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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减排：过去，现在与未来
———俄罗斯批准《京都议定书》使国际气候行动出现新转折�

曲建升，孙成权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信息中心，甘肃 兰州 730000 ）

摘　要：俄罗斯批准《京都议定书》改变了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行动的格局，使《京都议定书》的生效

成为可能。介绍了《京都议定书》的诞生背景及其波折过程，分析了美国单方面提出的《京都议定

书》替代方案和俄罗斯的批准对减缓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的重要意义，最后提出了《京都议定书》

的即将生效所带来的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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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01 年美国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以来，全球温室

气体减排行动的未来一直处于不明朗的状态，但在过去的 1

个多月间，由于俄罗斯批准了《京都议定书》而使国际气候

行动出现了重大转折。2004 年 9 月 30 日，俄罗斯政府举行

工作会议通过了有关批准《京都议定书》的法律草案；10 月

22 日俄罗斯国家杜马投票通过《京都议定书》；10 月 27 日俄

联邦委员会通过《京都议定书》；11 月 5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

签字批准《京都议定书》。这意味着，在俄罗斯向联合国秘

书长递交《京都议定书》的 90 天后，《京都议定书》将成为具

有约束效力的国际法律，全球采取统一的碳减排行动的时代

即将来临。

1　国际温室气体减排行动背景
1995 年在德国柏林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一次缔约国会议，通过了“柏林授权”，决定开始谈判工业

化国家量化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1997 年在日本京都召开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第三次会议上通过了

《京都议定书》。《议定书》规定，主要的工业发达国家要在

2008 —2012 年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1995 年排放水平的基

础上削减 5.2％。《京都议定书》作为人类社会应对全球变

暖挑战所采取的全球统一行动，表明了人类减排温室气体的

决心，而且通过众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努力，削减温室气体

排放、减缓气候变化已经越来越成为全球民众的共识。但是

在 2001 年 3 月由于美国以《议定书》有损于美国经济、发展

中国家不承担减排义务等理由宣布退出《议定书》而使得减

排前景变得扑朔迷离，因为《议定书》只有在 55 个以上的国

家得到批准执行，而且批准《议定书》的发达国家 CO 2排放量

要达到全体发达国家 CO 2 排放量 55％的情况下才能生效。

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 CO 2当量占全体发达国家的 36％，其批

准与否对《议定书》的生效至关重要。

美国的退出引起国际舆论哗然，给国际一致的气候行动

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实际上，执行《议定书》对绝大多数的

国家而言均与本国的经济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冲突，所谓的不

承担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及其占全球 80％的人口尽管已

经失去了很多发展机会，也需要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的框架下，为控制气候变化付出减缓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的

代价。当然不可否认，美国要实现《京都议定书》的减排目

标压力尤其巨大，因为在过去的 10 余年间，其温室气体排放

量又增长了 13％，要将温室气体排放水平降低至 1990 年的

水平以下，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美国总统布什在“经济发

展和环境保护应同步进行”这一认识的前提下，于 2002 年 2

月 14 日宣布了一项以“自愿减排计划”为核心的新环境方

案［1］，以替代限制世界各国温室气体绝对排放量的《京都议

定书》。但是，美国的这一替代方案实际上是一种与经济增

长相联系的排放量有可能增长的相对减排方案，有悖于全球

气候行动的初衷
［2］

。

2　俄罗斯批准《议定书》的重大意义
如果说 2001 年 3 月美国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是国际

温室气体减排行动偏离既定方向的一次重大挫折的话，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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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批准《京都议定书》则是一次人们的希望重新回归的

