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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9年《哥本哈根协议》之后，2010年底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6次缔
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6次缔约方会议达成《坎昆协议》，取得了更多具有实质意义的进展。
由于《坎昆协议》在落实巴厘路线图的轨道上尚有许多未尽事宜，国际社会对下一步真正达成具有历
史里程碑意义的国际气候协议充满困惑、争议与期待。
2011年底，联合国气候大会将在南非德班召开。
德班会议能否实现众望所归的目标?各缔约方将如何权衡利益，协调国际气候制度与国内发展的矛盾，
应对减排与适应气候变化的双重压力
?作为负责任的新兴发展中大国，中国将对国际社会作出的自主减缓行动转换为国内目标，不讲条件，
全力推进。
不仅在减缓，而且在适应方面，中国的努力与绩效为世人所认同。

本书邀请了国内外长期从事气候科学评估、能源与气候政策研究以及直接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30多位
资深学者撰稿，介绍坎昆会议以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最新进展，分析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行
动及面临的挑战，关注坎昆会议对国际国内气候政策选择的可能影响，以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
战略。

王伟光、郑国光编写的《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1德班的困境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包括总论、五个专
题及附录。

总论侧重于两个方面。
一是国际气候谈判的回顾与展望，旨在分析《坎昆协议》之后，国际气候制度取得的进展，在此基础
上展望2011年底在南非德班举行的第17次联合国气候大会，从总体上把握当前国内外应对气候变化的
形势，剖析中国可能采用的各种选择；二是中国如何实施应对气候风险的适应战略，以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目标。

第一个专题聚焦国际气候谈判热点议题，就坎昆会议取得的谈判成果、谈判形势、未来可能的国际气
候制度等进行了深入分析、点评与展望，内容涉及减缓行动的中长期目标、资金机制、碳市场前景等
国际气候制度，以及国际航空减排、日本核危机对全球减排和新能源发展的影响、美国碳政治等新问
题和新动向。

 第二个专题集中反映国内最新的减缓政策与行动。
内容包括：对“十二五”
规划节能减排目标的分析解读及对发达国家的经验借鉴，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进展及前景分析，中
国低碳城市建设，中国交通部门排放现状及低碳发展前景，中国新能源的发展现状及市场前景等。

第三个专题专门论述了国内外气候变化风险及适应气候变化的战略与行动。
包括：国内外气候变化的历史趋势、影响及适应对策回顾，气候变化风险与灾害管理，国内外沿海城
市适应气候变化的实践经验，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及中国的参与等。

第四个专题为研究专论，选取了几篇关注前沿问题、政策与实践导向的学术文章，反映了过去一年来
国内从事气候变化政策研究的一些最新成果。
包括：气候变化的风险评估方法及案例研究，节能减排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协同问题，适应与减缓
的协同效应，企业应对气候变化意识调研等。

第五个专题为热点追踪与专家解读，针对国际上最新的一些气候变化政策和研究进展作了简要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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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1德班的困境与中国的战略选择)》附录中收录了全球主要国家的人口、经济
、能源和碳排放等主要数据，中国各地区完成“十一五”规划节能目标进展情况，全球气候变化灾害
历史数据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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