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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气候安全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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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希望通过气候减排参与全球政治事务，并十分重视气候变化带来的安全问题。气候变化增

加了日本极端天气，导致日本沿海生态环境恶化和农产品质量下降，使本就资源匮乏的岛国面临更多

挑战，影响了日本国土安全。日本积极在亚洲开展气候外交，稳固同地区国家的外交关系，力求在气候

战略上保持“美日同盟”，并以气候外交配合美国“印太战略”。然而，日本核污水排海行为严重影响了

日本的国际形象。日本通过转变能源安全观念，积极研发推广减排技术，着力以技术优势应对气候变

化对其经济安全的影响。鉴于日本经验，我国应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统筹气候变化与国家安全的关

系，协调推进气候减排政策。

关键词：气候变化；日本；国土安全；气候外交；能源安全；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D7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4)03⁃0107⁃08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4.03.012

Japan's Climate Security Polic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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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Japan wants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politics through climate reduction and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ecurity issues brought about by climate change. Climate change has increased extreme weather in Japan， and led to the 
deterioration of its coast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decline in the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which has brought 
the resource‑poor island nation more challenges， further affecting Japan's homeland security. Japan has actively carried 
out climate diplomacy in Asia， strengthened its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to maintain the "US‑Japan 
Alliance" in climate strategy， and to coordinate American "Indo‑Pacific Strategy" with climate diplomacy. However， 
Japan's discharging nuclear sewage into the sea has seriously broken down its international image. By changing the concept 
of energy security， Japan has endeavored to developing and promoting emission reduction technologies， and to responding 
to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its economic security with technological advantages. In view of Japan's experience， 
China should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climate change and national secu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and coordinately promote his climate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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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论坛在 2023 年发布的《全球风险

报告》中，将气候行动失败确定为世界面临的最

主要长期风险之一。该报告指出，气候适应失

败、自然灾害及极端天气事件、生物多样性破

坏、生态系统崩溃和大规模非自愿移民是位居

前五的全球风险因素 [1]。随着冷战的终结，非

传统安全议题逐渐成为联合国关注的重点，“国

家安全”和“自然安全”密不可分，安全对地球和

人类未来的影响需要被重新认知 [2]。

日本作为岛国受自然环境约束较强，因此

对国土安全较为重视。同时，作为能源依赖型

国家，日本经历福岛核电事故后再次面临能源

困境，减排压力不断增加 [3]。在此背景下，日本

力求成为环保大国，寄希望以全球环境治理重

要参与者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并尽量与美、欧

等先进国家保持政策并行，希望以对气候减排

的贡献来奠定其在全球治理中的领先者地

位 [4]。由此，便可成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领

导者，弥补其在传统安全领域非强国的遗憾。

然而，日本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目标与其具体

实践产生了严重脱节。例如，在《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第 28 次缔约方大会召开期间，国

