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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27成果简报 
11月6日⾄20日，《联合国⽓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七次缔约⽅⼤会（COP27）

在埃及海滨城市沙姆沙伊赫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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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COP？ 

  COP 是“Conference 
of Parties”的缩写，即
缔约国会议。⾃ 1992 
年第⼀届 COP 会议于
巴⻄⾥约热内卢召开，
并明确指出“承认地球
⽓候变化及其负⾯影
响，是⼈类共同关⼼的
问题”以来，在随后历
次会议中，各国政府、
私营部⻔和⺠间机构签
署了⼀系列承诺和⽂
件，涵盖能源、交通、
⾦融、⾃然等各领域，
旨在扭转⽓候变化对⼈
类的影响。                     

关于埃及沙姆沙伊赫 

     COP27 选择在埃及
的沙姆沙伊赫举⾏，也
考虑到这⾥得天独厚的
⽣态环境。沙姆沙伊赫
位于⻄奈半岛最南端，
依⼭傍海。这⾥不仅有
碧海蓝天，也有茫茫⼤
漠。 

    值得⼀提的是，在⽓候⼤会举办期间，G20峰会在印度尼⻄亚巴厘岛举⾏，中
美领导⼈也在期间会晤，双⽅同意重启⽓候对话，共同推动COP27取得成功。11
⽉16⽇，⼆⼗国集团领导⼈发表共同宣⾔，⽀持全球可持续发展⽬标，重振多边
主义应对发展挑战，并落实《公约》、《协定》和格拉斯哥⽓候协议，也为⼤会
达成成果注⼊⼀⽀强⼼针。 

G20

    本次⼤会在经济下⾏、新冠肺炎疫情、能源危机、粮⾷危机和地缘政治
的多重挑战下开幕，⾯临着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互信程度下降，但
本次⼤会仍在“损失与损害的资⾦安排”上取得了突破，在⾸次将其纳⼊正式
谈判议程后，围绕其相关安排取得了初步成果。虽然欧盟代表团临近闭幕前
⼀度要“离场”来表达对主席案⽂缺乏雄⼼的不满，各国仍就适应、损失与损
害、资⾦和减缓议题上取得进展。不仅如此，在早期预警和系统性观测、⾮
缔约⽅⾏为主体的⾏动对于实施⾏动的加强、⽓候变化与海洋、森林等⽣物
多样性保护相关领域的协同⽅⾯，本次⼤会也做出了安排，释放了积极的政
策信号。正如缔约⽅们在封⾯案⽂中所讲，上述挑战“不应成为⽓候⾏动开
倒车（backtracking）、倒退（backsl iding）或优先次序下降（de-
prioritizing）的托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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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27 协定⽂本内容 COP26 协定⽂本内容

减
缓

敦促缔约⽅采取⼤胆和迅速的⾏动，把全球升温（较⼯业⾰
命以前）控制在远低于2摄⽒度的⽔平，并努⼒保证15摄⽒
度⽬标的可能性存在。

到本世纪中叶全球实现净零排放（包括⼆
氧化碳之内的所有温室⽓体），确保1.5摄
⽒度的⽬标可以实现。

适
应

在确⽴全球适应⽬标⽅⾯取得实质性进展，各缔约⽅凝聚共
识和政治意愿，评估在强化韧性⽅⾯的进展，并为最脆弱社
区提供⽀持。

适应⽓候变化保护社群和⾃然栖息地，⽀
持和⿎励受⽓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保护和恢
复⽣态系统、建⽴防御和预警系统，建⽴
更具弹性的基础设施和农业。

资
⾦

推进议程中所有与资⾦有关的进程；提⾼资⾦透明度，特别
是为⾮洲、最不发达国家和⼩岛屿国家提供便利；敦促发达
国家1000亿美元⽓候资⾦承诺得以履⾏，并在新的⽓候资⾦
承诺上取得进展。

为前两个⽬标动员资⾦，敦促发达国家必
须兑现每年筹集⾄少1000亿美元⽓候融资
的承诺。

合
作

推进伙伴和合作关系，确保世界采取更有韧性和可持续的经
济发展模式；确保所有利益相关⽅在COP27的代表和参与，
特别是聆听⾮洲地区脆弱社区和代表的声⾳；将格拉斯哥会
议的成果转化为⾏动，并开始实施；引⼊创新解决⽅案，特
别是能在发展中国家复制和强化的⽓候友好型解决⽅案。

