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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年均GDP增长值超过10％
，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影响日趋扩大，为世界所瞩目。
中国所选择的这条发展之路，与西方国家所走过的道路，是完全不同的，它并没有全盘西化或照搬西
方国家的政治体制，而是高举社会主义大旗，结合中国实际，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并适时提出
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和谐世界，，理念，开创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而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步伐的加快，一些发展中带来的新问题，如能源消耗、环境保护等，被国际
社会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紧盯不放，不时提出批评意见。
其中，中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政策与态度，尤为各国所关注。
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来看待，当然，一些西方国家仍抱有“冷战”思维，将中国视为异类，唯恐中国
的过分强大会对它们已缔造的现有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形成冲击，这些新问题也就成为它们遏制中国
的新幌子和借口。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前经济全球化正向深层次发展，国家间相互依赖日趋增强，中国作为一个大
国，国际社会希望它能够在一些影响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
对此，我们以更为积极的姿态来应对，也是提高中国国际影响和地位的良机。
事实上，中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给予高度重视，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方针和政策，自上而下推
动全国各行各业落实和贯彻节能减排方略。
本书收录了一些中国领导人和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讲话和文件。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美两国在共同应对重大国际问题所发挥的影响和作用异乎寻常
。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将在环保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加强与中国
的协商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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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美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商与合作》收录了一些中国领导人和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讲
话和文件。
当前经济全球化正向深层次发展，国家间相互依赖日趋增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国际社会希望它能
够在一些影响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
对此，我们以更为积极的姿态来应对，也是提高中国国际影响和地位的良机。
事实上，中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给予高度重视，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方针和政策，自上而下推
动全国各行各业落实和贯彻节能减排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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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摘要第一章 美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框架一、美国不愿承担《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量化减排义务
，要实施自主减排二、美国国内各界要求政府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三、美国谋求建立和主导有利于己的
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新机制四、美国在国内建立高级别的应对气候变化机制五、美国加强应对气候变
化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抢占发展“低碳经济”的先机六、美国积极推动国内企业和民众进行有效
减排第二章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寻求与中国合作一、试图拖中国“下水”，加入美国所主宰的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框架二、寻求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双边合作三、美国看重中国节能、环保
、新能源的广阔市场四、美国视清洁发展机制(CDM)为帮助本国进行减排的有效辅助手段，也希望在
中国进行推广和发展五、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希望与中国相关部门开展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沟通与合作
六、美国要求中国大幅度削减环保产品关税以及取消相关的非关税壁垒，以利于其环保技术和产品能
大举进军中国市场?七、推动中美省一级领导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沟通与合作第三章 中国在应对
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和总体战略目标一、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二、党和国家领导入
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三、确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内和国际的总体战略目标四、中国政府采取
的战略和措施第四章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加强与美国沟通与合作：一、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
应该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使其成为两国增进战略互信的新平台二、为中美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合
作创造有利条件三、中国认可美国应对气候变化新战略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
书》的有益补充四、利用好市场机制，促进中美在清洁发展机制方面的合作五、加强中美在亚太清洁
发展和气候新伙伴计划、全球甲烷——市场合作伙伴项目等国际机制中的合作力度六、加强中美相关
的应对气候变化技术合作七、加强与美国媒体、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的联系与合作八、学习和借鉴
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些有益经验，整合中国相关的资源和部门，完善应对气候变化机制，加强机构
建设与人才培养九、加强对美国国会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力度十、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框架下
，推动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沟通与合作十一、加强中美公司之间的能源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
扩大相互利益的交汇点十二、加强与美国CDM方面的合作十三、加强中美核电合作第五章 美国大选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可能出现的政策变化附录1．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能源与环境合作倡议
书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和美利坚合众国能源部关于和平利用核技术合作的意向性协议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和美国国家环保局关于清洁大气和清洁能源技术合作的意向声
明4．中美环境与发展合作联合声明5．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6．国家发改委主任就气候变化问题
答中外记者问7．温家宝总理就应对气候变化阐述中方看法和主张8．美国财政部发布第4次美中战略经
济对话美方会议简报9．加强中美间节能环保合作10．胡锦涛主席在经济大国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领导
人会议上的讲话11．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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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增加碳吸收拨款，鼓励农业对二氧化碳进行自然储存，加强碳吸收。
美国的农业生产由于大量地使用化肥，对动物粪便进行处理以及消耗燃料，排放出大量的温室气体，
占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8％以上。
为此，美国政府增加碳吸收拨款，在农业领域鼓励对二氧化碳进行自然储存。
例如，在2003年6月，美国农业部长维尼曼宣布，该部首次有针对性地实施一系列奖励措施，鼓励美国
农业生产更广泛地采用有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土地管理方法。
农业部还通过该部的森林和农业保护项目，如环境质量奖励项目和土地休耕保护项目，鼓励农民更多
地采用生物质能，加强对耕地和放牧地的保护行动，促进减少农业温室气体排放和可持续的森林管理
。
(六)美国军方也增大应对气候变化的投入和关注。
据美国军方统计，它所消耗能源量占美国能源消耗总量的1．5％以上。
美国军方已经制订了目标，到2025年，将可再生能源消耗量提升到军方能源消耗量的25％以上，以便
与美国总体的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目标保持一致。
①总的来看，在国际大环境和美国国内政治气氛影响之下，布什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政策和立
场虽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但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强调自主减排的“单边主义”立场却难以根本转
变。
而且，受到诸多因素的掣肘，布什政府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在实际运作中效果也欠佳。
首先，布什政府和国会对气候变化形势的认识和评估尚未形成共识，至今尚没有出台联邦层次的法律
和法规。
对于布什政府提出和实施的CCSP项目，美国全国环境基金会主席克拉普表示，其中不少课题“早就得
到了回答和答案”，重新提出研究这些问题仅仅是为了拖延美国采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步伐。
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布朗也认为，这个科学研究项目旨在推迟美国“在气候问题上采取有意义的
行动”。
其次，美国气候变化科学办公室在联邦政府行政序列中的地位较低，行政权力和资源十分有限，在与
相关部门如农业部、交通部等开展协调和合作时缺乏权威性，难以服众。
如在最近，受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的影响，美国能源部已着手修建150座燃煤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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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美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商与合作》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当前，中国和美国已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多的两个国家，国际社会普遍要求两国在应对气候变
化问题上履行国际义务，做出实质性的减排承诺和措施。
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和经济利益考虑，不愿承担《京都议定书》所设定的量化减排任务，而是希望能另
起炉灶，建立以己为主导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机制，实现自主减排；中国须为今后经济发展留出足
够空间。
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立场较为相近。
中国应加强对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有关政策、法规、理论以及重大举措的研究和借鉴，积极推动
双方间的对话与磋商，建立某种长效合作机制，共同解决这一全球性问题。
谋求建立一个全球性温室气体减排新框架在区域合作组织中加强与有关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商与合
作加强与有关国家双边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发起和成立了一系列技术型国际合作组织与项目美国拉中国
加入以其为主导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框架美国看重中国在节能、环保、新能源开发方面广阔市场美国
的非政府组织也希望与中国相关部门开展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交流与合作高度重视中美应对气候变化
合作对增进两国战略互信的影响为中美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创造有利条件认可美国应对气候变化新
战略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有益补充加强中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技术合作
加强与美国主流媒体、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联系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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