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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 | 习近平在领导人气候峰会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

来源：中国日报网     时间：2021-05-01

应美国总统拜登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22日晚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并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与自

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讲话。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在接受中国日报网专访时表示，这是非常具有中国

特色的碳中和解决方案，对如何实现更有力度、更具包容性、更可持续的低碳韧性发展愿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

柴麒敏说：“习近平总书记就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做过多次讲话。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一个非常具有

中国特色的碳中和解决方案，向全世界提出了如何应对全人类面临的气候变化挑战的根本路径。”

工业革命以来大量消耗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产生了大量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对全球气候造成了非常大的

影响。传统的发展模式跟整个地球自然环境和生态承载力存在着越来越大的矛盾。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人类不能再忽视大自然一次又一次的警告，沿着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发展不讲保护、只讲

利用不讲修复的老路走下去。

全球传统发展路径已经走不通了，是时候在新一轮产业、能源和科技革命当中考虑一些新增长的路径。我们要把人类

社会和自然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割裂开来的两方来考虑未来的发展。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有深远意义的共同体，着眼的是我们的未来。这是在实现全球碳中和及全人类可持续发展过程

中，一个非常具有战略意义和重大的新的解决方案。

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提出后，获得了广泛讨论和赞誉。

中国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重大贡献

柴麒敏分析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再次重申了去年9月22日宣布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并提出了

“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长等新举措，这些实际上是一个整体，与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是一脉相承的。这展现了中国

作为负责任大国，在应对这种全球性挑战之中，除了立足于本国利益外，还站在全人类的利益角度考虑问题。

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的实施，以实际行动完成了很多重要的目标任务，超额完成了到2020年的

碳强度的目标。截至2020年底，中国碳强度下降超过45%的高线目标，达到48.4%，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努力。此外，在非

化石能源发展、森林碳汇等很多绿色发展实践中，中国都做出了很多贡献。

首页 关于中心 机构设置 新闻动态 研究成果 政策法规 环保清风 信息公告 联系我们 邮箱   中文 | English

http://www.ncsc.org.cn/
http://www.ncsc.org.cn/xwdt/
http://www.ncsc.org.cn/xwdt/gnxw/
http://www.ncsc.org.cn/
http://www.ncsc.org.cn/gyzx/
http://www.ncsc.org.cn/jgsz/
http://www.ncsc.org.cn/xwdt/
http://www.ncsc.org.cn/yjcg/fxgc/
http://www.ncsc.org.cn/xwdt/SY/
http://www.ncsc.org.cn/hbqff/
http://www.ncsc.org.cn/xxgg/
http://www.ncsc.org.cn/lxwm/
https://email.mee.gov.cn/


【字体： 大 中 小】 【 打印】 【 关闭】

网站地图 | 访问分析 | 免责声明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 © 2013 版权所有 京ICP 备1302092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15806号

 
 

 

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方面的贡献是非常肯定的。联合国秘书长曾多次高度赞誉中国在《巴黎协定》的

达成、签署、生效和实施过程中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发挥了历史性的贡献。这些实际上都是对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

的一个非常大的认同。

在未来应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的长期转型过程中，全球和中国都仍将面临非常多的挑战。而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新

目标、新举措、新倡议，能很好地引领国际社会实现更有力度、更具包容性、更可持续的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目标。

中美应携手应对气候变化

柴麒敏注意到，中美近日发布了《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历史上，中美两国元首多次发表关于气候变化的联

合声明。两国在《巴黎协定》达成、签署、生效和实施中，共同开展了非常多有意义的合作。这也为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

领域接下来开展一些更深层次、更广泛的合作提供了基础。

中美关系当然有一些挑战，大家都能看到。但气候变化这个问题跟其他问题不太一样，它不仅仅关乎两国的国家利

益，也关乎到全人类的利益。所以，两国要搁置在其他问题上的一些争议和分歧，携手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共同推动全球

绿色低碳转型，为全人类可持续发展做出各自的贡献。

事实上，两国有非常广泛的市场合作基础。此次联合声明中提出的八个优先领域的合作，涉及工业和电力、新能源、

建筑、交通、农业、国际航空和航海、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等。中美气候合作的机遇远远大于挑战，全球应对气候变

化也离不开中美两国。所以，对于开展这方面的合作，我们还是保持着谨慎乐观的预期，希望未来在这个进程中有更多合

作共赢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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