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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垂澜

摘要：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其于2023年发布的第六次评估报告中指

出：2011-2020年间全球温度相较1850-1900年间升高了约1.1℃。鉴于气候变暖对全

球的多方面的负面影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每年会举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

会”，以评估应对气候变化的进展。本文回顾了过往二十七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中有着重要意义的五届会议内容，并对2023年即将举行的COP28大会可能讨论的议题，

包括全球气候行动进展评估，加速能源转型以及资金支持及落实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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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气候变化现状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在其于2023

年发布的第六次评估报告中指出：

2011-2020 年 间 全 球 温 度 相 较

1850-1900年间升高了约1.1℃。气候

变暖将会导致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包

括：海平面上升。据估计，2018年全

球平均海平面高度相较1901年上升

了0.2米；极端天气事件增加。自19

世纪50年代以来，极端热浪事件、强

降雨事件、干旱、热带气旋等极端天

气事件变得更加频繁和强烈；栖息地

的变化。接近半数物种朝两极或高海

拔处移动，以抵消气候变暖对其造成

的影响；粮食安全、水安全降低。虽

然农业生产率总体上有所提高，但在

过去50年中，气候变化减缓了全球农

业生产率的增长，中低纬度地区农作

物产量受到消极影响[1]。

为应对气候变化对全球环境和

人类发展的挑战，联合国大会于1992

年5月9日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旨在将大气温室气体浓度

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在该水平上

人类活动对气候系统的危险干扰不

会发生。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下，于1995年起每年在世界不同

地 区 轮 换 举 行 “ 缔 约 方 大 会 ”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

以评估应对气候变化的进展，第一次

大会在德国柏林举行，第二十八次大

会在阿联酋迪拜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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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重点内

容回顾

（一）第三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3）——《京都议定书》

COP3于1997年在日本京都举行，

会议通过了《京都议定书》。该议定

书确定了工业化国家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的目标，特别是二氧化碳等气体

的减排目标。议定书还包括了灵活机

制，比如排放交易和清洁发展机制，

以帮助实现减排目标[2]。

（二）第十五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15）——《哥本哈根协议》

2009年，COP15于丹麦哥本哈根

举行，其最初目标是达成一项全球性

的气候协议来取代《京都议定书》，

但最终各缔约方未能达成一份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最终以决议的形

式发布《哥本哈根协议》。COP15的

主要焦点包括减缓气候变化、适应变

化、技术转让、资金支持等议题，但

与会各方在减排目标、资金分配等方

面未能达成一致，导致会议没有取得

预期的成果。一项重要的成果是发达

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为发展中国

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3]。

（三）第二十一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

会（COP21）——《巴黎协定》

COP21是2015年在法国巴黎举行

的第21次缔约方大会。该会议达成了

历史性的《巴黎协定》，这是全球范

围内首次所有缔约方都同意采取共

同行动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定。主要

内容包括：

1. 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国家自主贡

献 （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s），即国家自

主制定的减排目标和行动计划，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以限制全球变暖幅度

在工业化前水平的2摄氏度以下，并

努力争取将温度上升幅度控制在1.5

摄氏度以内。

2. 适应气候变化：协定强调支持和

加强各国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尤其

是对于弱势和易受影响群体的支持。

3. 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协定承诺

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给发展中

国家，以帮助其应对气候变化并实现

减排目标。

4. 全球盘点：每五年进行定期盘点，

推动各方不断提高行动力度，并于

2023年进行首次全球盘点[4]。

（四）第二十六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

会（COP26）——《格拉斯哥气候公

约》

COP26于2021年在英国格拉斯哥

举行。近200个国家经过紧张的谈判

通过了《格拉斯哥气候公约》。它呼

吁各国逐步停止使用煤电和化石燃

料，加快绿色技术的开发和使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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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同意今后将以5年为周期制定气候

行动目标，并予以检视[5]。

（五）第二十七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

会（COP27）——损失与损害基金

COP27于2022年在埃及的沙姆沙

伊赫举行，会议达成一项突破性协议，

为遭受气候灾害重创的脆弱国家提

供“损失和损害”资金。各国政府还

同意成立一个“过渡委员会”，就如

何在2023年的COP28上实施新的资金

安排和基金提出建议。同时，对发达

国家缔约方到2020年每年联合动员

1000亿美元的目标尚未实现表示严

重关切[6]。

摄：绿会COP27代表团

三、第二十八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8）展望

第二十八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

会将于2023年11月30日至12月12日

在迪拜世博城举行。考虑到目前的减

排计划与达成温度上升幅度控制在

1.5℃的目标仍存在距离，本次会议

势必将在重申减排，加速向可再生能

源转型等一列问题上进行深入讨论。

（一）全球气候行动进展评估

大多数商定的国际气候目标都

包含在《巴黎协定》和17项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中。然而，这些目标按

照目前形势而言似乎难以达成。联合

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报告称：“在COP26之前宣布的与实

施国家数据中心相关的2030年全球

温室气体排放量将使21世纪的气候

变暖有可能超过1.5℃，并使将气候

变暖限制在2℃以下变得更加困难”

[1]。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

最新发布的《2023年排放差距报告》

发现，当前各国在《巴黎协定》下所

作的承诺让全世界走上在本世纪内

较工业化前水平升温2.5-2.9° C的

轨道，因而迫切需要加强气候行动

[7]。

适逢《巴黎协定》的履约和实施

情况将在2023年进行首次“全球盘

点”，各方应衡量进展情况，重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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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将气候承诺转化为行动，确保全

球温控目标的实现。

（二）加速能源转型

《2023年排放差距报告》提出，

我们需要推进全球低碳转型，将2030

年的预计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28%，

才能走上升温2°C的道路，或者减排

42%走上升温1.5°C的道路[7]。能源

的快速转型发展是实现全球减排目

标的坚实基础。因此，可持续地加快

能源转型将成为COP28的重要议程。

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可能涉及可再

生能源的应用与推广以及氢燃料和

碳捕获技术等创新技术对减排的贡

献。

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和

政策支持也是推动能源转型的关键。

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应加强合作，共

同制定和落实促进清洁能源发展的

政策和措施，鼓励技术创新和能源转

型，确保能源转型在同等程度上惠及

发展中国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清洁能源基础设

施的修建如果选址不当，将对生态系

统和栖息地产生重大影响。如何在能

源转型中不引入其他环境、生态问题，

也是各国政府在讨论气候变化议题

时需要关注的。

（三）资金支持及落实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

其《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呼

吁拥有更多资金资源的缔约方向资

源较少和较脆弱的缔约方提供资金

支持，承认各国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的

责任及预防和应对气候变化后果的

能力有很大差异。

因此，在COP27设立的“损失和

损害”资金如何落到实处，或可成为

本次大会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此外，

发达国家缔约方到2020年每年联合

动员1000亿美元的目标迟迟未实现，

后续如何继续推动并敦促发达国家

缔约方履行该承诺，对全球尤其是遭

受气候变化重创的发展中国家至关

重要。

四、结语

全球正面临着气候变化带来的

严峻的挑战，历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

会制定了《京都议定书》、《巴黎协

定》和《格拉斯哥气候公约》等协议

应对此问题。然而，气候变暖形势依

旧不容乐观。第二十八届联合国气候

变化大会的召开，将对各国如何携手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实现《巴黎

协定》目标带来更多期待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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