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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气候政策与国际气候制度 

陈 迎 

【内容提要】俄罗斯是一个大国，大国的位置体现在许多方面，不止是石油天然气、军事和航天等领域。本文提示了过

去我们不太注意的一个方面，国际气候制度，提醒读者注意：俄罗斯还是一个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对于遏制全球气候变暖

的《京都议定书》的生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际上有一种不乏批评者的议论，认为现在的俄罗斯已经走上复兴之

路，未来一二十年将又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强大国家。不管这种议论正确与否，作为我们的主要邻国之一，俄罗斯的每一重

大决策的出台，都值得中国密切关注。 

    旨在通过减缓温室气体排放防范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是国际社会历经十几年艰苦谈判的结果。在欧盟已予批

准而美国宣布退出的情况下，议定书能否生效并付诸实施，排放大国俄罗斯的态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经过长期的政策摇

摆，正当国际社会普遍对俄罗斯能否批准议定书渐渐失去耐心的时候，终于传来了俄罗斯政府和议会上下两院批准议定

书、普京总统签字生效的好消息。俄罗斯在关键时刻迈出的重要一步，使议定书可望在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欣喜之

余，关心全球环境政治的人们，不禁希望更多地了解《京都议定书》从签署到生效经历了哪些坎坷的命运。俄罗斯在是否

批准议定书问题上的态度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尤其是在俄罗斯气候政策的背后有哪些利益上的考虑和判断？以及俄罗斯批

准议定书又会对未来国际气候制度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试图就上述问题进行一个全景的回顾和深度的分析。 

    ......

    二  摇摆不定的俄罗斯气候政策 

   俄罗斯自1999年3月签署《京都议定书》之后，在是否批准《京都议定书》问题上态度一直摇摆不定，从俄罗斯内部

传出的声音总是前后矛盾。外界对此有许多猜测，但始终看不清俄罗斯在气候政策上的真实面目。  

   

    1.俄罗斯在《京都议定书》谈判阶段的策略  

   

    《京都议定书》签署之初，俄罗斯被看做实施国际减排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因为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陷入大幅度的

经济衰退，能源消费量下降，温室气体排放量也随之明显下降，而议定书对其规定的目标只是与1990年排放量持平。所以

外界普遍认为，俄罗斯不仅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完成任务，而且白白得到大量可供出售的排放额度。所谓“热空气”

（hot air），就是专门用来描述这一特殊现象的术语，但似乎也成了对俄罗斯的专指。当时几乎所有研究国际减排政策

的经济成本的模型都一致预测，俄罗斯将在国际碳排放市场上占据垄断的地位，获得很大的收益，俄罗斯根本没有理由不

批准议定书。  



   

    然而，当美国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之后，国际气候制度下的政治和经济格局就风云突变了。俄罗斯出售“热空

气”大量获益的希望成为泡影，而且在一夜之间掌握了议定书的“生杀大权”。此后，俄罗斯就开始不断地利用其在国际

气候谈判中的独特地位，力图为自己捞到最大的实惠。例如，在为挽救议定书命运而破例召开的第六次缔约方会议续会

上，各国已经就有关碳吸收汇的“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议题达成协议，为附件I各国规定了允许的碳汇使用

上限，其中俄罗斯获得了每年25.9百万吨碳的额度，从绝对量看在所有国家中是最高的。但到马拉喀什会议上，俄罗斯又

提出修改意见，要求缔约方大会重新考虑其碳汇使用上限，并最终将其森林管理部分的碳汇使用上限从17.6百万吨碳增加

到33百万吨碳。由此，俄罗斯通过碳汇获得的额度高达41.3百万吨碳。大量使用碳汇抵消温室气体排放，而不是采取实质

性的减排措施，实际上等于削弱了减排义务，缓解了减排的压力。  

   

