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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研究简报 

 

COP26 草案出台，中美达成气候行动联合宣言 

 

 

摘 要 

 

11 月 10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

会主办国英国公布了一份协议草案。草案包括四大内容：气温升幅控

制在 1.5度内；加快淘汰化石燃料；富裕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

以及敦促各国在 2022 年底前加强其国家自主减排计划目标。然而，

要让各国妥协并最后达成共识仍面临几个方面的障碍。与此同时，在

大会闭幕前夕，中美“出乎意料”的宣布达成强化气候行动联合宣言，

不仅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黎协定》铺平了道路，更为全球气候谈

判的最后几天注入了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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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马鑫/第一财经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11 月 10日，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26）公布了一份协议草案。草案共

七页，由 COP26主办国英国公布，尚未成为最终文件。近 197 个国家

的 COP26代表将在未来几天就此展开协商，需要所有参与国同意后才

能达成最终共识。 

一、协议包括四大内容 

1、气温升幅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 

协议草案承认将升温限制在 1.5 摄氏度十分重要。草案强调，与

2 摄氏度相比，升幅限制在 1.5 摄氏度时，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将小

得多。科学家们表示，全球必须将气候变化幅度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

内（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以避免气候危机恶化并接近灾难性情景。 

2、化石燃料 

协议草案要求各国政府“加快结束对煤炭和化石燃料的补贴”。

因为如果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就必须逐步淘汰化石燃料。不过，草

案并没有给出具体日期。 

3、富裕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 

该草案在较长的一节中提出了一些强硬要求，即需要兑现世界上

最富裕国家十多年前做出的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1000 亿美元气候

融资的承诺。该目标本应在 2020 年实现，但没有实现。这些资金应

该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碳排放，同时也让他们能够适应危机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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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4、敦促各国在 2022 年底前加强其国家自主减排计划目标 

决议草案敦促各缔约方重新审视并加强各国自己决定的在 2030

年之前达成的减排目标，争取在 2022年底前使本国的减排贡献与《巴

黎协定》的温度目标保持一致。草案呼吁快速、深入和持续地减少全

球温室气体排放，包括到 2030年比 2010 年的水平减少 45%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并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 

二、达成共识面临挑战 

法国外贸银行 9日发布报告称，此前的 G20 峰会上各国就气候变

化问题达成的共识较少，这意味着 COP26 的结果可能难尽如人意。长

远来看，COP26可能标志着全球应对气候问题的战略将由合作转为各

自为营，这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信号。各方达成妥协和共识面临着

几个方面的挑战。 

1、各国缺乏互信 

上一次重大的气候会议是 2015 年在巴黎举行的气候峰会，但国

际关系至今已经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在特朗普任期内闹出“退

群风波”，直至今年美国才重返巴黎协定。拜登虽然提出了雄心勃勃

的气候新政，但新政究竟能走多远还是未知数，美国相对分散的权力

结构是拜登气候目标实现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难点。另外，当年多个岛

国、发展中国家和欧盟组成了“高目标联盟”，在 2015 年的峰会上

推动了多项计划，当前这个联盟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此外，国际

社会曾经承诺提供约 1000 亿美元来协助贫穷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挑

战，但至今未能成为现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前往格拉斯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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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指出了各国互相信任的重要性。他指出，如果要达到真正的成功，

而不是海市蜃楼，就需要更大的野心和更多的行动。“这需要很大的

政治动员，否则不可能，而这也需要关键角色互相信任。” 

2、工作量太大 

这次峰会原定去年举行，但因为新冠疫情推迟，造成峰会期间各

国代表的工作量很大，因此格拉斯哥会议的议程十分紧密。累积的工

作导致很多颇具争议的议题的讨论被延误。此外，关于如何落实巴黎

气候峰会的一些复杂细节，经过六年的讨论仍未最终确定，包括提高

透明度、碳交易市场、协调各国减排的时间表等。 

3、谈判方式不合时宜 

很多参加气候变化谈判的外交人员都觉得，这种透过联合国框架

谈判的方式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因为这种机制要求联合国全体 197名

成员取得共识，加上谈判讲求法律和技术讨论，令实际上可以讨价还

价的空间并不多。另外，代表们都不愿意通过视频会议达成任何共识，

宁可等到面对面谈判时再做决定。 

同时，有两个现实原因使得各国在气候问题上达成的共识较少。

首先，欧洲的电力危机日益严重，并且正蔓延到其他地区；其次，中

国和俄罗斯领导人未能亲身出席会议，他们在协调气候问题、推动各

国达成共识方面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 

三、中美达成气候行动联合宣言 

在 COP26闭幕前夕，中美宣布达成强化气候行动联合宣言，引起

各方极大关注。 

据中国生态环境部官网发布的消息，11 月 10 日，中国和美国在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93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