确定实施巴黎协定所需的规则，加快政
府、企业与民间社会之间的合作。

COP27 vs COP26 
  与COP26相似的是，COP27涵盖了“减缓、适
应、资⾦、合作”等四⼤议题。其中，减缓是指减
少温室⽓体排放，增加碳汇，以稳定和降低⼤⽓
温室⽓体浓度，是长期且艰巨的任务。适应侧重
于加强⾃然⽣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的风险识别
与管理，以减轻⽓候变化产⽣的不利影响和潜在
风险，更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资⾦是发展中国
家开展应对⽓候变化⾏动的关键，发展中国家不
是温室⽓体的主要排放者，却是⽓候变化的最⼤
受害者，特别需要得到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资⾦⽀
持。 

     与COP26不同的是，COP27的主要议题更强调
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对“减缓”的关注有所淡化。
去年的COP26上，1.5℃的⽬标引发了缔约⽅激烈
的争论，难以调和的分歧使得最终达成的公约并
未对“净零排放和⽓温⽬标”做出⽐《巴黎协定》
更强的约束。今年的COP27在埃及举办，主办国
埃及希望能够借此机会在⽓候问题上更多发声，

为⾃⾝争取到最⼤利益，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头
⽺”，因此会前的⽬标设定淡化了对2℃和1.5℃的
争议，更多聚焦于⾮洲、最不发达国家、⼩岛屿
国家等发展中国家。 

      由于⽬标侧重点的变化，会议最终达成的决议
只是重申了巴黎协定的温度⽬标，指出“与升温2

℃相⽐，升温1.5℃时⽓候变化的影响将⼩得多，
决⼼进⼀步努⼒将升温幅度限制在1.5℃”，并呼
吁减少未采⽤碳捕获封存技术减排的煤电、淘汰
对化⽯燃料的低效补贴，均延⽤了COP26协定的
⽂本内容，并未在此基础上取得进⼀步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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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最终决议，有三点明显变化值得重点关注 

⼀ 
对削减化⽯能源
的进⼀步妥协

⼆ 
“损失和损害”资
⾦机制的建⽴，
这也是⼤会的⼀
⼤亮点 

三 
中美⽓候对话的

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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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议强调了推动清洁能源组合建设的重要性，不仅呼吁增加可再⽣能源
（renewable），还呼吁增加低排放能源（low-emission）。与谈判⽂本相
⽐，低排放能源是新加⼊的内容，没有明确定义，但很可能涵盖了天然⽓。
COP27期间，印度主张只要求减少煤炭、⽽忽视发达国家依赖的天然⽓和
⽯油是不公平的，提出逐步减少使⽤“所有化⽯燃料”（phase down all 
fossil fuels）。这⼀提议并没有出现在最终的决议中，主要的阻⼒来⾃⽯油
⽣产国，也有部分来源于欧盟。欧盟虽然表态⽀持削减所有化⽯燃料，但也
表态煤炭⽐天然⽓更加⾼碳，如果将所有化⽯燃料混为⼀谈，可能会减缓去
煤的进度，不希望混淆了优先顺序。 

      缔约⽅在激烈的争论后达成了艰难的共识，决定建⽴新的资⾦机制，重
点关注发达国家的历史排放责任和对⽓候脆弱国家的补偿，取得了历史性突
破。国家需要缴款，哪些国家可以获得⽀持，这些议题将是下⼀届COP之前
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前的争议在于，发达国家的要求是，基⾦的资⾦来源
包括中国、海湾国家以及其他“⾼收⼊”发展中国家，援助⽬标是最脆弱的贫
穷国家，也不能涉及责任或赔偿条款；⽽中国⽓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就出
资⽅和受益⽅问题明确表态，发达国家负有出资的责任和义务，发展中国家
是⾃愿出资；基⾦的受益⽅是发展中国家，但鉴于资⾦规模有限，应该⾸先
给在⽓候变化⾯前最脆弱、最有需要的国家。 

    COP26期间，中美发布了⼀份联合宣⾔，承诺加强《巴黎协定》的实
施，推动两国⽓候变化合作，为国际谈判重启奠定了基础。本次的COP27
同样伴随着中美对话的重启。 

    ⽓候问题是中美关系修复的重要切⼊点，两国在⽓候问题上的合作领域
可能包括⽔泥、钢铁、⽯化产品等能源密集型商品的通⾏碳⾜迹计算，以及
甲烷减排，这将进⼀步打开可再⽣能源的需求空间，但可能给废弃处理和传
统农牧业带来⼀定的发展约束。 

