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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借气候议题宣示“美国回来了”

自1月20日上任至今，在拜登政府的政策
议程上，被划重点的除了抗击疫情外，就是
应对气候变化。从其言行来看，拜登俨然一
位“气候控”总统。就职首日，拜登就签署行政
令让美国重返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
并撤销加拿大-美国输油管道的建设许可。

其后，拜登又接连颁布多项气候政策，
包括暂停批准公共土地上新的石油和天然
气开采租约；到2035年增加对绿色基础设施
和电力行业减排的公共投资，包括2万亿美
元的清洁能源项目；重新成立总统科技顾问
委员会，组建国家气候工作小组等。

牵头召开全球气候峰会自然是拜登气
候议程中的关键一环。为此，美国总统气候
问题特使克里近期频繁出访进行前期沟通
协调，拜登政府还邀请40位国家和国际组织
领导人参会。峰会前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高调宣称，拜登政府要把应对全球气候危机
放在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位置。

拜登政府何以如此重视气候议题？北京
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美国研究
中心主任王勇认为有多重因素：

从国际战略来说，拜登希望在气候议题
等国际事务中重塑被特朗普政府破坏的美
国领导力，强调“美国回来了”。从民主党理念
来说，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挑战，加上美
国近年来极端气候屡见不鲜，显示气候变化
的影响越来越大。拜登政府更是将气候变化
提升至国家安全威胁的高度，并将其纳入美
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另外，应对气候变化
可作为推动美国经济走出疫情、恢复增长、
转型升级、创造投资与就业机会，乃至在未
来国际经济竞争中抢占制高点的重要抓手。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和公共
政策所所长于宏源表示，拜登偏爱气候议题
并主办全球峰会，有两重背景值得关注：

一是随着气候问题日益严峻，气候议题
在全球逐步升温成为热点。世界气象组织19
日发布的《2020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指出，
至2020年全球已升温约1.2℃，气候危机正在
加剧。近期大国围绕气候问题互动频密，中
法德举行视频峰会，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
访华，中美发表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等。

二是拜登本人意图施展政治抱负。对
外，借气候议题和峰会平台重振美国在全球
治理领域的领导地位和信誉。对内，推动实
施其基于绿色基础设施拉动经济发展的计
划。同时，峰会也可成为其一大政绩亮点。

包含五项议程，彰显气候雄心

美国国务院22日公布了此次气候峰会
的具体日程安排，包含5项议程，讨论主题涉
及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气候适应能力
与韧性、气候安全、应对气候变化的创新技
术、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经济机会等。在不
同主题的议程中，发言代表主要包括美方对
应领域的内阁官员，与特定议题相关的其他
国家领导人、国际组织官员、企业代表等。

据美国国务院信息，美国总统拜登和副

总统哈里斯主持峰会开幕式。本次会议将强
调，世界主要经济体迫切需要在今年联合国
气候大会（11月1日至11月12日）前加强应对
气候变化的决心，争取实现将全球气候变暖
幅度控制在1 .5℃之内的目标。此次峰会前，
美媒报道称，拜登政府正在制定减排目标，
讨论的承诺目标包括到2030年将美国温室气
体排放量较2005年水平减少48%至50%。

于宏源介绍，此次全球气候峰会上，美
方将聚焦六大领域：一是提升行动目标。包
括将全球温控目标从《巴黎协定》确定的2℃
调整为1.5℃，以及希望与会各方就2030年国
家自主减排贡献目标作出承诺；二是求解资
金问题。美方主张动员全球公共和私人部门
共同参与筹集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三是突
出经济效益。拜登将气候与就业、经济转型
乃至社会公正相联系，这是其气候政策的独
特之处；四是发展相关技术。美方期望在应
对气候变化上推动技术研发与合作；五是扩
大参与度。不仅举行政府间会议，美方还希
望推动社会、企业、国际组织等共同参与应
对气候危机；六是强调气候安全。将气候问
题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也是拜登不同于此
前美国总统的地方。

白宫还表示，峰会还将重新召开由17个

国家参加的主要经济体能源与气候变化论
坛。王勇表示，美国或将通过此次峰会施压
各方作出更有雄心的减排承诺，以及推动落
实《巴黎协定》的相关目标。外界预计，如果美
国发挥表率作用，日本、韩国、加拿大等盟友
预计也将作出重大宣布，设定到2030年的减
排目标。

消化“气候赤字”美国得说到做到

气候峰会也是观察“政治气候”变化的
窗口。分析人士认为，国家间的微妙互动也
是此次峰会的一大看点。值得注意的是，中
美英法俄五国领导人此次全部参会，印度、
日本、韩国等主要经济体的首脑也将与会。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参会并发言，但没有与拜
登进行双边接触的计划。韩国总统文在寅可
能会与拜登举行双边视频会谈，成为下月美
韩元首面对面会晤的前奏。

尽管拜登希望借气候峰会达成多方面
诉求，但分析人士认为，能否取得成效还要
打个问号，拜登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阻力。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气候政策上按党
派分野，长期来看，美国政府的气候政策具
有很强的周期性和易变性。从克林顿到小布

什，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再到拜登，美国在积
极和消极之间交替变化的气候政策证明了
这一点。1998年克林顿政府签署《京都议定
书》，2001年小布什政府宣布退出；2016年奥
巴马政府加入《巴黎协定》，2017年特朗普政
府宣布退出，拜登政府2021年又“回归”。倘若
4年后共和党执政，美国政府的气候政策很
可能再发生大调整。

美国《华盛顿邮报》评论称，拜登想打造
美国重返世界舞台的形象，在气候议题上发
挥领导作用，但其他国家不一定会跟进，反
而可能给美国带来政治和外交风险。拜登在
气候问题上发力，可能会提升欧盟的期待，
反倒让美国在这一问题上进一步承压。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面临多重叠加挑战。
一方面新冠疫情、经济危机、地缘政治等因
素加大了解决气候危机的阻力。另一方面美
国等发达国家未必能言出必行。以美国为
例，奥巴马时期承诺的为联合国绿色气候基
金出资20亿美元至今未兑现。而且，特朗普执
政4年里，美国积累了巨大的“气候赤字”。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强调将把贸易政策
与气候目标相结合。这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
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新冲突点，出现绿色低碳
领域的贸易摩擦。 据上观新闻、新华社等

气气候候峰峰会会来来了了
中中美美俄俄等等3388国国和和欧欧盟盟领领导导人人线线上上参参会会

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美国总统拜登酝酿已久、为期两天的线上全球气候峰会22日8时（北京时间20时）开幕。美
方邀请了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的38国领导人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和欧洲理事会主席。这38个国家包括占全球二氧化
碳排放80%的17个国家，以及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局出发，中方对拜登政府积极应
对气候变化的态度表示欢迎，但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气候政策存在不确定性，最终能否取得成效要打个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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