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中國代表
團團長、中國生態環境部副部長趙英民在
大會閉幕後受訪時表示，此次會議最主要
的成果，就是達成包括第6條在內的《巴
黎協定》實施細則的相關議題，為落實
《巴黎協定》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礎，開啟
了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新征程。
談及中國在此次大會中發揮的作用，

趙英民表示，中國代表團克服了疫情、

時差、工作條件等諸多困難和不便，經
過努力圓滿地完成任務。他表示，本次
大會有三方面特點充分彰顯中國作為一
個負責任大國，在推動全球氣候變化進
程中發揮的積極建設性作用，首先是習
近平主席出席領導人峰會，發表書面致
辭，就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重振全球經
濟這一時代課題提出三點倡議，為整個
人類未來發展指明方向。第二，中美、

中歐雙邊的有關聯合文件，為大會起到
關鍵的推動作用。第三，在會議期間，
中國代表團和與會各方進行了積極溝
通、密切磋商，提供了中國智慧、中國
方案，為大會成功作出貢獻。
趙英民同時指出，大會在發展中國家

長期關心的適應和資金方面也有一些進
展，但是坦率講還遠遠不夠。他表示，
廣大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早已承諾的

1,000億美元氣候資金遲遲未到位，表達
了極大的失望；對發達國家履行承諾，
支持發展中國家在適應、應對氣候變化
能力建設等方面提供支持力度不夠，也
表達了不滿，「後邊的任務還很艱巨，
我們也期待着各方一定要落實自己的承
諾，採取切實務實的行動，推動整個全
球氣候治理進程不斷向前。」

●綜合報道英國格拉

斯哥舉行的第26屆聯合國氣

候變化大會，在「加時」一天後於13日

晚閉幕，與會各國代表終於達成協

議，就《巴黎協定》各項細則取得共

識，力求實現將全球氣溫升溫幅度控

制在攝氏1.5度內的目標，各國並首次

就減少燃煤達成共識，但早前談判草案

中包括「逐步淘汰」（phase out）煤炭的承

諾，在印度代表最後時刻反對下，協議最終

淡化有關措辭，改為「逐步減少」（phase

down）。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承認協議是在

妥協下達成，對於實現減排目標仍有不足，有

待日後繼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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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反對加入賠償機制 印度最後一刻改用字

今屆氣候峰會的談判波折重重，各國代表經兩周磋商後仍未有成果，最終
需延長會議一天，才就氣候協議內容達成共識。印度代表更在最後時刻，提
出修改條文中關於煤炭的措辭，需緊急修改協議字眼才能通
過。
各國代表一直談判至13日晚，才就逐步淘汰煤炭、減少溫室

氣體排放及向貧窮國家提供資金的條文達成共識。在當地時間
晚上7時，中國氣候特使解振華已向記者豎起拇指，表明協議
可以通過。然而當大會主席、英國內閣辦公室國務大臣岑浩文
準備表決協議時，印度代表卻在7時40分提出修改，要求將
「逐步淘汰」煤炭改為「逐步減少」。現場部分代表對此表示
不滿，不過經半小時緊急修改後，各國最終一致通過協議。
確認與會代表無一表態否決後，岑浩文明顯情緒激動。他

承認大會任務艱巨，但在各國共同努力下還是創造了歷史，
「我們現在可以有理有據地說，我們延續了控制全球升溫幅
度在攝氏1.5度內的目標，但只有各國信守承諾、迅速行
動，才能真正實現目標。」 ●綜合報道

本屆大會其中一個焦點，在於如何補償氣候變化對
發展中國家造成的破壞和損失，但在美國和澳洲一致
反對下，協議最終未有就富國設立援助機制達成共
識，僅表示會在這議題上展開對話。峰會上代表發展
中國家談判的西非國家幾內亞表示，對富裕國家只願

展開對話感到非常失望。
全球暖化導致海平面上升，嚴重威脅不少島國，故

很多貧窮國家希望盡快設立氣候援助基金，對於今次
未能實現感到不滿。然而美國和澳洲過往一直不願由
發達國家提供補償，美國氣候問題特使克里表示，雖
然華府明白需增加資源，協助其他國家應對氣候變
化，但要事先了解如何最有效運用援助資金。
環保組織「氣候行動網絡」高級顧問辛格表示，雖

然協議至少承認發展中國家在氣候變化方面蒙受愈來
愈多損失，但終究未有設立基金援助窮國，形容進度
非常緩慢。非牟利組織世界資源研究所所長達斯古普
塔亦指出，雖然今屆氣候峰會正視發展中國家面臨的
困境，但發達國家不能只說不做，需採取實際行動，
提供資金援助。 ●路透社