际非政府组织“气候行动网络”（Climate Action 
Network）第四次宣布授予日本“化石奖”。该

组织批评日本在全球减少化石燃料投资的背景

下，其煤炭火力发电占比依然较高 [5]。目前，既

有研究无法有效解释日本参与气候治理目标与

实践不一致问题，其背后原因可能是出于对“安

全”的持续考量。本文认为，气候变化政策已经

成为国际政治议题，应将气候变化与国家整体

安全结合考量。

一、气候变化对日本国土安全的影响

气候变化导致日本极端天气增加，这不仅

给民众生活带来了不便，而且对政府的应急能

力和财政实力都是很大的考验。此外，气候变

化带来的海洋生物多样性破坏、农产品质量下

降及其他生态系统失衡等问题，使本就资源匮

乏的日本面临着更多挑战。

一是气候变暖加剧日本极端天气。 2019
年以来，日本结成岛、南鸟岛和与那国岛的所有

监测站点的观测数据显示，日本大气中二氧化

碳、甲烷和一氧化二氮的浓度持续上升，且日本

的年平均气温上升速度快于世界平均水平。随

着气温升高，日本的仲夏日、极热日、热带夜等

的数量显著增加，而冬季的天数明显减少 [6]。

同时，气候变暖造成日本极端降雨天气增加。

日本的暴雨和短期暴雨的频率正在增加，而无

降雨的天数也在增加，降雨量呈极端趋势 [6]。

强降雨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洪水等自然灾

害十分考验日本政府的应急能力和财政实力。

另外，受气候变暖影响，日本的降雪量呈下降趋

势。自 1962 年以来，日本海沿岸各个地区每年

最深的降雪量都呈显著下降趋势，单日降雪量

超过 20 厘米的大雪天数也有所减少。但是，日

本极端暴雪天气出现的概率却呈上升趋势 [6]。

二是气候变暖威胁日本沿海生态。目前，

全球年平均海面温度一直在上升，1891 年至

2019 年期间每 100 年增加 0.55 ℃，而日本周边

海域的平均海面温度上升速度为每 100 年增加

1.14 ℃，日本周边海域的平均海面温度正在以

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约两倍的速度大幅上升 [7]，

预计日本周边海域的平均海面温度将继续以高

于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上升 [6]。而海域的变暖

会使海洋生物多样性受到破坏，例如，近海和沿

海地区水生生物的产卵场、觅食场和洄游路线

将发生变化；在浅水区，海藻床和滩涂的分布面

积和组成物种的减少将对水中微生物的生存极

为不利，严重威胁水生态系统的平衡。

三是气候变暖影响日本农业。例如，受气

候变暖影响，日本水稻质量严重下降，并得到科

学证实——大米出现裂缝或者颜色浑浊。在一

些地区和极端高温年份，大米的产量也有所下

降。有报告指出，在高温和高二氧化碳浓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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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中，作为大米质量重要指标的“粒比”会降

低 [8]。同时，高温对水果的质量也产生不利影

响。例如，太阳辐射和高温导致果实晒伤、着色

不良、“果肉褐变”等 [8]。另外，高温对靠海吃海

的日本渔业也将造成严重打击。用模拟全球变

暖后的海面温度预测秋刀鱼洄游量的模型和数

据显示，如果秋刀鱼的南迁季节因全球变暖而

推迟，捕获秋刀鱼的数量将会逐渐减少 [8]。

总之，气候变暖对日本生态系统的影响是

全面的，其对日本的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和山

林管理等都将产生难以弥补的不良影响。

二、气候变化政策对日本外交的影响

气候变化正在严重威胁日本国土安全，因

此，日本一直在亚洲地区积极开展气候外交，并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由此，稳固了同地区国家的