     

   COP27最终艰难达成了共识，各

国的利益、⽭盾和政治意愿在两周

多的时间内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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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度重视本次⼤会，全⼒⽀持主席国埃及成
功办会。中⽅全⾯深⼊参与近百项议题谈判磋商，
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会议取得⼀揽⼦
积极成果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在⼤会期间向《公
约》秘书处正式提交了《中国落实国家⾃主贡献⽬
标进展报告（2022）》，体现了中国推动绿⾊低碳
发展、积极应对全球⽓候变化的决⼼和成果。中国
代表团在⼤会期间成功举办“中国⾓”，分享了中国
智慧和中国⽅案。在此次⼤会上，中国代表团副团
长兼秘书长、⽣态环境部应对⽓候变化司司长李⾼
当选为缔约⽅⼤会主席团副主席。

中国

    在《联合国⽓候变化框架公约》达成的三⼗年⾥，世界格局与秩序⼏经演变，全球⽓候治
理进程也在发⽣⼀些新变化，同时⽓候公正议题的辩论也随着损失与损害和适应议题成为谈
判焦点⽽逐渐回归。本次⼤会我们看到基于⽓候科学的决策的⽇益体现；看到损失与损害的
资⾦安排上的历史性突破；看到与适应息息相关的早期预警和系统性观测的重要性⾸次在封
⾯案⽂⾥被正式提及；看到全球⾦融体系改⾰的紧迫性被⽓候治理置于更显著的位置，以解
决发展不公平的结构性问题，回应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需求；看到⽓候治理注重
与⽣物多样性保护相关议题的协同；也看到对⾮缔约⽅主体的⾏动的重视与强调进⼀步为地
⽅政府、民间社会等主体提⾼参与全球⽓候治理的⼒度打开了空间。这些进展为促进国家层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落实⾏动和增强⾏动提供了政治势头，其中⼀些进展得益于发展
中国家缔约⽅的不懈推动和民间社会的积极参与，只是这些变化需要三⼗年的努⼒本⾝也反
映出发展中国家缔约⽅和民间社会参与全球⽓候治理的结构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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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环联合认证中⼼ 
       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有限公司是由⽣态环境部批准设⽴、经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

理委员会批准国内领先的环保、节能和低碳领域的综合性认证与服务机构。多年来始终致

⼒于为国家⽣态⽂明建设服务，积极开展环保节能低碳发展策略和解决⽅案研究，不断完

善和创新绿⾊产业评价体系，服务于⾏业绿⾊发展转型。通过独⽴、公正、⾼质量的评价

与认证，服务于政府、企业及公众，为其搭建绿⾊⽣产与消费沟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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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级别部长会议，围绕损失与损害、全球新
的⽓候资⾦等议题展开磋商；同时，印度将主办
2023年G20峰会。亚洲是全球⽓候脆弱性最⾼的
地区之⼀，加速⽓候⾏动、增强⽓候韧性、降低
脆弱性是亚洲国家的普遍关切，期待主办国可以
借助这些⾼级别会议动员各国领导⼈为全球⽓候
治理注⼊新的动⼒，同时也期待与更多社会组织
共同关注并参与全球⽓候治理相关进程。 

     与此同时，减缓雄⼼⽅⾯的案⽂没能更进⼀
步，但在能源、粮⾷安全危机、经济下⾏、新冠
肺炎疫情的情况下⾄少也没有出现倒退。只是对
于⼩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民来说，在不
断加剧的⽓候危机下，减缓⼒度的不倒退还远远
不够。在资⾦⽀持⽅⾯，新的⽓候资⾦⽬标和损
失与损害的资⾦机制在2024年前也许难有实质进
展，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关键⼗年的前四年⾥
仍会⾯临全球减缓不⼒、损失与损害增加、以及
国际⽀持严重不⾜的多重挑战，尤其考虑到其制
定系统性、跨学科的⽓候变化应对措施所需的长
期⼈才培养、能⼒建设、技术转让与资⾦投⼊。 

     在全球⽓候治理即将迈向新的关键⼗年之际，
雄⼼与实施缺⼀不可。2023年全球多边治理进程
将以亚洲为主场。COP28将由阿联酋主办，
UNFCCC在全球范围内将将举办⼏场⽓候变化相

*内容来源：⽣态环境部、联合国官⽹、天风宏观研究报告、美国环保协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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