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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变化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挑战，我国生态环境脆弱，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因此，积极探索应对
气候变化的有效措施，就显得十分重要。 
    应该说，我国既是能源消费大国，更是能源生产大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能源总自给率始终保持在
90%以上。我国煤炭资源丰富。目前，在一次能源生产结构中，煤炭占76%；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
68%。我们有条件主要依靠国内来保障能源供给。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种能源结构，使得我国的能源碳强度
相对较高，增加了我们减缓碳排放增长的难度。因此，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重视环境的承载能力和
可持续发展问题，并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 
    一是加强领导。国家已成立了跨部门的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认真履行了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下承担的具体义务，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正在制定《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
略》，用以指导未来几十年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 
    二是重视节约。坚持把节能作为解决能源问题的根本途径。我们将把节约能源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前不
久，有关部门颁布了节能中长期规划，争取到2020年，实现年均节能率3%、累计节能14亿吨标准煤的目标。 
    三是改善结构。为减少发电对煤炭需求的增长，我们积极发展优质能源，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支持
开发利用太阳能、水能、风能、地热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生产能力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如太阳能热水器
使用量已达5200万平方米，占世界40%以上。我们将努力提高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到2020
年将由目前的7%提高到13%。 
    四是保护生态。这些年，各地大力实施植树造林、退耕还林的政策，努力增加碳吸收。天然林资源保护、水
土流失治理、草原保护与建设、生态保护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目前，森林覆盖率达18.21%，比10
年前提高4.3个百分点。 
    全球气候变化是人类未来发展的共同课题，也是对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我们要以智慧、开明和
勇气找到解决的方案。为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今后要在以下五方面继续进行积极探索。 
    一是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每个国家都
应根据自己的国情和能力，对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做出努力，但发达国家应带头采取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向
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加快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的同时，也要努力采取解决
气候变化问题的有效措施。 
    二是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要把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其他涉及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有机结合
起来，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统筹考虑，协调推进。 
    三是坚持减缓与适应并重。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减缓全球气候变化是一项长期、艰巨的挑战；而适应
气候变化则是一项具体而紧迫的任务。我国要继续强化节能，加强生态建设，促进减缓气候变化措施有效实施。
与此同时，要结合减灾防灾和重大工程建设，努力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切实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
力。 
    四是依靠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是减缓温室气体排放、提高气候变化适应能力的有效途
径。目前，国际技术转让中存在着诸多人为障碍，不利于新型能源技术的迅速扩散与应用。能否突破这一瓶颈约
束，应成为衡量是否成功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标准。要促使国际社会建立新的技术转让机制，实现现有技术的迅
速扩散与应用，加速未来技术的研发与商业化。 
    五是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挑战，离不开有效的国际合作。我们要以积
极、务实的态度，促进国际合作。节能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我国加强国际合作的重点。要积极推动节能技术研
究与开发以及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促进发达国家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向中国转让，并实现设备制造
本地化。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我国要与国际社会一道，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在妥善解决能
源问题、继续加快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同时，积极寻求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途径，并根据自己的能力
和国情为减缓气候变化做出应尽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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