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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体领导人认为，经济增长、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相互关联，是亚太

地区面临的主要挑战。

　　在开放的贸易与投资的支持下，亚太经合组织充满活力，减少了贫困，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

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

　　我们的成功部分得益于可靠的能源供给，但使用能源也影响了空气质量，并导致温室气体排放

增加。

　　亚太经合组织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为清洁、可持续发展指明新的道路，这是占世界人口41%的本

地区人民的共同愿望。

　　我们致力于在广泛的领域采取各种雄心勃勃的措施，以确保本地区各经济体的能源供应，同时

着手处理环境问题，并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做出贡献。

　　一、未来国际行动

　　我们重申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所做的承诺。基于《公约》所述原则，我们认为

2012年后应对气候变化公平、有效的国际安排应以下列原则为基础：

　　（一）全面性

　　我们需要国际社会所有经济体协同行动，以既能有效保护环境、又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公平方

式，为共同的全球目标而努力。

　　（二）尊重各国国情不同和能力差异

　　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安排需反映各经济体经济社会状况的不同，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以及行动能力的差异。

　　（三）灵活性

　　为确保全球做出全面努力，我们支持做出能够承认不同方式的灵活安排，并支持在与气候变化

相关的广泛领域采取的务实举措和国际合作。我们支持各成员自行采取措施，为实现共同的全球性

目标做出可测算的贡献，并强调市场机制有效运作的重要性。

　　（四）低排放和零排放的能源与技术的重要作用

　　矿物燃料在本地区乃至全球能源需求中的地位依然重要。在共同研究、开发、使用和转让矿物

燃料特别是煤的低排放和零排放技术方面进行合作将十分必要，以利于更清洁地利用这些燃料。提



高能效，实现能源来源和供给多元化，包括采用可再生能源同样十分重要。在确保核安全、核不扩

散尤其是核保障监督的前提下，一些成员选择利用核能也是有益的举措。

　　（五）森林和土地利用的重要性

　　可持续的森林管理和土地利用在碳循环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需要在2012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

际安排中有所体现。

　　（六）促进开放贸易与投资

　　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政策必须避免形成贸易和投资壁垒。开放的贸易、投资与环境政策

对推广低排放产品、技术和最佳范例至关重要。

　　（七）支持采取有效的适应战略

　　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冲击是各经济体发展战略的优先事项。国际社会应通过适当的政策交流、

融资、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支持这些战略。

　　二、支持制定2012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安排

　　我们致力于实现稳定大气温室气体浓度这一全球目标，防止人类对气候系统的危险干预。全球

需要减缓、停止并逐步逆转温室气体排放增长的势头。

　　我们因此要求在上述原则基础上，建立一个2012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安排，以加强、扩展

和深化现有安排，并进而实现全球温室气体减排。

　　亚太经合组织内已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成员同意以积极和建设性的方式共同推

动在今年底《公约》缔约方大会上制定一个2012年后的全面安排。我们承诺坚定支持印度尼西亚作

为今年12月巴厘岛会议主席的工作。

　　我们同意，争取就一项全球长期意向性减排目标达成共识，为一个有效的2012年后国际安排铺

平道路。我们赞赏日本和加拿大倡议制订一个长期全球减排目标的努力。

　　我们欢迎美国倡议召开由主要经济体参加的会议，以争取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

2012年后全球安排做出具体贡献。

　　我们承诺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就气候变化问题召开高级别会议的倡议。

　　我们同意通过双边、区域和全球伙伴计划促进清洁发展，承认联合国气候变化进程是关于气候

变化国际谈判合适的多边论坛。

　　三、亚太经合组织行动计划

　　我们宣布在亚太经合组织内通过一个前瞻性的计划，包括切实的可行合作行动计划及倡议，以

对亚太经合组织各成员在其他论坛下的行动形成补充。这些倡议旨在支持经济增长和发展，根据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目标和原则，进一步为全球减排做出贡献。该行动议程附后。总

之，在不影响其他机制下所做承诺的前提下，我们决定：



　　——强调提高能效的重要性，努力实现一个意向性的亚太经合组织范围内的区域长期目标，即

到2030年将亚太地区能源强度在2005年基础上至少降低25%。

　　——努力实现2020年本地区各种森林覆盖面积至少增加2000万公顷的亚太经合组织意向性目

标。如实现该目标，将储存14亿吨的二氧化碳，相当于2004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11%。

　　——建立亚太能源技术网络，在本地区加强能源研究合作，尤其是在清洁矿物燃料和可再生能

源领域。

　　——建立亚太森林恢复和可持续管理网络，加强林业能力建设和信息交流。

　　——以合作共赢的方式，在环境产品和服务的贸易、航空运输、可替代和低碳能源利用、能源

安全、保护海洋生物资源、政策分析能力等领域进一步采取措施。

　　四、结论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和清洁发展挑战的努力对亚太地区利害攸关。经济增长和技术进

步是我们未来共同应对方式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这些巨大的挑战，需要我们采用新的具有创新精神

的国际合作模式。

　　我们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重申与国际社会所有成员一道，为持久地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而共

同努力。

附件：

　　行动计划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目标与原则，亚太经合组织制定的关于气候变化、能源安

全和清洁发展的以下合作项目和倡议将为全球减排进一步做出贡献。为实施下列行动议程，联合研

究、开发和转让技术将非常重要。

　　一、能效

　　提高能效是既加强能源安全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又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一种高效益的方

式。在不损害我们对其他机制的承诺的前提下，我们：

　　——同意努力实现整个亚太地区的意向性能效目标，即到2030年将亚太地区能源强度在2005

年基础上至少降低25%；

　　——鼓励亚太经合组织成员以上述意向性目标为指导，根据自身不同情况制定各自目标和行动

计划；

　　——同意通过自愿的能源同行审议机制协助推动和审议有关工作的进展，并在2010年向领导人

报告。该审议机制已在2007年5月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上通过。

　　二、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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