    表2是荷兰一家研究机构对附件I国家从《京都议定书》到《马拉喀什协定》减排义务变化的分析。结果显示，通过使

用碳汇额度，各国减排义务都有不同程度的弱化，其中俄罗斯从与1990年排放持平，实际变为相对1990年增加5%，除地广

人稀、森林资源特别丰富的加拿大之外，俄罗斯相对其他国家获得了不小的优势。 

    表2（略） 

    2.俄罗斯在批准《京都议定书》问题上的态度变化  

   

    马拉喀什会议标志着《京都议定书》的谈判告一段落，议定书的批准问题成为后续的焦点。俄罗斯从《马拉喀什协

定》中捞到实惠之后，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马上着手为批准议定书做准备，反而在此问题上按兵不动，态度暧昧。 

  

    2002年9月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峰会上，俄罗斯总理卡西亚诺夫（Kasyanov）代表俄政府承诺将在“不远的将来”启

动批准议定书的进程，国际社会为即将迎来胜利的曙光而欢欣鼓舞。但此后不久，2002年底在印度召开的第八次缔约方会

议上，俄罗斯谈判代表又以修改国内相关法律需要时间为由，宣布在近期不可能批准议定书，使得议定书的前景又趋黯

淡。  

   

    2003年5月，俄罗斯花费巨资并邀请44位国家元首出席了圣彼得堡建城300周年的盛典。其间，俄罗斯总统与欧盟、

美国、独联体等国家的首脑分别进行了会晤，共同探讨关系到俄罗斯利益的许多重大国际事务，如反恐、安全问题等。俄

罗斯力图弥合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与美国的分歧，还批准了《俄美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以加强同美国在战略稳定

领域的合作。但圣彼得堡首脑峰会并没有为充满期待的国际社会带来惊喜，俄似乎在有意回避《京都议定书》问题。  

   

    2003年9月29日至10月3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作为东道主经过两年的准备，迎来了世界气候变化大会的召开。这是

一次有来自全球80多个国家的2000多名专家参加的盛会，也再次吸引着全世界期待的目光。与会专家通过报告和交流气候

变化的最新研究成果，再次向国际社会强烈呼吁全球气候在逐渐变暖并已经对许多国家产生影响，人类需要尽快采取有效

措施阻止全球气候进一步变暖。尽管《京都议定书》并未列入这次大会的议程，但人们普遍希望俄罗斯作为东道主能表现

出积极的姿态，不过最终的事实是一切毫无进展。普京总统在大会开幕时竟半开玩笑地称，俄罗斯作为一个北方国家，气

候变暖对俄罗斯有好处，并表示俄罗斯只有在证明批准《京都议定书》符合国家利益之后才会做出批准的决定。媒体形容

普京总统随后就“顾左右而言他”。面对包括部分俄罗斯专家在内的各国代表对俄罗斯尽快批准《京都议定书》的强烈呼

吁，曾在2001年7月八国集团峰会上向总统提议由莫斯科来主办2003年世界气候变化大会的总统经济顾问伊拉里奥诺夫

(Illarionov)两次在大会上表示，批准这一国际公约将给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阻碍，不符合俄国家利益。大会结

束当天，普京总统还在莫斯科的一个经济会议上表示，即使俄罗斯“百分之百”地履行《京都议定书》，也不会扭转全球

气候变化的趋势。这些迹象表明，俄罗斯似乎不可能在近期批准《京都议定书》。  

   

    普京政府的立场虽然强硬，但在不同场合俄政府内部也传出积极的声音。就在世界气候变化大会召开前夕，2003年9



月6日位于美国夏威夷的东西方中心召开了一次题为“马拉喀什之后的气候政策”的国际会议。俄罗斯能源部生态处一位

官员（Oleg Pluzhnikov）面对来自世界各国的40多位专家表示，虽然目前没有明确的政治信号，但他相信俄罗斯在批准

议定书问题上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阻力也很小。即使俄议会和总统选举给批准进程造成一定的耽搁，但到2004年春天

应该可以批准，而且很有可能提前。  

   