外交关系。在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后，日本也

积极努力调整减排计划，力求在气候战略上依

旧保持“美日同盟”，并以气候外交牢筑“印太战

略”，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保障日本国家安全有所

助力。然而，日本核污水排海的行为，揭示了当

前核安全治理机制的失灵，甚至成为海洋生态

治理的“最薄弱环节”，造成海洋公地悲剧，严重

影响了日本的国际形象。

（（一一））以减排环保合作以减排环保合作，，提升区域影响力提升区域影响力

随着气候变化成为全球普遍性议题，日本

愈加重视区域内的气候合作，以扩大自身在气

候治理方面的国际影响力。

一是日本积极参与中日韩环境合作。早在

1994 年，中国、韩国、日本和蒙古就成立了东北

亚环境合作委员会  (NECC)[9]。从 1999 年起，中

日韩环境部长会议正式启动，旨在落实三国领

导人会议共识，探讨和解决共同面临的区域环

境问题，促进本地区可持续发展。2008 年，中

日韩领导人首次在东盟“10+3”框架外举行会

议，围绕清洁能源政策交流与管理实践、科技交

流及产业化合作三大主题进行了讨论 [9]。2009

年，中日韩成立东北亚低碳城市网络（ELCN），

这是东北亚地区第一个低碳城市合作机制。

2015 年 ，中 日 韩 成 立 东 北 亚 环 境 合 作 网 络

(NEEC)来推进环境和能源合作。2019 年，中日

韩签署“中日韩+X”合作概念文件，确定加强

三国间可持续经济发展和生态环保的合作 [10]。

二 是 日 本 积 极 推 进 亚 洲 零 排 放 共 同 体

（AZEC）。2023 年 3 月 4 日，日本与澳大利亚、

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菲

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等伙伴国正式成立亚

洲零排放共同体（AZEC），旨在以不牺牲经济

增长和能源安全为代价的前提下实现该地区的

脱碳。日本经济产业省大臣西村康稔在东京举

行的首届 AZEC 部长级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亚洲零排放共同体，是亚洲各国通过在

相互信任和共享脱碳理念的基础上进行合作，

努力实现碳中和的平台。在这个框架下，我们

打算通过政策协调在制定标准方面进行合作，

并支持脱碳技术的开发与示范，以帮助推广新

技术与降低成本。”[11]2023 年 12 月 18 日，日本首

相岸田文雄主持召开了亚洲零排放共同体

（AZEC）首脑会议，并通过了《AZEC 领导人联

合声明》，明确了 AZEC 的原则和合作方向 [12]。

岸田文雄指出，自亚洲零排放共同体提出以来，

日本一直强调实现这一共同目标的重要性，以

及通过不同途径同时实现去碳化、经济增长和

能源安全的三大突破。去碳化是亚洲面临的共

同挑战，而创新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日

本将带头开发下一代绿色转型技术，如包晶石

太阳能电池、海上风能、氢能和碳捕获与封存等

技术，并建立法律制度加快引进这些技术 [12]。

日本建立的亚洲零排放中心将成为与亚洲人民

分享日本技术和经验的平台，该中心将促进政

策协调、制定脱碳路线图、考虑制度安排，并通

过双边信贷机制（JCM）、日本国际合作银行

（JBIC）、日本出口和投资保险（NEXI）和政府

开发援助（ODA）向其他国家提供技术、财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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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支持 [12]。

