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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随笔
Essay on 28th United Nations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COP28)  

■文、图 / 杜少中

参加第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应邀

写一篇随笔，自然是看到什么写什么，没有太多思考，

难免粗浅，就算给大家提供一点了解大会的线索吧。

前些年，我曾多次参加气候大会，回来翻了翻注

册卡，一共6个，另外还有疫情期间的两次线上参会，

每天跟着大会的节奏发微博和朋友圈，朋友们都说我

那两次是“疑似”参会了，这要算上一共8次。这次重

回现场参会突出的感觉是这个世界在变，关心人类共

COP28期间，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出席活动致辞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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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命运，气候大会热度越来越高。似乎话风也在变，无

论是各种官方还是媒体，过去只讲谁排得多，现在也

开始讲谁转得好（转型），中国大力发展新能源受到

广泛称赞，看来不管谁要讲好故事，都必须得“软硬兼

修”。COP28非常火爆，注册规模不断攀新高，原来说

7万人，最后超过了11万。每天进场的人都要转圈儿排

队，最长进场时间要将近两小时，没有注册的，还要留

出注册和安检时间。大家愿意往一起凑说明什么？深

层次原因很多，但最浅显直白的道理就是在应对气候

变化这一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面前，地球人谁也离不

开谁，这就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共识。

走到中国角这种感受会更深一些，而且可以进一

步体会到多边主义、合作共赢深得人心。中国角开幕

当天，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生态环境部部

长黄润秋、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前执行主

任埃里克·索尔海姆、美国环保协会主席等到会致辞，

开幕式由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主持，外交部原副

部长刘振民等100多位中外来宾到场参会。自此，中

国角的高潮一个接着一个，2023年12月2日丁薛祥

副总理的到来将中国角的热度再推新高。大会期间中

国角举办了100多场边会，中国代表团在“中国角”设

立了开幕日、青年日、减缓日、技术和资金日、适应日、

合作日、可再生能源日、数字化转型日和企业日9个

边会主题日，并设置多个地方、行业专场。不管谁组织

都是场场爆满，而且会场外面也常常围满了人。以前

的气候大会，很多国家和场次的边会听众少，组织者

会想各种办法吸引人参会，这次中国角的情形完全不

同，从边会会场的内部设计也能看出一些门道儿，中

国角里面隔出了三个空间，两边可以同时开两个不同

主题、不同人群参加的边会。看得出中国角各个边会

的组织者们心态是开放的，想的都是广交朋友，交流

本身也是收获，朋友越多越好。

相比之下隔壁楼外楼内可是另一番景象。说起来

很有意思，这次大会给各国提供的边会场所都一样

大，中国和一个大国同在B5区，中国的楼号是58，他

们是59，两个楼紧邻着。59楼门外除去过路的基本

没人，楼内就设了一个大空间，也看不太出来里面的

功能是怎么划分的，正面左侧是一个不大的移动电视

屏，后面一个较大的背景板，前面是椅子，我到过现

场，后来又在照片上数了数，不到20把，左侧还有几

把椅子单放着。什么时候去都有的是空座，经常只有

三五个人，我去了两次，看见的人加起来不超过15位。

59楼主办方怎么想的咱不知道，也许是理念不同吧，

但一个朋友提示我说，人家是老大，交不交朋友无所

谓。 

中国角还有一个独特的风景，那就是特使解振

华，说起解特使，他在全球气候圈可算是数一数二的

明星，大会期间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杂志发表华盛顿特区记者的署名文章《能改变气候的

