且排放增势仍将持续。伴随

美国在 2001年宣布退出 5京都议定书6 进而成为众矢之的, 作为 /负责任

大国0 的中国, 其气候立场和态度骤然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 /中国已经成

为国际气候论辩中的一个关键词0。¹ 而且, 近几年中国沿海海平面上升、西

北冰川面积减少、春季物候期提前等自然灾害现象频繁发生, 国民经济和现

代化建设因此遭受的损失也与日俱增, 气候变化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的自然

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的安全和平衡。国际和国内的 /气候压力0 都迫使

中国以更加高瞻的姿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2002年以后, 影响中国气候态度的因素相对多元化, 除了对气候问题认

知的进一步深化外, 中国开始站在更宏观、更全面、更理性的高度来看待和

应对气候变化, 气候外交作为总体外交 /多棱体0 的一面, 表现出中国外交

日趋走向成熟和稳健。

纵观中国参与气候谈判的历程, 可以看出, 中国气候立场的演变经历了

被动积极、谨慎保守以及活跃开放三个不同发展阶段, 且不同阶段气候立场

的演变都与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密切相关。国家利益具有客观性, 是实实在在

的东西, 但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带有较大的主观性, 受到知识、信息和认知等

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由此不难理解, 中国在不同阶段的气候立场虽然均

基于当时国家利益的选择, 但其态度却迥异。当然, 中国气候立场演变除了

受战略性因素的影响, 还受到策略性因素 ) ) ) 外交灵活性 ) ) ) 的制约。坚持

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贯穿于中国气候外交的重要方针, 但在不同阶段,

)89)

¹ 庄贵阳: 5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治理与中国的战略选择6 , 第 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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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气候外交灵活性的把握不尽相同。在后京都谈判阶段, 尤其是在刚刚

结束的哥本哈根会议上, 中国表现出了最大程度的灵活性, 为推动 5哥本哈

根协议6 的达成, 中国除主动提出气候目标和自主减排外, 在 / 三可原

则0 ¹、援助资金来源 º等问题上也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 从而避免了会议的

失败。

)90)

¹

º

三可原则 ( MRV) , 即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可测量、可报告、可检验。中方先前强调中国的减

排目标为自愿性质, 不接受 / 三可原则0 , 也不接受变相的 / 三可0 , 但在最后达成的 5哥本哈根协

议6 中, 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同意在确保国家主权得到尊重的前提下, 交流相关信息, 接受一定程度

的减排监督。

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先前要求发达国家提供的援助资金主要来自政府公共基金, 但在最后达

成的 5哥本哈根协议6 中, 中国和发展中国家认可了资金来源渠道的广泛化, 包括政府资金和私人

资金、双边和多边筹资, 以及其他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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