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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加拿大”

“Canada in Conversation”
- Frontline Perspectives from 2015 Paris COP21
■文/高芳  图/加拿大大使馆

——2015巴黎气候大会CoP21的前沿视角

气候变化是当前全球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对经

济、健康、农业、贸易、运输和能源基础设施都有巨大

的影响。2015年11月30日，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在法国

巴黎开幕，经过13天的谈判，于2015年12月12日晚通

过全球气候变化新协定——《巴黎协定》。

“对话加拿大”活动

为了聚焦巴黎气候大会，展示政府高层官员的前

沿视角，并分析巴黎协议对于今后国际合作应对气

候变化的重要意义，2016年3月1日，加拿大大使馆举

办“对话加拿大”活动，主题是：“2015巴黎气候大会

COP21的前沿视角”。加拿大气候变化首席谈判员、加

拿大环境气候变化部国际事务助理副部长路易斯·梅

蒂维耶（Louis Métivier）和中国气候变化首席谈判

代表、国家发改委气候司司长苏伟出席活动。本次活

动由加拿大驻华大使、前任加拿大气候变化首席谈判

代表和气候变化大使赵朴主持。

加拿大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2015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一

次缔约方会议（COP21）是多方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

重要里程碑。大会上达成的《巴黎协定》指出，各方将

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把全球平均气温较

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

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而努力。

赵朴大使介绍，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加拿大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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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高能效的技术、丰富的可再生资源，及顶尖的碳

捕捉和储存技术，可以帮助全球达成协定的目标。加

拿大也拥有世界上最清洁的电力产业，79%的电力

来自非化石能源。此外加拿大环保意识强，不断推动

科技创新，并一直坚持投资于公共交通、绿色基础设

施和清洁能源技术，力图减缓气候变化，向气候适应

型经济模式过渡。在发展本国框架的同时，加拿大也

致力于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伙伴合作，共同实施巴

黎协议，应对气候变化。同时他也肯定了中国在应对

气候变化的行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大会上，加拿

大承诺在接下来的五年内会提供26.5亿加元支持发

展中国家向更环保、更适应气候变化的低碳经济转

型。这是迄今为止加拿大在气候变化资金援助方面做

出的最重大承诺。

中国和加拿大携手应对气候变化

巴黎大会期间，美国总统奥巴马、法国总统奥朗

德、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比尔·盖茨共同宣布了一个

名为“创新使命”的计划，旨在推动和加快全球公共和

私营部门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创新。中国和加拿大等20

个国家作为创始国共同加入该计划。

中加两国曾在包括气候变化的等多个环保项目

中共同合作，两国都期待在这些领域继续加强合作。

中加在未来的合作中，可以相互借鉴，为国际社会共

同应对气候变化贡献各自力量，推动全球向气候适应

型经济模式发展。本次活动的主办方也是希望通过

左起路易斯、赵朴、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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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加拿大”活动，让中加双方意识到在应对气候变化

方面还有许多合作机会，只有抓住这些机会我们才能为

子孙后代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历程

路易斯·梅蒂维耶认为《巴黎协定》肯定不能让每个

国家都完全满意，她所注重的不是谈判的妥协，而是去

平衡各国的需求，协议体现了每个国家的能力的不同，

每个国家都应该量力而行和尽力而为。

苏伟认为《巴黎协定》不是使每个国家都满意，但是

我们需要一个协议来反映巴黎大会的成果。协定传达了

一个非常有利的积极的信号：全世界将要一起走向一

个低碳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他肯定了法国作为主办方

在组织工作和外交处理上的经验，使协议的达成成为可

能，另外，各个国家领导人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动

员了很多力量，保持了谈判的动力，表达了各国实现协

议的决心。同时，他认为巴黎并不是成功的终点，而是一

个新的起点。

实施《巴黎协定》的下一步工作

路易斯·梅蒂维耶和苏伟都认为实施《巴黎协定》的

当务之急是各国尽快在4月22日举行的《巴黎气候变化

协定》高级别领导人签署仪式上签署协议；然后，在联合

国气候框架公约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

和规则制度。苏伟还强调在实施方面要实现国家自主贡

献（INDC），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自主地实现减排

承诺。

2℃温控目标和透明度机制的有效性

路易斯·梅蒂维耶认为我们要相信温控目标一定有

效，这也是签署巴黎协议的目的所在。关于透明机制，她

表示在这一周期，加拿大会上报结果进行审核，然后在

下一周期设定更高的减排目标。但是她认为要做的工作

不止如此，例如能力的建设、支持、实践等等都是巴黎协

议中非常重要的话题，所以想要达成减排目标，各国还

需要做出更多努力。

苏伟认为INDC的整个系统都是有助于我们达成

目标的。《京都议定书》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方法，而

《巴黎协定》是采用了INDC的系统，是自下而上的方法，

INDC生效的前提就是必须要增强透明机制，这需要有

固定的监管来查看每个国家的进度以及需要做的事情，

最终履行承诺。面对透明机制，我们需要创作新的透明

机制，基于现有的机制和框架公约，同时也要考虑到每

个国家的国情和能力的不同。所以能力建设是今后透明

机制能够顺利运行下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加强减排的承诺

路易斯·梅蒂维耶认为《巴黎协定》中提到5年的审

议周期，还有INDC的不同模式，每个国家所采取的措施

应该取决于每个国家的国情。在加拿大，每个省区都有自

主的管辖权，所以在加拿大只有中央政府与省政府、地区

政府之间进行良好的沟通，才能够实行或者是履行加拿

大的承诺。如果加拿大要改变自己的承诺的话，会按照5

年审议周期的程序。如果中国明天就达到了排放的峰值，

那加拿大可能会调整减排的目标。

苏伟认为中国正在进行能源结构的优化，更多地发

展清洁能源和非化学能源，现在还很难说是不是已经过

了煤炭的峰值了。各国提高减排目标的意愿应该是由每

个国家自己决定的，它是一个真正的国家自主决定的贡

献。现在谈自主决定贡献的更新可能还有点早，在2018

年和2023年还有下一轮的对话，到时候会有评估，每个

国家有机会来更新或者提高各个国家自主决定的贡献。

私营部门在减排中的作用

路易斯·梅蒂维耶认为《巴黎协定》是一种正式的

让国家的政府、地方政府进行协作的一个方式，社区私

营部门也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它们也是协议的关键。

在巴黎大会可以看到世界银行、多边的银行等机构都已

经在业务规划当中考虑这一点了。《巴黎协定》发出了

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私营部门需要去加强这方面的能

力。作为发达国家，加拿大肯定会负起这个责任来，但是

与此同时加拿大需要各国以及私营部门来参与出力。

苏伟认为如果没有企业的参与，我们是实现不了目

标的。政府不是一切都做得了的，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制

定好的政策、提供合理的激励机制来推动创新，来推动

企业界、私营部门的创新。现在中国通过试点形式——

碳交易市场，希望用市场机制来推动新制度的产生，希

望用合理的激励机制来刺激新科技的涌现。能源产业企

业界都会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大气

当中的温室气体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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