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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气候应对 行胜于言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从《牛津英语词典》公布的2019年年度词汇“气候紧

急状态”（climate emergency），到2020年该词典用19个使

用量最多的“净零”“丛林火灾”“新冠肺炎”“社交隔离”

等词来替代年度词汇，再到《剑桥词典》发布的2021年年

度词汇“毅力”（perseverance），毫无疑问，气候变化已成

为21世纪第三个10年广受关注的热点。      

无独有偶，在2021年年底由中国国家语言资源监测

与研究中心联合商务印书馆、光明网、腾讯公司主办的

“汉语盘点2021”活动中揭晓的“2021年度十大流行语”

和“2021年度十大新词语”也出现了“双碳”“减污降碳”

等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词语。气候变化之所以为世人瞩目，

一是源于人类对气候变化危机科学认识的不断深入；二

是气候危机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走进人们的生产

和生活。

2022年2月的最后一天，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IPCC）发布第六次评估报告（AR6）之第二工作组

（WG2）报告《气候变化2022：影响、适应和脆弱性》。报告

警告称气候变化造成的破坏超出预期，越来越多的破坏

已经不可逆。为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把报告形象地

称为“人类苦难地图册”“是对失败气候领导力的指控”。

这份长达3675页的报告指出，人类活动引发的气候变化

造成了更频繁、更严重的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全球物种

中有约一半都开始向两极或者更高海拔地区迁徙。

虽然地球“气候紧急状态”的大门已经开启，但是，

在谁先行动以及如何行动方面还存在争论。2021年10月

31日在英国格拉斯哥开幕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上，美国力求主导全球气

候变化议程，但却把全球升温的主要责任归咎于中国，要

求中国超越发展阶段和国情做出温室气体减排的更多承

诺。

事实上，早在30年前联合国大会通过，2年后生效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就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

责任”原则，要求发达国家首先采取具体措施限制温室气

体排放，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以支付他们履行公约

义务所需的费用。30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自

身减排行动乏善可陈，而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支持更是

捉襟见肘。2021年拜登政府承诺到2030年，美国温室气体

排放量将较2005年的水平减少50%-52%。即使这一貌似

减排力度颇大的雄心得以实现，那到2030年美国人均碳

排放量仍高达10.4吨，是目前世界人均水平的220%。鉴于

美国在过去20年有关气候变化立场的反复无常、朝令夕

改，是否能够兑现以上承诺，我们还需拭目以待。更何况

美国民主党提出的1.9万亿美元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重

建美好法案”，至今还在其参议院搁浅。

在评价发达国家的气候应对表现时，英国伦敦经济

与商业政策署前署长罗思义（John Ross）曾撰文指出：在

人均碳排放量超标方面，发达经济体的表现是全世界最

糟糕的，因此发达经济体应做出最大比例的减排贡献。

2021年11月13日，COP26在通过了相对平衡各方利

益的“格拉斯哥气候协议”等50多项决议后闭幕。针对美

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指责“中印站在一起”

将协议中的逐步“淘汰”煤炭改为逐步“减少”，欧盟气候

变化专员提孟思（Frans Timmermans）在接受采访时称他

不会对中国“过分苛责”，中国承诺“逐步减少”煤炭使用

意义重大，“这很了不起”。

与某些国家刻意渲染气候雄心不同，中国能源转型

的实际行动已经走在世界前列。2021年11月3日美国有线

电视新闻网（CNN）报道说，根据Enerdata的数据，2020

年，中国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为745000千兆瓦时，远高于

美国的485000千兆瓦时。中国在2020年建造了全球近一半

的可再生能源设施，其产能同比几乎翻了一番。

在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危机的过程中，我们确实需要

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而且刻不容缓，任何延迟都将

关上机会之窗（WG2报告），“现在正是加速向可再生能

源转型的时刻”（古特雷斯）。但是，要牢记欲速则不达，

可持续性必须是可持续的。我们首先要树立“同舟共济”

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还要建立消除“气候紧急状态”

的体制机制，更重要的是各国要根据各自国情和能力迅

速采取实际行动。

气候应对，行胜于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