    2003年12月在意大利米兰召开《公约》第九次缔约方会议期间，俄罗斯政府内部就能否批准议定书的态度再次传出不

同声音，引起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先是俄总统的经济顾问伊拉里奥诺夫郑重发表声明说俄罗斯将不批准议定书。紧接

着，俄主管气候变化问题的副部长解释说，“批准进程虽然艰难而缓慢，但俄罗斯仍朝着批准议定书的方向努力”。不过

事隔一天，总统经济顾问就再次发表声明称他代表的是总统的意见。  

   

    俄总统经济顾问伊拉里奥诺夫是俄国内对议定书持坚决反对意见的代表人物，也是影响俄气候变化政策的关键人物之

一。2004年上半年，这位经济顾问频繁活动，多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列举大量数据和模型研究结果，详细阐述《京都议

定书》对俄国家经济的严重危害，言辞激烈，态度非常强硬。他甚至形容《京都议定书》对俄罗斯经济发展来说就像“奥

斯维辛”。  

   

    俄政府和总统经济顾问消极的强硬立场使议定书命运陷入一片黑暗，但还有人对俄罗斯没有完全失去信心。2004年4

月21日，英国《爱尔兰独立报》的一篇报道称，俄罗斯此前采取的拖延战术及反复强调减排对俄国家经济复苏有不利影

响，不过是为获取更多经济利益而放出的“烟幕弹”，俄罗斯态度近期就会来个180度的大转弯，批准《京都议定书》。

该报道还援引克里姆林宫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灵通人士的预测说，俄最快有可能在意大利总理贝鲁斯科尼4月访问俄时就

宣布这一决定。如果4月没有宣布，最有可能在5月举行的俄欧峰会上宣布。报道还引述了一位俄绿色和平组织的人士的

话，即“现在已经完全成为一场政治游戏，但最终俄罗斯很可能还是要批准”。这篇报告在当时国际社会对俄气候政策一

片悲观的情绪中，显得非常“另类”，没有其他媒体呼应，也没有引起多少反响。但现实的发展的确出现了一些转折的迹

象。  

   

    2004年5月21日，俄欧峰会如期召开并签署了欧盟支持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协议。作为回报，俄总统

普京承诺“加快批准议定书的速度”，但同时也留有余地，强调批准还要看具体情形，国内仍有很强的反对意见，做出最

后决定不能基于个人的意见。尽管欧盟官员称，俄罗斯从未将《京都议定书》作为谈判筹码，但这次会议明显是“投之以

桃，报之以李”，欧盟和俄罗斯在各取所需的基础上达成了妥协。普京在承诺加快批准进程时表示，“没有关于加入WTO

的协议，杜马很难批准《京都议定书》，有了协议，就相对容易了”。在分析家看来，此前俄政府及总统经济顾问有关

《京都议定书》将严重损害俄经济的种种说法，都只是“虚晃一枪”，目的是保证俄罗斯在与欧盟会谈中拿到自己想要的

东西。  

   

    习惯了俄罗斯气候政策朝令夕改、摇摆不定的人们不禁会担心，俄罗斯的气候政策这次到底会沿着目前光明的方向继

续发展，还是会像以往一样再次节外生枝呢？俄罗斯政府最终用行动做出了回答。2004年9月30日，俄政府宣布已通过

《京都议定书》并将相关文件提交给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审议，标志批准议定书的工作正式进入了法律程序。2004年

10月22日，俄国家杜马以334票赞成、73票反对、2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了议定书。紧接着，2004年10月27日，俄联邦

委员会（议会上院）以139票赞成、1票反对、1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也批准了议定书。11月5日，普京总统签字生效。11月

18日，在完成所有国内法律程序后，俄罗斯就其批准状况向公约秘书处提交相关法律文书，《京都议定书》将在2005年2

月16日正式生效。俄罗斯在关键时刻迈出的重要一步，不仅挽救了《京都议定书》，也将对国际气候制度的未来产生重要

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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