今屆大會共有4萬人出席，
包括各國代表和媒體人員等，
大會顧問公司Arup預計碳排放
總額將達到約10.3萬公噸二氧
化碳當量，較上屆在西班牙馬
德里舉行的峰會高出逾1倍，
可能成為歷來最高碳排放
量的氣候峰會。
雖然東道主英國政府承
諾舉辦一個「碳中和大
會」，包括提供可循環

使用的咖啡杯、低流量洗手
間、棄用紙質文件和提供素食
餐飲等，但仍未能降低碳排
量。Arup估計超過60%碳排放
來自與會人士乘坐的國際航
班，當中許多國家代表還使用
私人飛機抵達格拉斯哥，其次
是來自住宿。由於締約國遲
遲未能達成共識，大會被迫
延長一天，這也進一步增加
碳排放。 ●綜合報道

巴黎協定具體化

協

議

重

點

半小時緊急磋商「逐步淘汰」變「逐步減少」

援助機制落空 幾內亞：對富國非常失望

4萬人赴會 或破碳排紀錄

明年底前提更嚴格承諾
協議指出按照現時減排進度，將無法達成《巴黎協定》

將全球氣溫升幅限制在攝氏1.5度內的目標，故要求各國明
年底前制訂更嚴格的氣候承諾，而非每5年一次。

淘汰「無效率」燃料補貼
各國應「逐步減少未應用碳捕捉技術的燃煤發電」，以及「逐步

淘汰無效率的化石燃料補貼」，但目前尚未定清晰定義何謂「未應
用碳捕捉技術」和「無效率」。

富國增撥款助窮國應對
協議促請發達國家提高協助貧窮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援助資金，

在2025年將金額至少提高至2019年的兩倍，但在現時條文下，富國僅
同意就相關議題展開討論，並未承諾採取實質行動。

創建全球碳交易市場框架
同意創建全球碳交易市場框架，同時容許成員國透過購買碳信用達成氣候目

標，至於在2013年前發出的碳信用則會作廢，避免太多舊有的碳信用流入市
場，令其他國家只顧購買碳信用，未有致力從源頭減排。

●岑浩文難掩情
緒激動。 路透社

●警衛阻止示威者展示標語。 美聯社

●發展中國
家不滿富國
援助不足。

美聯社

●解振華向記者豎起拇指。 美聯社●印度代表在最後一刻要求修改用字。 美聯社

●●主席岑浩文宣布協議達成後獲得掌聲主席岑浩文宣布協議達成後獲得掌聲。。路透社路透社

●趙英民出席閉
幕儀式。 中新社

由近200個與會國家達成的協議指出，自2015年簽
訂《巴黎協定》以來，各國現時減排進度不盡理

想。為盡力實現控制氣溫升幅目標，協議呼籲各國在明
年於埃及舉行的新一屆氣候變化大會前，提出全新減排
計劃，較《巴黎協定》設於2025年的目標期限提前3年。

強調富國未兌現資助承諾
協議亦強調，發達國家至今仍未兌現每年提供1,000億美元，協

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承諾。各國敦促到2025年，富裕國
家為貧窮國家提供的氣候適應資金需較2019年水平增加一倍，聯
合國將據此成立委員會，通報資金籌措進展。各國政府亦會在2022
年、2024年及2026年就氣候問題會晤磋商。
對於國際碳交易市場現時存在的漏洞，今次協議還遵照《巴黎協

定》第6條制訂詳細規則。但在美國及歐盟為首的富裕國家反對
下，協議未能設立幫助因自然災害蒙受損失的貧窮國家的賠償機
制，僅表示日後會就此進行對話。

主席就改字致歉「協議達成最重要」
印度代表則在最後時刻提出修訂協議中有關煤炭的措辭，希望藉

此體現新興經濟體國情。印度環境部長亞達夫強調，印度旨在代表
發展中國家發聲，指出協議中只有煤炭被單獨提及，卻未涉及石油
或天然氣等其他化石燃料，「我們致力達成對發展中國家合理、亦
能實現氣候公平的協議。」擔任大會主席的英國內閣辦公室國務大
臣岑浩文在最後致辭時，形容今次達成協議只是取得「脆弱的勝
利」，他就臨時修改協議中煤炭用字致歉，「我理解很多人會對此
感到失望，但更重要是能達成協議。」
美國氣候問題特使克里認為，今次協議讓各國更有信心應對氣候

危機，「我們已較過往更接近避開氣候災難，帶來更清新空氣、安
全水源和健康的地球。」歐盟亦相信協議意味《巴黎協定》各項目
標依然有望實現。東道主英國首相約翰遜形容協議為「前進一大
步」，但承認未來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古特雷斯表示今次協議是妥協的結果，能反映各國的利益、國

情、矛盾和政治意願，「我們不會在一朝一夕間，透過一次會議便
實現目標，但我相信我們終將抵達終點。」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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