特使们》说，气候合作已成为这两个超级大国间罕见

的深入协调领域。从阳光之乡发布的中美联合声明是

解振华和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在过去三

年中的第三份类似声明。他们是气候领域的资深人

物——解振华那微笑而阳光的面孔和克里的严肃姿

态同样令人熟悉。前中美官员及气候专家向《外交政

策》杂志表示，中美合作的程度部分得益于这两位特

使及其数十年的协商经历所建立的深厚关系。联合

国前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

姆，更是在他的公众号中称，解振华特使在国际上赢

得的尊重和地位恐怕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的气候领

导人。据朋友介绍，索尔海姆先生每逢气候领域的适

当场合总是高度评价中国贡献，对中国气候变化事务

特使解振华更是赞美有加。

这样一位国际范儿的气候特使，在中国角自然是

炙手可热的，他在中国角边会的表现可谓“两高”，一

是出场频率高，二是出场质量高，每场边会都以能请

到解特使出席致辞讲话为第一目标。解特使也总是不

负众望，只要跟大会安排、外事活动、重要谈判没有

冲突，对大家的请求他是有求必应。解特使2023年74

岁，腰腿不好，不能长坐也不能长站，天天开会演讲也

真是够拼的。在大会期间的一次媒体见面会上，我的

微博用了12段视频转发他的问答，有媒体问到他今后

的打算，他表示不会离开这个领域。我们都衷心地希

望他身体健康，在为人类应对气候变化不断努力的路

上，走得更远更好。当然中国角其他角色也不俗，中国

代表团从团长赵英民到所有团员都全天候工作，他们

在现场夜以继日整整忙乎了大半个月，当然收获与付

出成正比。

中国角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都采用了同声翻

译大屏幕，这简直是太好了。尤其是对我这样一个外

语不行的人来说，简直是救命了。有一个“社会组织参

与地方‘双碳’目标实现”的主题边会是我主持，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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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安排时我就反对，让我致个辞、演个讲啥的，如果

有人翻译还可以，但主持要承上启下、穿针引线还要

点评，外语不行就太悲催了。但我们中华环保联合会

国际部的小伙伴说，您放心吧，有同声翻译还是大屏

幕直接显示双语。尽管这样我仍是带着担心上了场，

结果还真的感觉很不错，这个翻译机正确率很高，只

要你的普通话标准一点，咬字清楚，听众看大屏幕完

全可以高质量地参会。只可惜气候大会除中国角之外

的会场还没有多少用上这装备的，希望将来的气候大

会，所有的会场都能用上它，更希望穿戴式翻译机早

点普及，让说不同语言的人完全没有障碍地交流。

历次气候大会中美合作都是个看点，说到底还

是因为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

达国家，观点和立场自然代表着不同国家，从气候大

会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看，双方是免不

了争论的。从气候大会的历史看，中美气候合作还是

可以有所作为的。简单回顾一下近些年的每次大会

前，中美发表联合声明、宣言，都对此后召开的气候大

会起到了促进作用。2014年《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

明》，2015年《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对2015

年巴黎COP21顺利达成《巴黎协定》起到了重要作

用；2021年《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

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对当时正在召开的格拉斯哥

COP26形成 《格拉斯哥气候公约》起到了促进作用。

2023年，7月在北京、11月在加利福尼亚阳光之乡，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和美国总统气候问题

