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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人之所以提笔为于宏源博士在气候环境方面的又一部专著再次作序，首先是感谢他对气候变化和环
境问题卓有成效的跟踪研究。
气候变化是人类迄今为止面临最为严重、规模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远的问题之一，也是影响未来国
际体系、重塑全球政治和发展格局的关键因素之一。
气候变化主要涉及两个基本层面：一是纯粹环境气候；另一个层面是面对纯粹环境气候出现的人类安
排，而这种人类安排又会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甚至社会意识。
国际气候谈判进程和全球集体行动难题充分说明气候问题的经济性、政治性和社会性是造成气候问题
全球性和管理无序性矛盾的主因。
显然如果国际社会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到正确的战略目标和有效的方法，不能有效推进“巴厘岛路
线图”和推进哥本哈根进程，那么全球都将会招致巨大损失。
气候危机和经济危机密切相关，互为因果，虽然金融经济危机寒风吹遍了世界各个角落，对全球经济
、世界政治和各国发展造成了资金和技术困难，还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
意愿和信息准备，但无论从长期性还是艰巨性方面来看，气候变化都将远远超过当前的金融危机。
哥本哈根会议的召开预示着全球气候治理已到了关键时期，随着美国民主党奥巴马的执政，新兴发展
中大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全球气候政治格局与《京都议定书》生效时相比已大不相同。
美国虽然还未签署《京都议定书》，但奥巴马新政府已决定改变布什政府单边主义和“有效的”多边
主义，欧盟试图保持气候谈判的发起者和推动国际气候机制主要力量的“领先地位”，包括中国在内
的新兴发展中大国也面临低碳经济的巨大压力。
面对如此挑战性的气候政治态势，中国既要维护发展权益，又要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寻求更大的
利益交汇点；既要警惕经济发展带来资源环境代价，又要占领全球新一轮以低碳为核心的经济革命高
地；既要做大做强自己，又要推进世界各国在能源和经济转型方面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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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和环境灾害是人类面对的三个相互联系的挑战，也是影响当前和平与发展的重要
因素。
当前，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迅速上升导致气候变化∥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
解决气候变暖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力所不及的事情，必须通过国际间的合作。
本书重点研究大国在气候、资源合作、环境贸易等领域的互动，从气候能源和国际体系变迁的内在逻
辑，环境合作和国际制度的演进过程对大国集体行动、气候环境合作的相互影响等方面，进行理论和
实证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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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限制和防范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持续发展，能源需求迅速攀升，
所面I临的全球环保压力愈发凸显。
联合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认为从2000年到2030年，来源于能源使用的碳排放量将增加45％至110％，而
其中三分之二或者四分之三的增长量来自发展中国家。
2008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温室气体排放量头号国家。
到2020年，中国人均能源消耗水平将会超过世界平均值，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碳排放量将会占据全球的1
／3以上。
正因为如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围绕碳排放安排的国际谈判十分激烈。
一方面全球各国都注意到气候危机的严重性以及共同承担减排义务的必要性，另一方面随着2009年《
哥本哈根协议》的出现和《京都议定书》2012年之后被新机制取代，欧洲与美国为代表的伞形联盟面
对经济不断崛起的中印等新兴大国将在限制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发展方面达成一致，力压新兴发展中大
国承担和他们类似的责任，进行强制性减排。
他们既防止核心技术被发展中国家获取从而成为未来的竞争对手，又担心这些国家不保护其知识产权
。
从根本上美国不希望看到中国经济效率全面提升和能源结构的全面改善，如果中国成功走上可持续发
展道路，那么中国发展模式对美国软国力构成威胁。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表示，欧美的清洁能源技术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下限制向发展中国家
转让，或者高价向发展中国家出售设备谋取超额利润，一直是中国清洁能源发展的巨大障碍。
很多拥有清洁能源技术的国家将技术视为限制中国的一张牌，机器价格总是定得特别高。
发达国家企图利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削弱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
为了在能源资源和环境容积的双重占有方面继续保持主导地位，这些发达国家在谈判过程中坚持认为
发达国家只不过是在时间上较早的运用了大气权利，并没有对发展中国家构成历史责任和债务，以前
的累积排放不但没有责任，而且现在的排放权也应该根据传统和习惯基于原来排放权发放，这种论调
还认为资源的使用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通过市场就达到最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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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变化和权势转移:制度、博弈和应对》：国际问题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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