三是中亚—日本对话机制在减排方面发挥

积极作用。2004 年 8 月，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

川口顺子对中亚五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公开阐

述了日本与中亚国家进行交往的三条原则，即

尊重多元、合作式竞争和以开放态度对待第三

方机构参与中亚事务 [13]。川口顺子随后在哈萨

克斯坦与中亚国家领导人发表共同宣言，宣布

新的论坛机制为“中亚+日本”，并在能源输送、

交通运输、地区安全、人才交流方面展开实质性

合作。随着气候变化问题日益成为国际政治的

焦点，近年来，日本借助非传统安全议题和绿色

环保议题，在对话机制下加强对中亚国家的绿

色援助及技术支持。

（（二二））积极参与美国的绿色计划积极参与美国的绿色计划

美国拜登政府上台后，一改特朗普政府对

气候变化的消极态度，不但重返《巴黎协定》，更

将气候变化议题提升至美国国家安全与外交政

策中心优先级，旨在争夺绿色发展权力、构建全

球零碳经济新秩序，并在碳中和议程下重塑美

国“全球领导力”。2021 年 4 月，拜登在美国主

办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提出，到 2030 年，美

国温室气体排放将比 2005 年减少 50%-52%
的新目标，并强调要在 2035 年实现无碳污染的

电力体系，并推动日本、加拿大、英国提出新的

减排目标 [14]。日本首相菅义伟随后宣布，到

2030 年日本的碳排放量将较 2013 年减少 46%，

较此前 26% 的计划显著提高 [15]。为了建立基

于规则的全球零碳经济新体系，美国在世界各

地多个领域积极组建气候伙伴关系，并构建了

“跨大西洋绿色联盟”和“印太战略绿色联盟”的

双轮驱动绿色联盟体系 [16]。

日本在应对气候行动上一直追随美国的

脚步。随着美国“印太经济框架”的正式启动，

“美日气候伙伴关系”达成。加之美日印澳“四

方安全对话”（QUAD）、第四次峰会召开，以美

日气候伙伴关系为基石的“印太绿色联盟”体系

基本形成 [17]。2022 年 5 月，美日发表联合声明

强调，“美日关系是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基

石”，并达成系列双边合作框架以在能源安全、

创新和第三方合作等领域强化联盟协同[18]。在

“美日气候伙伴关系”的成果文件中，美日双方

就气候融资 1 000 亿美元、加强联合行动、2030
年加快发展减排技术并传播和创新先进技术、

向着 2050 年净零排放的目标努力、推进美日清

洁能源和能源安全倡议（CEESI）的协调等事宜

达成一致 [19]。

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后，在当前的全球气

候治理领域大国博弈特征凸显，中国、美国和欧

盟再次成为主导全球气候治理走向的“三驾马

车”。大国间通过竞争与合作达成推动全球应

对气候变化的共识和行动 [14]。日本在福岛核电

事故之后重回火力发电的背景下，选择与美国

一致的气候减排政策，这延续了日本政治外交

的“美日同盟”。

（（三三））福岛核电事故重创日本绿色环保的国福岛核电事故重创日本绿色环保的国

际形象际形象

日本作为能源进口大国，高度重视通过能

源外交保障自身经济安全，其传统能源外交主

要集中在与油气、矿产出口国之间的互动博

弈 [20]。随着气候变化成为国际政治日益关切的

议题，日本的能源政策从依赖传统能源转移到

开发可再生能源技术，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然而，福岛核事故不仅严重打击了日本核能产

业，而且打乱了既有的能源政策。由于民众反对

核发电的呼声强烈，日本几乎进入“零核”状态，

造成日本短期内的电力短缺，加之国际社会的

脱碳趋势，给日本带来了内外双重压力 [21]。日

本在 2015 年确定了要在 2030 年时将温室气体

排放量较 2013 年削减 26% 的减排目标，并将其

方案提交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

相较于欧盟设为基准年的 1990 年减排 18%，和

美国等国设为基准年的 2005 年减排 25.4%，日

本将基准年设为“3⋅11”大地震发生后的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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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此时，日本国内核电站停止运转，其温室气

体排放量几乎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2023 年 3 月 11 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出席

“3⋅11”大地震 12 周年纪念仪式时宣称，排放已

处理的福岛核电站事故核污染水刻不容缓 [22]。

2023 年 8 月 24 日，日本政府无视国内民众的广

泛质疑与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对，强行启动了向

海洋排放福岛核污染水的方案，计划 2023 年

度将分 4 次向海洋排放 31 200 吨核污染水，但

这仅相当于福岛核电站存储的核污染水容量

的 2.3%。

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行径使核安全再次成为

全球热点话题。核安全属于交织性安全，主要

包括核保障、核安全和核安保三个层面的内涵，

而日本核安全事故及核污水排海事件主要涉及

的是核安全层面 [23]。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

的行为无疑是推行狭隘的“国家理性主义”，牺

牲的是全人类乃至全球生态系统的利益，导致

无法挽回的“公地悲剧”。在这一大背景下，日

本无论如何推行减排政策、开发减排技术，都无

法弥补其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

三、气候政策对日本能源安全及经济发展

的影响

随着气候减排在国际社会中的迫切性日益

凸显，且经过两次石油危机、福岛核电事故，日

本愈加认识到能源安全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因此，在政策上更加重视能源安全与气候减排

的关系，商业界也积极研发、推广减排技术，着

力以技术优势占领商机。

（（一一））由依赖传统能源到由依赖传统能源到““33E+SE+S””的能源安的能源安

全观全观

日本是岛国且自然资源匮乏，战后经过一

段短期的依赖煤炭安全的能源政策之后，很快

走向了依赖石油安全的能源政策。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在充分考察欧洲能源政策的基础上，