特使约翰·克里会谈，于同年11月15日发布《关于加强

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启动“21世纪20

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开展对话与合作，加速21

世纪20年代的具体气候行动，中美两国致力于支持主

席国阿联酋成功举办COP28。加上每次大会期间中美

特使、代表团的有效斡旋，都对气候大会的成功召开

并取得成果，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次大会选择在阿联酋召开是有很大挑战的，大

家都知道阿联酋是一个以石油生产为主的经济体，

化石能源自然是碳减排的主要对象。所以有人说油

气行业继续作为被指责的对象仿佛“理所当然”。自

2018年以来，油气行业每年的收入高达3.5万亿美

元。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仅为全部投资的2.5%，只

占全球清洁能源投资总额的1%。这账不假，可是100

多年来哪一个发达国家不是能源消耗大国，发达国

家自己减排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减少气候损害，这个

账都算过了，可态度还总是那么暧昧，行动还总是这

么磨磨蹭蹭。石油生产国在全球减排上、态度上积极

一点总是一件好事，阿联酋确定把新能源作为发展

重点，设定2050年净零目标，成为波斯湾首个承诺在

其境内消除温室气体排放的石油国家，这次大会还

宣布拿出7亿美元作为第一笔气候捐资，无论怎么说

都是应该点赞的。

跟阿联酋比起来，发达国家总体上看说得多做得

少，气候大会历史上29年开了28次，口号太多落实太

少，2022年大会主题是“落实”，2023年是“共同落

实”，落实什么？最根本的就是两件实事，为了保证全

球1.5℃温控目标实现，第一件事就是全球一起减少

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这个事很难一致，就为在大会最

后文件中用“淘汰”还是用“减少”，已经让COP26的大

会主席险些哭了一次。其实这个问题也许就不是什么

问题了，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地球上的煤、油作

为燃料也就能再维持四五十年，到那时候想不淘汰也

得淘汰了，现在讨论的意义在于早点行动，让现在和

后来的地球人都能好过点儿。

第二件事最现实也最难，就是出钱。早在2009年

联合国气候变化哥本哈根大会上，发达国家就做出承

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气

候资金支持，但迄今尚未完全兑现。2022年COP27又

提出在此基础上增加“损害补偿”资金，也还是没让人

看到多少实际行动。据介绍，通常说的“气候资金”主

要包括三方面：一是气候减缓或减排，二是气候适应，

三是损失与损害。这也是经过 《巴黎协定》进一步确

认的，2023年大会最抢眼的新闻是《巴黎协定》以来

首次“全球盘点”，盘点的焦点还是资金。盘点说到底

就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你到底做什么了，出了多少

钱，别老自说自话，大家都公开透明，摆在桌面上。有

人说这回只是全球总体的盘点，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国

家的盘点，很明显如果没有一个一个国家的盘点，全

球盘点的难度会更大一些，取得进展也就更难一些。

说到这儿，让我想起个词儿叫善财难舍，某些发达国

家，为了征服一个国家可以用8年、花几万亿美元，但

为缓解气候危机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竟然表示 “任

何时候都不会出钱”。

对这样的气候大会，大家都有很多不解，这次大

会刚开始就有专家撰文：《COP28能不能达到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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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 ？》，我为此发表博文说了这段话：我试作两个

答案。一、能。本来人们内心对这个会真正的预期就

是“什么都不容易达成”。二、不能。善良人们的意愿，

满心私欲的人不会轻易成全。其实，在应对气候变化

这个大棋局中，摆在全球面前的道路只有一条，就是

抗争、妥协，在一个各方都觉得凑合的平衡点上，全

人类勉强但不得不站在一起。有人觉得，这样的谈判

还有意义吗？当然有，如果不谈连妥协的成果都不会

有，人类在气候危机中只有快速地沉沦。还是得谈：

在抗争中平衡，在妥协中生存。不要认为这太过悲

观，这就是现实。所以，我们必须点赞在缓解气候恶

化战斗中做出贡献的人们，也必须致敬在气候谈判

战场上持续抗争的勇士们！说到这儿，你再看到有人

撰文说，解振华特使是气候谈判的英雄，就不难理解

了吧？

在事关全人类共同命运的气候问题上，中国充

分表现了大国担当，一直是重要的参与者、贡献者、

引领者，这是不争的事实。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会

见美国国务卿时说：“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可持续发

展的内在要求，这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

要做。”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巴黎气候大会上讲话

时还说：“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中国

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23年度报告》中提到，

2022年，我国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下降超过51%，非

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7.5%。到2023年上半

年，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到13.22亿千瓦，约占总装

机的48.8%，历史性地超过煤电。中国在新能源转型、

太阳能、风能、非化石能源等领域进行了有效探索，

这些成绩有目共睹。本次气候大会召开前，美国总统

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目前

 本文作者杜少中主持 “社会组织参与地方‘双碳’目标实现”主题边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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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建设和部署的可再生能源电厂，比全世界其他