重大转折。

在过去的 3 年多的时间中，世界很多国家和组织从没有

放弃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但是，尽管《议定书》批准国家不

断增多，但批准《议定书》的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必须

达到所有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 55％以上的这一生效条

件，长期以来却无法实现。直至俄罗斯批准《议定书》之前，

已经有 127 个国家批准同意了《京都议定书》，但其中发达

国家的排放量却仍然只占所有发达国家（附件Ⅰ国家）排放

总量（1990 年水平）的 44.2％，距离生效仍有较大距离。

在 2004 年 9 月末至 11 月初的 1 个月间，这一形势发生

了重大的改变。由于占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 17％的俄

罗斯的批准，使得批准《议定书》的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

量超过了所有发达国家 1990 年排放总量的 55％，一度搁浅

的《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已经仅仅是时间问题了，如果没有

意外情况发生的话，我们可以预计，在 2005 年年初《京都议

定书》将成为一项生效的法律文本。

由于俄罗斯的加入，使得《京都议定书》的生效进入了

倒计时的状态，对于改善地球环境，这无疑是一个绝对利好

的消息，同时它对人们的观念、企业的转型和新的能源市场

的诞生都将具有不可预见的冲击力。总体而言，《议定书》

生效的意义有以下几条：

首先，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全球可以在《京都议定书》所

倡导的温室气体减排理念框架下，以更为主动、可行的手段

规范各国及其企业的行为，通过一系列的后续的措施保障，

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将付诸于有效行动。

其次，确定了温室气体有效减排的主流观点，必将会吸

引更多的国家批准《京都议定书》，对于少数国家的保守减

排策略而言，将会更多地面对尴尬局面。

第三，坚定了目前飘忽不定的全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

信心，清洁发展机制将得到更多的认同并成为维持全球碳贸

易、均衡区域平等发展机会的重要准则。

第四，将于 12 月份举行的第 10 次  UNFCCC 多方会谈

（ COP10 ），成员国将会更多地关注《京都议定书》生效之后

所要面临的挑战，也会提前考虑温室气体减排行动的未来前

景及其应对措施，当然也需要做好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新情

况的准备。

3　《京都议定书》生效后的挑战
俄罗斯签署《议定书》也是一种利益权衡的结果。要进

入欧盟市场，融入欧洲社会，俄罗斯需要在环境政策上支持

《京都议定书》的积极推动者欧盟。尽管俄罗斯国内的反对

声音认为加入《京都议定书》将减缓其国内经济的发展速

度，会妨碍实现俄罗斯的既定经济发展目标，但俄罗斯和普

京总统还是选择了前者，这对俄罗斯是一个机遇，也是一项

重大的挑战。首先，为满足《京都议定书》的要求，俄罗斯需

要改善其石油和煤炭的高消耗局面，设备改造和技术提升的

压力巨大；其次，俄罗斯的可供出售的温室气体指标较大，在

2002 年，俄罗斯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低于 1990 年水平

38.5％，即便考虑到其经济的发展因素，在 2010 年左右，这

个数字至少保持在 11％  ～25％之间［3］，而根据《议定书》的

规定，俄罗斯在 2008 —2012 年的减排义务只需维持在 1990 

年的水平上，也即意味着这些是可交易的排放指标，但是俄

罗斯国内目前尚未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如何充分利用

《京都议定书》的机制来削弱对经济的不利影响是俄罗斯需

要解决的紧迫问题。

对美国而言，《议定书》的生效将使美国的环境政策更

为孤立，为履行《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义务，美国的温室气

体减排政策是否需要调整“自愿减排计划”，并增加强制性

的规定？强制性的温室气体的减排和技术发展与市场规律

如何进行有效的结合？政府如何与国会的温室气体减排提

议进行更好的沟通和协调？如何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保

障美国企业的权益与机会？随着《议定书》生效的渐近，这

些问题必将成为美国政府所必须面对的挑战。美国的企业

尚未体验碳排放权的市场交易，它们寄希望于政府最终会调

节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及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减排，如发展科技

来帮助其它国家减少排放量，但在无法满足《京都议定书》

规定的减排目标情况下，美国企业所面对的竞争环境将会恶

劣很多。

《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将使 CO 2 真正成为一种可交易的

商品，CO 2排放权的国际交易市场将逐步全面建立。欧洲、

加拿大和日本一些国际贸易集团已经开始了碳交易的实践，

清洁发展机制在一些地区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京都协议

书》的生效将为这些新生的市场提供法律和政策的保障，但

是市场如何顺利运行并不断扩大？其中的市场机制如何健

全？各国如何采取实际行动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这些

都是所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长期支持科技力量和企业采

取有效措施减缓气候变化，在国际合作中也进行了一些清洁

发展机制的尝试，并初步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作为一个重要

的减排市场提供者，在《京都议定书》生效后，我国必须进一

步采取有效措施，为下一轮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创造有利条

件。除了在改善我国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转变

人们消费观念、统筹人地协调发展等领域要有重大的突破

外，还要利用清洁发展机制，实现我国的产业和技术改造，降

低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减缓气候变化的同时，加快我

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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