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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些年来，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和新能源等几个相关问题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关心的热点。
地球表面温度不断上升，气候变化异常，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与严重，人类的生存环境变得越来越严
峻，保护环境的任务越来越艰巨。
造成这种恶性发展的一个因素就是人类无节制地使用传统能源：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等等。
这种使用能源的方法还带来资源紧缺和价格上涨。
冷战结束后，传统的安全问题虽然依然存在，但影响面和影响力却在减小。
非传统安全范畴中的恐怖主义问题虽然在9·11事件后变得非常突出，但受其威胁的地区和人群还是有
限的。
对于SARS、禽流感和甲型H1N1流感等大规模流行性传染病，很多人还是没有实在的感受。
只有气候异常、环境恶化和能源短缺这几个问题使全世界的人们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其威胁。
　　在美国，许多科学家和无政府组织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问题。
但美国政府受多种利益集团的牵制，在制定相关政策方面远不如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积极。
温室气体排放限制无力，清洁能源的开发和使用长期得不到足够重视，排放量依然在不断上升。
小布什政府还以保护经济为名拒绝接受《京都议定书》。
尽管如此，美国的思想库和民间机构在政策和技术方面一直在进行研究，有了相当的政策和技术储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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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国的气候政策辩论是其重返国际气候变化合作进程的先声。
辩论结果的明朗就意味着美国国内以及国际气候政策得以确立。
2001年，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并不仅仅是其气候政策立场的倒退，更是美国构建新气候政策的起
点。
8年来，美国国内围绕新气候政策展开激烈的辩论。
辩论的焦点是气候政策工具的选择问题。
气候政策工具将构成美国未来气候政策的核心与基础。
最终，以市场为基础的限量排放与交易制度和征收碳税制度成为优先选项。
　　支持联盟框架认为，公共政策领域特定子系统中行为体具有不同的政策信仰系统，并据此形成支
持联盟对决策过程发挥重要影响。
本研究以2001-2008年间美国国会气候政策听证会发言记录文本为数据材料，藉由支持联盟框架这一理
论工具。
对证人及发言议员表述中的政策倾向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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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美国电力公司的莫里斯认为，应该建立限量排放与交易制度，以务实的方式逐步减排。
排放限量应该合理、可行。
在制度运行初期，设定限量的目的应着重于减缓排放量的增长速度。
鉴于当前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手段的局限性，允许十年左右的温和增长极其重要。
在排放量得以稳定的基础上逐步削减。
在设定限量时还应考虑到减碳新技术的研发进度。
对于电力企业而言，需要更多的时间建立新核电厂和可以达到产业应用规模的运用碳捕集与封存技术
的汽化与燃烧设施。
所以，至少在2020年后，才可能真正实施大规模的减排措施。
　　PNM资源公司的杰弗里·斯特巴认为实现成本－效益减排的最大阻碍是缺乏有效的技术及相关推
广等措施。
比如提高能效、开发可再生能源、清洁煤与碳捕集与封存技术等。
降低此类技术的使用成本，达到商业化利用水平对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极为关键。
斯特巴针对国会气候立法提出如下建议：1.美国要积极参与构建2012年后的国际气候变化机制的谈判
，并发挥领导作用。
美国的行动不以所有发展中国家采取同样行动为条件；2.制定从根本上改变能源生产和使用方式的政
策。
因此，需要设计国家技术发展“路线图”，其中包括对气候友好型技术研究、开发、示范及推广计划
以及持续稳定的资金扶持计划等。
3.要以成本一效益方式达成减排目标，同时也不妨碍经济增长。
建立覆盖经济各门类的联邦限量排放与交易制度为首选政策。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美国气候政策之辩>>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