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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协定》确定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
度控制在 2摄氏度之内的目标，并提出为把升温控制在 1.5摄
氏度之内而努力。新协定还指出，全球将尽快实现温室气体
排放达峰，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不少环保组织和政界、商界人士预计，巴黎协定设立的
这些目标将促使全球转向更为清洁的能源，可能预示着“化
石燃料时代的终结”。国际环保团体绿色和平组织总干事库
米·奈杜说，上述目标“将在煤炭企业董事会会议室和石油出
口国宫殿中引发恐慌”。

一家环保组织主管梅·伯文说：“这意味着化石燃料时代
或将终结。如果不把煤、石油和气体燃料留在地下（不再开
采使用），这一协定中确定的目标无法实现。”

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称巴黎协定为“具世界性且雄心
勃勃”，认为它向各国政府、企业和投资者发出“明确信
号”：“全球经济从以非清洁能源驱动向可持续增长的转变正
在坚定且不可避免地进行。”

实际上，这一转变已经露出苗头：发达国家市场的煤炭
价格由于污染防控措施严格等压力，已经暴跌；英国仅存的
一些深井煤矿由于太阳能设备日益普及，面临关闭；而美
国、德国、中国等不少国家近年可再生能源设备急剧增长。

化石燃料可能终结

联合利华公司首席执行官保罗·波尔曼认为，巴黎协定的
影响范围“远超各国政府的行动”，将体现在多个行业和层面。

“当世界认识到正着手全球经济无碳化这一前所未有的计划
时，这种影响在银行、股票交易所、企业董事会和研究中心也将
被感受到。”

要实现巴黎协定设定的控温和减排目标，除了需要各国政
府落实巴黎协定相关承诺，也有赖于企业、消费者、投资者等各
方面共同应对。而在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主管汉斯·约
阿希姆·舍尔恩胡伯看来，投资者对达成目标尤为关键。

路透社13日援引多方估算报道，实现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变
所需资金数以万亿美元计，包括用于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对新
能源的补贴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鼓
励资本市场为此大胆行动起来。

就在上周，全球 26家公共和私营金融机构、部分股票交易
机构已经聚首，协商应对气候变化相关议题。据英国《卫报》报
道，这些金融机构总资产规模超过11万亿美元。

墨西哥前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说：“从现在开始，精明投
资者的资金将不再流向化石能源，而是更为清洁的能源、更为
智能的城市，以及更为可持续的土地利用。”

投资将流向新能源

一些科学家指出，目前气候变化趋势下，要实现巴黎协
定提出的升温控制和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目标，除了大力减少
碳排放，还须借助技术创新，以实现从大气中移除二氧化碳
即“负排放”。

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主管舍尔恩胡伯指出，生物
能源、碳捕捉、碳储存等相关技术，以及植树造林，都有助
弥补碳排放。不过，现有技术下，发展上述措施都存在负面
效应，其中之一就是需要使用大面积土地。

按照德国国际安全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奥利弗·戈登的说
法，“负排放”截至目前还算是“科学幻想”，“我们需要严肃
探讨其影响，大规模研发。”

“负排放”技术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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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现在
已经进入又一个挑战阶段，即条约的迫切履行。眼下，各国
只是通过谈判代表在外交上取得共识，而要将这一共识付诸
行动，需要考验的是各国推动本国社会、经济和民众共同参
与的政治智慧和决心。

路透社报道，不少国家在履行减排承诺问题上面临来自
国内的不小阻力。以美国为例，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为削减碳
排放已经几乎用尽行政权力，付出更多减排努力似乎要依赖
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现实情况是，共和党对气候变化是严
重问题的说法并不买账，无意投票表决是否批准援助发展中
国家向“绿色经济”转变。

此外，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在推动清洁能源方面也阻力
重重。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决心推动解决边远地区通电难
问题，而依据现有条件看，通电的解决方案只有依靠大规模燃
煤发电解决，这给减排前景带来难度。

美印或成减排“困难户”

《巴黎协定》的达成体现了世界各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
平衡，其背后凝聚着各方最广泛的共识和不懈的努力。中国
为推动达成协定作出的重要贡献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早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前，中国就和美国、法国、印
度、巴西等相关大国广泛沟通，为推动国际社会在资金、力
度等焦点问题上取得共识注入宝贵动力。在最终的《巴黎协
定》文本中，中国主张留下鲜明印记，从坚持“共同但有区
别的责任”原则到敦促发达国家在资金问题上“制定切实路
线图”，中国为推动落实公约、体现公平原则作出了不可替代
的贡献。

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的扎实行动，以及通过低碳发展应
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智慧，也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宝贵借鉴。

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中，人们可看到，《巴黎协定》的深
远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全球气候治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
不仅仅在于它释放出全球经济向低碳转型的强劲信号，还在
于这一协定的达成，为国际社会探索务实合作、包容共鉴的
全球治理模式提供了有益借鉴。

气候治理迈向新征程观
察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用各种方式向参与会议者展示环保节
能概念与新能源技术。大会期间，人们在巴黎北郊主会场外一
棵“风树”旁等候摆渡车。“风树”利用风力带动“航空叶”转动发
电，一棵“风树”运行一年可以为一辆电动车提供行驶16000多
公里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