制定了适合本国的能源政策，即用石油代替煤

炭。 20 世纪 70 年代先后爆发的两次石油危

机，让日本对石油资源产生了新的认识。日本

认为，石油危机的爆发标志着全球经济进入能

源资源约束时代，石油的供给和消费在诸多环

节上都与地缘政治联系密切 [24]。日本认识到

其能源外交对于石油危机而言只是治标不治

本，只有尽快加速经济战略转型，开发节能环

保的新技术和新能源，才是保障能源安全的重

要途径。

1992 年，日本产业结构审议会、综合能源

调查会、产业技术审议会及各能源环境特别

部会共同召开会议，讨论并确定了“三位一

体”的“3E 目标”，即将能源稳定供应 (Energy 
Security)、经济发展 (Economic Growth)和环境

保护 (Environment Protection)三者有机地整合

在一起协调发展 [24]。此时，联合国气候变化大

会召开，应对气候变化逐渐成为国际政治议题，

日本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停留在以“碳减排”或者

“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阶段，如 1998 年颁布的

《地球温暖化对策推进法》及 2002 年颁布的《能

源政策基本法》，都在一定程度上聚焦于气候变

化与能源政策的特定目标。

2011 年，日本“3⋅11”大地震引发的福岛核

电事故打破了日本战后的“核安全神话”，暴露

了“3E 目标”安全观的缺陷。核电从日本电力

供应结构中的 30% 一度跌到了 0%，给日本的

能源安全带来巨大隐患。对此，日本在“3E 目

标”的基础上追加了能源安全性  (Safety)，升级

成了“3E+S”的能源安全发展观。2015 年，在

联合国气候变化会第 21 次缔约方大会上达成

的《巴黎协定》是对发达国家气候治理能力的检

验，同时也对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减排

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能源转型，

全球能源互动关系发生变化，能够生产可再生

能源发展所依赖的关键材料以及能够进行大规

模电网等能源基础设施投资的国家，在全球能

源市场中的优势更加突显。因此，加快发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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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氢能、氨能等新能源，以安全和稳定

