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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之佳编著的《中国环境外交（下）》内容紧扣国际环境外交发展的脉搏，对国际环境合作领域中全
球环境问题的几个热点进行了汇总和归纳，在占有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相关进程中的
有关问题作了深入分析，并对今后的发展趋势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对策。
《中国环境外交（下）》还用较大的篇幅对加入WTO后，我国经济发展各领域可能面临和已经显现出
来的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提出了一些针对性很强的建议，对促进2l世纪的中国环境外交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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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之佳，1952年出生于天津，籍贯山东蓬莱。
197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外文系，之后又攻读武汉大学法学院环境法专业并获法学硕士。
1976年始，在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任外事官员。
1978年至1983年，在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表处任外交官。
回国后，在国家环保部门从事对外合作工作直至1996年出任国家环保部门国际合作司司长。
2003年4月出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区域合作司副司长。
现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特别协调员。

参与编译、翻译并出版的著作有：《外国环境保护法选编》、《我们共同的未来》、《世界资源报告
》等；独立著作有《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及立法研究》、《中国环境外交》、《对话与合作：国
际环境问题和中国环境外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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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各方在关键问题上分歧较大，各种利益矛盾交错，错综复杂，既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的矛盾，又有发达国家内部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不同利益和意见分歧。
在进一步限控等重大问题上，欧盟国家与美、日、澳、加等国的立场明显不同，但在要求发展中国家
也开始承担一定具体限控义务方面，意见基本一致，只是在程度上和策略上有所区别。
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小岛联盟和阿根廷等少数拉美国家强烈要求会议立即开始谈判加强公约义务的议
定书；以科威特、沙特为代表的石油国家则担心新的限控措施会对石油收益造成影响，反对开始议定
书的谈判；而印度、中国、巴西等一些主要发展中国家则担心发达国家利用议定书的谈判对发展中国
家增加新的限控义务，对加强公约义务持谨慎态度。
整个会议进程艰难而紧张，各种问题的磋商或谈判夜以继日、通宵达旦。
经过连续两周的激烈谈判，会议终于就议定书谈判、联合履约标准、技术转让等主要问题达成一致意
见，通过了近33项决定。
 关于“谈判议定书”问题，在会议筹备阶段未能达成任何协议。
发达国家曾想利用此问题套发展中国家承担新的限控义务，使我国及印度、巴西等一些持谨慎态度的
国家面临很大压力。
会议开始后，印度、巴西、中国等国家联合小岛国联盟，共同提出一份文件，同意就加强发达国家义
务问题开始磋商，明确提出这种磋商不能给发展中国家增加任何新的义务，该议案得到了欧盟国家的
原则支持。
在强大的政治和舆论压力下，经过各个层次、各种方式的反复磋商和艰苦谈判，会议终于达成协议：
设立一个各缔约国均可参加的特设工作组开始公约议定书的谈判，以使发达国家在2000年以后进一步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不对发展中国家增加任何新的义务；谈判应于1997年第三次缔约方会议时完成
。
欧盟国家、多数发展中国家对此表示欢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勉强接受，小岛国联
盟对决定中未明确提及发达国家具体限控指标表示不满，石油输出国则对决定开始议定书谈判表示强
烈保留。
 在联合履约问题上的主要分歧，一是部分国家认为联合履约仅限于发达国家之间，而其他国家则认为
发展中国家也可在自愿的基础上参与；二是关于是否要计算“抵消额”。
所谓抵消额是指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高效节能设备和技术或合资造林，以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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