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巴黎协定》 

2016 年 10 月 18 日 

    “《协定》明确了未来全球绿色低碳发展的大方向，与我国发展理念、政策方向相吻合，

与我国法律、行政法规不存在冲突。批准《协定》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绿色低碳发展，维

护生态安全。”８月 29 日，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勇在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作关于提请审议批准《巴黎协定》（简称《协定》）的议案的说

明时说。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8 月 29 日至 9 月 3 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批

准了《协定》。 

《巴黎协定》的主要内容 

      二十多年来，气候变化问题逐渐凸显，国际上各方为推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展开谈判。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于 1992 年 5 月 9 日通过，并于 1994 年 3 月

21 日生效。《公约》主要确定了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框架，并要求发达国家和部分

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不包括我国等发展中国家）率先采取减排或者限排温室气体的行

动。 

      为了加强《公约》的实施，对 2020 年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框架性安排，2015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3 日，《公约》第二十一次缔约方会议及《京都议定书》第十一次缔

约方会议在法国巴黎举行。巴黎大会经过两周艰苦谈判，于 12 月 12 日最终达成《巴黎协

定》，确立了以国家自主贡献为主体的“自下而上”、相对宽松灵活的 2020 年后国际气候治

理机制。《协定》是近年来气候变化多边进程的最重要成果。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供的资料，《协定》共计 29 条，内容主要包括：（一）《协

定》系在《公约》下，旨在加强《公约》的实施，考虑到不同国情，体现公平、“共同但有区

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二）《协定》重申将全球平均温升控制在 2℃以内的应对气候

变化行动全球长期目标，并为将温升控制在 1.5℃以内而努力，提出全球实现温室气体低排

放、气候适应性和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愿景，致力于全球排放尽早达峰，实现本世纪下半叶温

室气体排放和吸收相平衡，鼓励各方制定并通报中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三）各方

应采取并通报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自主贡献，每五年对减缓、适应以及实施手段和支持各方

面行动的总体进展情况进行“全球盘点”，盘点结果为缔约方以国家自主决定的方式更新和加

强行动提供参考。（四）发达国家继续通过承担全经济范围绝对量减排目标发挥领导力，鼓励

发展中国家逐渐转向承担全经济范围减限排目标。（五）《协定》确立了提高适应能力、加强

复原力和减少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的全球适应目标，各方应当酌情开展适应规划、定期提交

和更新适应信息，明确发展中国家开展适应行动、报告适应信息等履约活动应得到国际支

持，华沙气候变化损失损害国际机制作为解决气候变化损失损害问题的主要机制。（六）发达



 

 

国家继续承担《公约》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的义务，鼓励其他国家自愿出资。协定

提出了技术开发和转让长期愿景，《公约》下技术、能力建设等机制安排将在《协定》下继续

发挥作用。（七）在《公约》现有机制安排基础上建立强化透明度框架，并依能力为发展中国

家提供灵活性。 

批准《巴黎协定》的理由 

    在《协定》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之前，国务院已经对其进行了认真的审核。国务院

审核后认为，《协定》内容符合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符合我国的利益和实际需要。批准《协

定》符合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方向，有利于推进国内应对气候变化和建设生态文

明，有利于彰显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担当，有利于我国在气候变化多边进程中发挥更

重要的作用。 

    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张勇对国务院审核意见进行了详细的解

释。 

    第一，批准《协定》符合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方向。 

    张勇说：“我国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途径，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按照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总体要求，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切实推进绿色低碳

发展。《协定》明确了未来全球绿色低碳发展的大方向，与我国发展理念、政策方向相吻合，

与我国法律、行政法规不存在冲突。批准《协定》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绿色低碳发展，维

护生态安全。” 

    第二，批准《协定》有利于维护我国发展权益。 

    张勇说：“《协定》体现了习近平主席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的全

球气候治理解决方案，反映了《公约》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有区别的责任’，建立

了‘贡献由国家自主决定’的‘自下而上’模式，为各国采取气候变化应对行动提供了灵活

空间，有利于维护我国发展权益。同时，我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的行动和措施可满足《协

定》的履约要求，我国已具备履行《协定》的能力。” 

    第三，批准《协定》有利于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张勇说：“《协定》是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里程碑，国际社会普遍希望其早日生效。《协

定》达成以来，我国积极推动各方尽早签署和批准《协定》。尽早批准《协定》是落实我国对

外宣示的重要举措，将彰显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担当。另一方面，各方还将就落实

《协定》的具体机制安排展开谈判，批准《协定》有利于我国在气候变化多边进程中发挥更

重要的作用。”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经过对《协定》进行深入地审议，同意国务院的

审核意见，因此，作出了批准《协定》的决定。 



 

 

 
4 月 22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纽约联合国总部 

出席《巴黎协定》高级别签署仪式，并代表中国签署《巴黎协定》。摄影/廖攀 

批准《巴黎协定》有着重要的国际性意义 

      9 月 3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批准《协定》的决定。

随后，在杭州 G20 峰会期间，中美《协定》批准文书交存仪式举行，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

统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交存各自的《协定》法律文书。随着中国批准《协定》，国内和国外

各种赞誉纷纷而至。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表示，中国在世界大国中率先批

准《协定》，并携手美国共同构建大国绿色伙伴关系，显示出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低碳转型的

信心和决心，这一积极信号将进一步激励全球各国、私营部门以及民间团体转变经济增长和

生活模式，促进低碳转型。“中国带头批准《协定》迎合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

域发挥领导力的预期，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李俊峰说。 

      BBC 首席环境事务分析专家罗杰·哈拉宾评论说，中美此举使得《协定》向成为现实迈进

了巨大一步。他表示，虽然其他国家还在努力克服各种障碍批准协议，但中美的行动将对参

加此次杭州 G20 峰会的其他国家起到推动作用。 

    “绿色和平”全球总干事詹妮弗·摩根评价说:“一份包含中美两国作为正式缔约国的国际

气候协议终于形成，这翻开了国际社会治理气候变化问题的新篇章。两国应该以《协定》为

基石，共同加速彼此的气候行动。” 

      德意志广播电台报道称，中美两国是《协定》生效的关键所在，中国已经采取了许多积

极举措减排。中国承诺在 2030 年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报道还注意到，实际上中国的

煤炭使用量已经大幅下降，中国政府也加大了可再生能源投资，这意味着中国减排的目标将

比《协定》的承诺要提前实现。 



 

 

      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副教授乔安娜·里维斯指出：“气候变化也许是中国迄今展现出最强

国际领导力的领域。在中国主办 G20 峰会之际，世人可以期待能源和气候议题将处于前列核

心位置。”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G20 杭州峰会是今年中国主办的最重要的国际活动，9 月 3

日中国正式批准《协定》，习近平主席亲手将批准文书递交联合国秘书长，体现了中国负责任

大国的形象。 

     （文／本刊记者 刘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