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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七次

缔约方大会（COP27）落下帷幕。此次达成的《沙姆沙伊赫

实施计划》（以下简称《实施计划》）协议重申了去年《格

拉斯哥气候公约》中提出的许多目标，里程碑式的会议亮

点——设立气候“损失与损害”基金机制，被分析人士和专

家认为“缺乏细节”。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次宝贵的推进

各国气候行动与全球能源转型合作的机会，为政府、企业和

社会各界提供了一个交流和展示气候解决方案的平台。

在当今逆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

在巨大的利益分歧和实力落差，从资金实力、技术储备、应

急系统建设等多方面来看，发展中国家在适应和减缓气候变

化、应对气候灾害等方面都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在地缘政治冲突、全球通胀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重冲

击的叠加之下，气候问题呈现了更加复杂棘手的态势。此

次会议中，重申气候共识、气候合作是坚守，呼吁适应气

候变化是思路，设立五年气候行动计划是方向，表达了各

国携手加快落实气候行动的期待。

设立损失和损害基金，推动气候赔偿。根据COP27

最终达成的《实施计划》协议，各国政府决定围绕极端天

气事件和长期气候灾害造成的发展中国家的损失与损害建

立一个专项基金，这被认为是气候峰会历史上的一个里程

碑，发展中国家30年的呼吁终得回应。

各国政府同意成立过渡委员会，就如何在明年的阿联

酋COP28上实施新的资金安排提出建议。缔约方还商定了

运作圣地亚哥损失和损害网络的体制安排及一系列职能，

以促进对特别容易受到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

技术援助。但目前，有关该基金将如何筹资和实施运作的

细节仍不明朗。

设立五年工作计划，在发展中国家推广技术解决方

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此次会议上启动了一项为

期五年的技术机制联合工作计划，致力于在发展中国家推

广技术解决方案，以加快部署应对气候变化的变革性技

术。计划内容涉及技术路线图和国家自主贡献（NDC）及

数字化应用，还包括国家创新系统、工业、水—能源—食

物关系等内容。

重申减排温控目标，加快执行气候行动。《实施计

划》重申将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这一决心，

以及全球需要在20年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到2030年排

放减半的目标。《实施计划》表示，根据《京都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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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协定》《格拉斯哥气候协定》和缔约方会议的其他

相关决定将进一步推动能源转型，迈向低碳排放和具有气

候韧性的发展。

低碳转型资金不足是挑战。《实施计划》强调，全球

向低碳经济的转型预计每年至少需要4万亿～6万亿美元的

投资。为提供此类资金，金融体系及其流程需要进行迅速

和全面的转型，让政府、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机构投资

者和其他金融参与者都加入其中。此外，COP27对发达国

家缔约方到2020年每年联合动员1000亿美元的目标尚未实

现表示严重关切，敦促发达国家实现这一目标，呼吁多边

开发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调动气候资金。

未提及有序推动化石燃料替代的相关内容。会议前，各

方参与者皆期待COP27成果文件对全球能源转型的方向和目

标给出更清晰的定义，尤其是明确石油和天然气的角色，从

而为各国实施推进气候行动和执行加快能源转型政策提供强

大的动力和专业指导。然而，《实施计划》并未提及如何进

一步推动替代化石燃料，只是呼吁多样化的能源结构，其中

提到的促进“低排放能源”，还被相关分析人士认为是在含

蓄地支持天然气的扩张，未能有效推动能源转型。

能源转型与绿色发展，中国成绩显著。在COP27边

会上，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致辞表示，围绕“双

碳”目标，中国正在有力、有序、有效地推进各项工作。

根据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

行动2022年度报告》初步核算，2021年，单位国内生产总

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20年降低3.8%，比2005年累

计下降50.8%。中国着力构建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

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制定了中长期温

室气体排放控制战略，落实“双碳”目标的“1+N”政策

体系，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推动实施国家适

应气候变化战略，积极落实《巴黎协定》等相关协议。

对于COP27的成果与遗憾，业界和社会有诸多评价与

讨论，有声音表示，此次会议的推进依旧有几个尚未达成一

致的话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议闭幕后表示，虽然

全球气候治理道阻且长，但此次会议上各方也在积极重建信

任。气候问题并不是一个能够一蹴而就的问题，气候行动需

要循序渐进。无论是一大步，还是一小步，都是各国合作推

进气候行动的进步。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感从未停止，

有效落实已经达成的能源转型共识仍需继续推进。

1 1 月 5 日 ， 2 0 2 2  C O P 2 7 气 候 大 会 国 际 会 议 中 心 的 外 墙 上 印 着
“ADAPTATION（适应）”标题的海报十分醒目，适应气候变化是此
次会议的核心话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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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本刊实习记者王若溪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官网及中
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等机构相关资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