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多，所以如果我们也能达到这种

规模的部署，那么将自然而然地开始让碳排放降下

来。”2023年11月，生态环境部联合有关部门发布了

我国首个《甲烷排放控制行动方案》，这是中国开展

甲烷控排的顶层设计文件，是我国第一份全面、专门

的甲烷排放控制政策性文件。另据中国新闻网迪拜

2023年12月2日报道，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

在中外知名企业家可持续发展对话会上透露，中国政

府准备在2025年提出到2030年、2035年 《巴黎协定》

中国自主贡献的新目标及新举措。

中国有向全世界公开的国家“双碳”战略、对各行

业的“1+N政策”等顶层设计，还有政府、企业、民间参

与的行动，这次大会期间，看到听到各种精彩案例。我

参加气候大会两项具体任务之一，就是参加几个社会

组织的边会致辞、演讲或主持，中国角举办“社会组织

参与地方‘双碳’目标实现”的边会时，我们很荣幸邀

请到了解振华特使致辞，他鼓励社会组织着眼国家总

体战略，聚焦地方具体目标，采取切实可行措施，付诸

积极行动，为气候变化做出积极贡献。解特使对社会

组织的工作非常重视，他跟中华环保联合会有很深的

渊源，联合会成立之初他是主管部门的主要领导，后

来还兼任过联合会的领导职务，对联合会的工作既有

具体指导也有大力支持，我们的“公益诉讼”等业务就

是在他的直接关心指导下开展起来的，今天都已经成

为我们的品牌。

中华环保联合会在COP28除继续参与和支持中

国角活动外，在大会蓝区还设立了独立场馆，并在联

合国官方展区、边会室、新闻发布间、共享演讲台等多

个场馆主办20余场活动。联合会这个平台很适合这类

活动，“大中华，大环境，大联合”是我们的创办理念。

实践中我们把这三大理念具体化，所谓大中华，就是

全球华人都是我们的基本工作力量，关心关注环境的

人都是我们可以团结的同盟军。所谓大环境，就是上

至气候变化下至污染治理都是我们的工作范围，其中

也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双碳”战略、清洁世界、美

丽中国建设等。所谓大联合，就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画好最大同心圆，建设全球生态文明、环境建设

的统一战线。

我参加气候大会的另一项具体任务就以微博观

察员的身份做新媒体传播。气候的事虽然是个世界

性课题，但科学的理解、正确的认识还比较小众，必须

让它从专家、专业的圈子里走出来。多年来我们很注

意这方面的传播，希望参与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

大棋局中去，更希望讲好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故事。

我们连续三年发起了微博话题，包括COP26进行时、

COP27和COP28、参与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等话题，每个话题阅读量都达一两个亿，平台和各方

面都很支持，最近两年均组织了“微博观察团”，上了

热搜，2023年还专门开了屏，相关媒体和众多微博大

V，积极性很高，参与话题的伙伴们在话题贡献者排名

中都跻身前列。在讲好中国故事、提高公众认知、推动

公众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最后，到了一趟迪拜，好歹也得给大家提供一点

旅游攻略，大会会址所在的阿联酋迪拜，是一个沙漠

中建起来的城市，这着实有各种的不容易，有点绿色

但是又那么的勉强，据说有的地方种树的土都要进

口……气候大会在这里召开，也让人们更多地关注相

关的生态问题。到这儿来看夜景、看建筑、看沙滩、看

风土人情很有特色，可以拍很多大片，当然也有人说

这里是购物的天堂，那得看对谁说，反正我就买了个

前面有法拉利标志的运动帽，花了70多美元，这可是

好几百元人民币啊，心疼了半宿。我住的酒店，大堂在

71层，吃早餐在70层，为的就是让你登高远望。我住

62层，阳台的玻璃护栏就一米来高，玻璃是透明的，护

栏上面全是空的，站在阳台上，你和大自然之间没有

任何遮挡，向下看去连根救命的稻草都抓不着，说夸

张点在阳台坐着都得小心被风刮下去。不过心里没啥

的人，坐在这儿喝茶还是挺爽的。想带孩子来的人一

定得小心啊！

随笔就是随笔，不能写太多，写个结束语吧。这

次气候大会之前很多人说：COP28到底能够达成哪

些共识，取得哪些突破性进展，让我们拭目以待。很

多事似乎出人预料，也似乎在情理之中，由于“观点

严重对立和分裂”，大会闭幕式无悬念地推迟一天，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又由于吵归吵，地球村大家

还得一起混，大会还是就首次盘点、减缓、适应、资

金、损失与损害、公正转型等议题达成了“加强的、平

衡的”“阿联酋共识”，剩下的事儿怎么说？2024年

COP29阿塞拜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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