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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建议尽快出台《应对气候变化法》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政研室

摘要：气候变暖对人类当代及未来生存与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和挑战，采取积极措施

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共识。在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保护、能源管理、国土空

间开发、城乡规划建设等领域法律法规制修订过程中，增加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内容，

构建应对气候变化衔接统一的法律体系，具体并细化责任性的规定，保证应对气候变

化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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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气候变暖对人类当代及未来生

存与发展造成的严重威胁和挑战，采

取积极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全

球共识。第 28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

会（COP28）认为从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到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再到

为脆弱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所

有气候行动领域的进展都过于缓慢，

同时决定在 2030 年前加快所有领域

的行动，这对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目前国际范围内数十

个国家已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法，意图

通过立法强化国家生产、生活全领域

应对气候变化的管控。我国 2009 年

首次提出把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相

关立法纳入立法工作议程以应对气

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减缓全

球气温上升是应对气候变化首要任

务，我国作为温室气体的排放大国在

2020 年提出“2030 年前碳达峰、2060

年前碳中和”目标。为此制定了《温

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办法(试

行)》《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

（草案）》等法规，在温室气体自愿

减排交易、碳排放交易领域为应对气

候变化举措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应对

气候变化不仅局限于温室气体减排，

其涵盖能源结构调整、生态环境治理、

绿色金融等众多领域，现有法规无法

涵盖应对气候变化的全方位，而现有

环境保护法（如大气污染防治法）及

地域保护法（如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

等相关法律中设置应对气候变化内

容笼统，缺乏具体规则，可操作性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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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适用于司法实践。且不同领域的

行政管理部门不一，不同行政主管部

门对监管范围外的领域知识储备较

少，易出现监管盲点，造成监管缺失。

对此，中国亟需出台一部综合性

的《应对气候变化法》，为应对气候

变化做法律支撑，以此支持各部门及

地方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工作。

【建议】

2025 年前在生态环境法律体系

内出台一部综合性的《应对气候变化

法》。

在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保护、

能源管理、国土空间开发、城乡规划

建设等领域法律法规制修订过程中，

增加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内容，构建应

对气候变化衔接统一的法律体系。具

体并细化责任性的规定，保证应对气

候变化的可操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