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友沙龙第十八期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向何处去？ 

2017年 7月 1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第十八期院友沙龙在学院二楼咖啡厅举办，来自国家税务总

局、北京市外事办、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世界资源研究所、华峰石化有限公司、北京未名湖教育科技中心

等单位的院友及部分在校生参加了本次活动。 

  本期沙龙的主讲人张海滨老师，现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政治专业主任。

主要从事国际环境和气候政治、中国环境外交和联合国及全球治理研究。 

 

  院友、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陈琪教授担任本期沙龙的主持人。陈老师首先跟大家分享了他对

于气候问题的一些看法。他指出，虽然时代在不断变化，但是人类依旧需要理想和支柱，需要有人为公共

治理做出应有的贡献。气候变化关乎人类未来发展，因此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讲座环节，张海滨老师主要围绕 2017年 6月 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退出《巴黎协定》这一重大

事件之后“怎么看” 和“怎么办”两个问题展开系统分析。在“怎么看”部分，他提出了四个“怎么看”：

怎么看特朗普的退出声明？怎么看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的原因？怎么看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对全球

气候治理，特别是《巴黎协定》履约前景的影响？怎么看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对中国的影响？ 他首先分

享了对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声明的解读。他认为，“利益”、“公平”、“环境影响”和“国家主权”

是这份声明的四个关键词。尤其是特朗普多次提到《巴黎协定》有损美国主权，这在美国的气候谈判史上

是很少见的，令人深刻感受到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敌意，以及在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被

动消极姿态。关于特朗普在犹豫一段时间后最终还是决定退出《巴黎协定》，在张海滨老师看来，主要有

5个原因：第一，从利益集团角度看，特朗普政府与美国化石能源利益集团关系密切。第二，从个人理念和

价值观上看，特朗普是气候变化怀疑论者，而且拒绝承认国际气候合作中的基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第三，从治国理念和方略来看，特朗普片面强调美国优先。第四，从个人感情偏好上看，特朗普对

奥巴马恨之入骨，必欲消除奥巴马的任何政治遗产而后快。而加入《巴黎协定》是奥巴马最自豪的政治遗

产之一。第五，从美国当前的社会状况看，政治极化和社会分化现象十分严重，党派之间、社会各阶层之

间高度对立，互不妥协，导致特朗普做决策时更多考虑自身阵营的立场。 



关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张海滨老师结合定性和定量研究总结了 7 条：其

一，将对《巴黎协定》的普遍性构成致命伤害，动摇以《巴黎协定》为核心的国际气候治理体制的根基；

其二，意味着美国明确宣示彻底放弃追求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权，这将使《巴黎协定》履约中的领导力赤

字问题显著恶化；其三，引发不良示范效应，重创国际气候合作信心；其四，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将为

自身获得较大的碳排放空间和较低的碳减排成本，同时将会对其它各地区碳排放预算形成不可忽视的挤压，

进而推高其它各地区碳减排成本，最终增加实现《巴黎协定》温控 2℃目标的难度和成本；其五，美国大幅

削减国际气候援助资金削弱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不利于《巴黎协定》目标的实现；其

六，特朗普延迟采取气候行动可能导致全球减排错失最佳时间窗口；最后，特朗普政府大幅削减气候变化

基础研究经费将对未来全球气候科学研究产生不利影响，最后会影响《巴黎协定》履约谈判的权威性。 

   此外，由于美国仍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即使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仍可参加缔

约方大会，对未来《巴黎协定》的履约谈判可能起到搅局的作用。总而言之，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将显

著加大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难度，甚至导致《巴黎协定》的目标无法实现。就全球气候治理的全局而

言，全球气候治理的框架不会坍塌，但确实会受到动摇；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不会逆转，但确实会受到迟

滞。展望未来，中美携手发挥气候领导力的格局被打破,新的领导力格局待定；减排模式由“自上而下”向

“自下而上”过渡。“自下而上”是一种创新，没有经验可循，前景未定。由此，全球气候治理进入 “双

过渡”新阶段。 

  至于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对中国的影响，张海滨老师也做了分析；第一，中国的生态脆弱性和面临

的气候风险更加凸显；第二，中国的排放空间将被压缩，中国的减排负担和成本将增加；第三，从战略层

面看，中美气候合作在中美关系中的支柱作用明显弱化；第四，将进一步巩固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开发领域

对美国的优势地位；第五，中国面临急剧上升的重新定义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的国际压力。中国

可能被推到全球气候治理领导的位置，“当”还是“不当”是个大问题。 

  在“怎么办”部分，张海滨老师强调，在当前形势下，全球气候治理千头万绪，但最紧要的是如何重

建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力。摆在中国面前的有三个选择：方案 A: 保持既定的发展节奏，忠实兑现自己的

减排承诺，做好自己的事情，但不再为自己增加新的、额外的负担。方案 B:全力以赴，取美国而代之，勇

扛领导全球气候治理的大旗。方案 C: 在国内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

但中国决不独自扛旗，而是大力运筹重建全球气候治理的集体领导体制，即“铁肩担道义，妙手促联合”。

他主张中国应采用方案 C。具体而言，就是力促 C5取代 G2。C5即 Climate 5的简称，中文为气候变化五



国（方）俱乐部。五国（方）为中国、欧盟、印度、巴西和南非。G2 是指中美联合领导或中欧联合领导。

他分析了建立 C5的需要性与合理性，建议中国政府近期适时发起召开 C5环境气候部长级会议。 

 

  张海滨老师为此次讲座做了认真准备，带来了他最新的研究成果。他的发言受到院友们的普遍好评。

在最后的交流环节，院友们结合自身的工作经历，纷纷发表评论，提出问题，与张海滨老师进行了深度交

流与互动，现场气氛十分热烈而融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