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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过国际社会二十多年的努力，气候变化国际法制度已经基本确立。
作为国际环境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气候变化国际法问题构成了国际法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领域。
《气候变化国际法问题研究》基于国际法角度，以制度研究为核心，以气候变化国际法的过去、现在
和将来为时间脉络，对现有气候变化国际法制度进行了全面审视和分析，对相关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
题进行了讨论，并对气候变化国际法的未来发展给出了预测和建议。

《气候变化国际法问题研究》由韩缨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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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缨，女，1977年生，浙江宁波人。
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法律系教师，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博士。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
主要研究领域：国际法。

先后主持省部级研究课题1项、地厅级研究课题2项，重大横向课题1项，主参省部级课题2项。
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
曾获宁波市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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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气候公平价值的体现——“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气候公平原则要求兼顾代际公平和代内
公平。
要维护代际公平，需要当代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为后代人维护和保持地球适当的生存环境，并为后
代人保留与当代人同等的资源和发展机会；维护代内公平，则要对当代人的不同群体进行区分，按照
历史责任、减排能力的大小区分不同国家、不同群体的区别责任。
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正是兼顾了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的两方面要求，成为气候国际法中公平价值
的典型体现。
　　国际环境法中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应当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要求所有相关国家都要参与应
对环境问题的行动中，即所谓的“共同责任”；二是考虑各个国家不同的情况和能力，以及其对环境
问题产生的历史影响和对将来发展的需求，给予其不同的义务承担内容，即所谓的“有区别责任”。
国际环境问题是跨越国界的人类共同问题，环境问题的后果和风险会影响到世界上每个国家，如果不
采取相应措施，随着时间推移，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因此每个国家和每个人类成员都有义务、也
有责任参与共同行动中去。
但是，应对措施最终的落实层面是国家和政府，是一国的国内事务，需要运用特定国家的自身力量实
施措施，这又产生了“共同责任”下的“区别情况”。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区分往往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划分为依据，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如欧盟
内部可以进行重新的义务分配，而部分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因此这只
是一个大致的区分。
　　（一）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早期萌芽　　关于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最早表述来自于1919年一
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合约》，该《条约》第427条承认“由于气候、习惯和惯例，以及经济机会和
工业习惯的差异，严格遵守劳工条件具有一定困难性”，并在第405条要求“对其后劳工标准或文件的
修改应充分考虑到该国家的气候情况、产业组织的不完善发展以及其他有较大差异性的产业状况，作
出符合特殊情况的修改意见”。
　　真正系统性地将区别原则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是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大的背景是发展中国
家开始要求在国际规则制定和决策过程中建立新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要求在资源和财富分配上
获得公平公正的对待，同时保证他们对自己国家的资源和经济秩序享有实质的主权控制，并可以公平
分享共同资源的使用收益。
发展中国家希望能够摆脱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影响和控制，获得在国际社会中真正独立
自主的地位和力量。
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发展中国家认为应当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努力：①发达国家应该给予发展中
国家更多的资金援助和技术支持；②最不发达国家应该获得更多的优惠待遇，并且在合理范围内免于
承担国际义务；③加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机制的决策过程的力量和作用。
　　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活动成果颇丰，典型的例子就是197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各
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在这部法律文件中，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初现雏形。
《宪章》第十七条确立共同的责任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援：“为了发展而进行国际合作，是各国共
同的目标和共有的责任。
各国都应当严格尊重他国主权平等，⋯⋯对发展中国家加速本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各种努力给予
合作，按照这些国家的发展需要和发展目标，提供有利的外部条件，扩大对它们的积极支援。
”《宪章》第十九条要求发达国家给予单向普遍的优惠：“为了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消除发
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鸿沟，发达国家应当尽可能在国际经济合作的领域内给予发展中国家
以普遍优惠的、不要求互惠的和不加以歧视的待遇。
”《宪章》第三十条规定了在环境领域的各国“共同责任”：“一切国家都有责任为当前这一代人以
及子孙后代的利益，维护、保持和改善环境。
根据这种责任，一切国家都应当做出努力，制定各国自己的环境保护政策和发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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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的环境保护政策，都应当能增强而不应相反地损害发展中国家现在和将来的发展潜力。
”　　⋯⋯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气候变化国际法问题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