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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全球化发展轨迹来看，能源问题必然超越国家边界。
例如，在能源利用过程中出现的酸雨现象、温室效应、石油污染、核泄漏事故等，不但得到有关国家
的重视，而且引起世界各国的关切。
“这种跨国界的影响必然要求采取超国家的行动。
”国际能源机制的缺失正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纷争的根源所在。
于宏源博士和李威博士正是以国际能源机制和国际能源法为研究对象，试图在这本书中通过国际能源
关系和国际能源法的综合研究，为国际能源机制的创立和发展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路径。
　　2009年12月，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未能达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减排协议，折射出发达和发
展中国家两大阵营立场的巨大分歧和各阵营內部出现的立场分化，表明气候变化国际格局的演化更加
复杂多变。
围绕“巴厘岛路线图”的落实，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焦点已经从单纯的“后京都进程”转换为涵盖面
更广的“哥根本哈根进程”。
哥本哈根进程的核心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基本问题上：一是程序规范问题。
是否需要将京都议定书下发达国家中期减排目标的谈判和公约下长期目标的谈判“双轨”井轨？
是否平等公开共识还是多数原则抑或大国主导？
是坚持联合国主渠道还是另辟蹊径？
二是责任与义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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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全球化发展轨迹来看，能源问题必然超越国家边界。
例如，在能源利用过程中出现的酸雨现象、温室效应、石油污染、核泄漏事故等，不但得到有关国家
的重视，而且引起世界各国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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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宏源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组织与国际法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博士。
从事国际组织、能源和环境外交等领域的研究。
并主持和负责多项重要课题，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美国能源基金会中国可持续能源项目、国家
环境保护部课题等。

　　李威
　　河南工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副教授，法学教研室副主任，能源法研究所副所长，华东政法大学
国际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主要从事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法及国家低碳发展战略研究。
近年来，主持或参与在研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部级研究项目多项，已在《时代法学》、《国际政
治研究》、《国际商务研究》等专业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著作和教材6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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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家对援助发展中国家清洁能源发展方面仍然没有明确的承诺。
①综上所述，本章引入了能源约束和环境容量这两个概念，以此为出发点分析气候变化催生的二元化
博弈：一方面，气候变化对人类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挑战，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在对未来排放额度
限制或环境容量进行博弈和制度建设；另一方面，国际环境危机因气候变化压力而陡然升起。
因此，气候变化二元博弈的表面层次是如何突破集体行动的困境，实现对气候危机的全球治理；更深
层次的问题涉及各国竞争能源创新和未来发展空间，进而影响长期的国际体系权势转移。
　　气候变化二元博弈将给中国外交带来三点启示：一是发达国家继续主导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博弈
。
尽管发达国家阵营内部存在矛盾，但他们对维系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鸿沟、限制新兴大国崛起方
面存在着共同利益，并继续处于后京都进程中的博弈主导地位。
发达国家一方面通过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进行沟通和协商，建立后京都时代合理和有效率的环境容量
约束制度，来维护能源消费、地球气候和经济发展的协调均衡；另一方面推动发展中国家接受环境容
量的软法和硬法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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