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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伟光等编著的《应对气候变化报告》由长期从事气候变化的科学评估、应对气候变化经济政策分析
、低碳投融资研究以及直接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资深专家撰稿，追踪国际气候谈判的最新进程，深入
分析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充分展示低碳金融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有效传递中国政府推动低碳金融发展、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思路
。
《应对气候变化报告》对读者了解和认识当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最新形势、理解和把握国家低碳发
展的宏观经济政策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对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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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伟光，哲学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学部主席团主席。
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共第十六次、第十七次、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届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会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
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首席专家。
1987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荣誉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哲学，以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
研究，近年来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
出版学术专著20余部，主要有：《社会主义矛盾、动力和改革》《社会生活方式论》《政治体制改革
论纲》《控制论、信息论、系统科学和哲学》《经济利益、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理论与实践》《王伟光自选集》等。
主编的著作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通史》（八卷本）。
译著主要有《历史与阶级意识》《西方政治思想概论》。
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等国家级报刊上发表论文300余篇。
　　　　郑国光，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理学博士，研究员，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研究生
导师。
1994年获得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物理系博士学位。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国家气候委员会主任委员、全球气候观测系统中国委员会（CCOS）主席、全国人工影响天气协调
会议协调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兼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世界气象组织（WMO）中国常任代表、WMO执行理事会成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中国代表、联合国秘书长全球可持续性高级别小组（GSP）成员。
　　长期从事云物理和人工影响天气研究以及中国气象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
曾设计建造了我国第一台专门用于模拟冰雹生长的风洞，在层状云降水机理、冰雹云形成机理和人工
增雨业务示范系统等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
获中国气象学会首届涂长望青年科技奖二等奖、世界气象组织UAE人工影响天气奖以及2008年度国家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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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六 各方对峰会成果的评价　　南方集团和北方集团尽管在里约峰会谈判中有矛盾冲突，不同国家
在不同问题上也存在分歧，但各方妥协后最终通过的成果文件还是受到了多数国家的肯定。
　　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认为，成果文件有助于各方推进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目标。
这是一个磋商的成果，一个囊括了大量不同参与者不同观点的磋商文件。
当然，不是每个国家都得到了想要的一切，每个国家或许都有满意和不满意的地方，文件中也有值得
改进之处，但他对会议成果还是给出了肯定的评价。
他认为，会议最终能达成这一文件本身就是各方向前迈出的坚实一步。
与会各方已完成了制度上的一些重要事情，包括在联合国系统中显著增强环境规划署的作用，建立可
持续发展高层论坛等。
　　俄罗斯代表团成员亚历山大·别德里茨基认为，俄罗斯一直以来没有一份可称为“可持续发展战
略”的文件，而这次峰会的成果或许能改变俄罗斯人的看法，并让他们在这方面形成更完整的认识。
就俄罗斯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上所承担的义务，俄总理梅德韦杰夫指出：　“我们正有条不紊地履行自
己在《京都议定书》中的义务。
我再次重申，俄罗斯在2020年前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比1990年减少25 010。
”他还呼吁其他国家积极行动起来，共同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
他说，有必要在绿色发展的框架内，建立各国定期交流优秀实践经验和技术的机制，联合国应在这方
面发挥领导作用。
　　中国筹委会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认为，这份文件体现了国际社会的合作精神，展
示了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对确立全球可持续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杜鹰指出，最终文件重申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使国际发展合作指导原则免受侵蚀，维护
了国际发展合作的基础和框架；大会决定启动可持续发展目标讨论进程，就加强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
发出重要和积极的信号，为制定2015年后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重要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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