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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成全球气候治理“新入场券” 

 

在刚结束的康沃尔峰会上，七国集团承诺将在 205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进

一步增强了碳中和作为全球气候治理新兴话语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

30 个国家和地区做出碳中和承诺，而这些碳中和目标的设定又呈现出明显的地

域分化。 

这样的地域差异，可以追溯到近 30 年来全球气候治理的格局与路径中。长

期以来，全球气候治理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明显划分标准来界定各参与

者的角色。1997 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是全球首次以法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

放的国际公约，奠定了各国参与气候治理的基本构架。该议定书不仅长期塑造了

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援助的格局，也深刻影响着各国制定本国参与全

球气候治理的政策手段和话语权建构，一定程度上倒逼欧洲国家通过出台一系列

政策、建立国家和区域减排交易机制等方式来履行减排义务，并在气候治理话语

权方面占据上风。 

随着美国先后退出《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以及《京都议定书》承诺期

到期后部分发达国家试图全面修改该议定书以逃避历史责任，基于“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气候治理共识逐渐瓦解，气变领域的国际博弈加剧。碳中和

倡议正是在全球气候治理格局变革下提出的，短时间内就有多个国家出台相应目

标，碳中和目标也在迅速成为新阶段全球气候治理的入场券。 

碳中和目标角逐的背后，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较量。虽然各国碳

中和实现方案在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绿色技术等方面各有侧重，但总的来看，



 

加快部署零碳解决方案以及加大零碳技术的研发推广，将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

要战略方向。技术方面，退煤、新能源发展、碳捕获技术、技术转型、通过立法

约束和构建碳排放交易市场提高排放成本成为主要手段。 

中国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时间节点和大多数国家相近，但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

过渡期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欧美国家这一过渡期平均在 50 年至 70 年之间，而中

国只有 30 年。但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积极做出相关承诺。这意味着，相比发

达国家，中国未来在产业结构、经济转型、新能源开发利用等方面将会力度更大。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目前各国碳中和目标带有明显的差异性和地域性，但通

过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面并未改变。虽然 G7 峰会传出对抗中国的杂音，

但仍将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一个重要议题。法德会后也都发出在应对气候变化

和国际经贸等领域与中国一起努力的呼声。长期来看，国际气候合作也仍是中国

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路径之一。我国将在减排技术、标准、话语体系等多个方

面积极参与国际对话与合作，以适应并融入以碳中和为目标的全球气候治理新场

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