为前提重振核能，进一步提高能效，成为日本能

源转型的新重点 [20]。

（（二二））商业界由观望犹豫到积极主动商业界由观望犹豫到积极主动

当美国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时，日本的

态度一度出现过犹豫，虽然以环境省为主的政

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广大日本民众都积极支

持日本批准《京都议定书》，但商业界态度较为

消极，并通过代表其利益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

会（简称“经团联”）和通商产业省（简称“通产

省”）发声表明态度 [25]。然而，随着气候议题成

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日本也不断适应这种

变化并大力发展节能减排技术，通过《节约能源

法》（1979 年颁布后多次修改完善）来确保企业

节能技术的发展。《节约能源法》制定了节能减

排的领先标准，并对出色完成节能减排的企业

予以公示和鼓励。在政策的支持下，日本的节

能减排技术得到了提升，如在 1995 年至 2005 年

期间，汽油车的能效提高了 22.5%[26]；1997 年至

2004 年期间，空调的能效提高了 67%。

日本企业与国外企业也正在建立节能减排

技术合作机制，AZEC 参加国与日本公司和其

他公司之间正在开展 350 多个具体合作项目。

例如，建立零排放工业园区。据估计，亚洲的去

碳化将耗资 4 000 万亿日元，而 AZEC 将在亚洲

创建一个巨大的新去碳化市场，会吸引来自世

界各地的资金 [12]。2020 年，日本经济新闻社进

行了“亚太地区气候变化领先企业”调查，统计

了总部位于亚太地区的企业在 2015-2020 年

的温室气体减排程度。在排名前 200 的企业

中，日本企业占了 86 家 [27]。许多日本企业都制

定了各自的减排目标，如知名汽车企业本田公

司宣布要在 2040 年将在售汽车全面电动化。

日本第三大汽车零配件供应商日立安斯泰莫公

司计划到 2030 年工厂实现生产线的碳中和，同

时通过提供高效的电气化零部件等实现产品产

生的二氧化碳削减 50%。日立公司也制定了

到 2025 年减排 1 亿吨二氧化碳的目标。由于工

业排放在全社会总排量中占比较大，在关键制

造行业实现低碳发展对实现碳中和目标有决定

性作用。对此，一是加快日本电动汽车和高性

能电池的开发与应用，在车辆能效和燃油指标

方面制定更严格的标准，实现汽车全生命周期

碳中和。同时，大力开发性价比更高的新型电

池技术。二是在日本半导体行业扩大可再生能

源电力应用，打造低能耗绿色数据中心。推动

下一代云软件、云平台的开发应用，减少实体半

导体芯片的使用，研发先进的低功耗半导体器

件及封装技术，并进行产业化推广。

如前文所述，在气候减排政策推广中，日本

在生产和商业方面不仅更加重视节能环保，而

且注重清洁、先进生产技术的不断创新。

四、日本气候安全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气候减排政策的演变与其资源禀赋和

国家发展息息相关，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获取国

际领先技术优势、促进日本经济发展、提高日本

国际地位、获取更多政治利益，是日本气候减排

政策变化的主要原因。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影响

的加深，气候变化已经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环

境问题，而是向兼具政治属性的安全问题转

变 [28]。解析日本气候政策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

系，对我国在确保国家安全的条件下参与全球

气候治理颇有启示。基于日本经验，我国应在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落实气候减排，形成以合作

共赢、公平合理为核心要义，具有鲜明中国特色

的全球气候治理观 [29]。

一是气候变化影响国土安全。气候变暖

会引发极端恶劣天气、自然灾害、海洋环境破

坏、生物多样性丧失、农业减产等危害。我国

应强化自然灾害风险监测、调查和评估，完善

自然灾害监测预警预报和综合风险防范体系。

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理，强化灾

害监测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加快转变农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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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方式，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努力提高适应

气候变化的能力和水平。大力研发推广防灾

减灾增产、气候资源利用等农业气象灾害防御

和适应新技术。

二是气候治理已成为国际政治问题，我国

应坚持中国特色的全球气候治理观，践行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特别是要在新兴经济体国家

中树立典范，带头履行《巴黎协定》。日本紧跟

美国气候战略，当前拜登政府构建气候安全战

略实施体系，强化盟友关系、增强科研力量、加

大对中国施压将成为其未来重点举措 [28]。中国

应紧密联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新兴经济体

国家，推进气候变化领域的技术合作、学术交

流、商业往来等，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传播

中国的全球气候治理观。

三是谨慎对待将气候变化问题安全化的主

张。气候变化的安全化可以界定为特定的行为

主体通过将气候变化问题界定为安全问题，将

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界定为国际社会或者国家

的存在性威胁，从而使其超越常规的政治进程，

使紧急措施和行动成为应对气候变化威胁的正

当手段 [30]。中国对此强调，《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是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

主渠道，也是最权威的平台。共同但有区别的

责任、各自能力原则和公平原则是全球气候变

化治理的基石，气候变化应落脚于可持续发展

问题。同时，发达国家绿色保护主义值得警惕，

有的国家对别国的绿色产业大搞贸易壁垒，掐

断发展中国家获得绿色技术的路径 [31]。

四是经济发展离不开能源安全，经济发展

和能源生产要与脱碳环保挂钩。日本的经验表

明，能源安全是经济发展的保障。在经济发展

过程中，绿色低碳技术已逐步取代传统化石能

源的作用，企业的发展必须与绿色环保新理念、

新技术紧密相连。我国要坚定不移走绿色、低

碳、可持续发展道路，致力于将绿色发展理念融

入经济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此外，还应十

分重视核电安全，坚决避免出现类似日本的核

电事故。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指导下，中国贯彻新发展理念，将应对气候变化

摆在国家治理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提高碳排

放强度的削减幅度，不断强化自主贡献目标，以

最大努力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2020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郑重宣

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

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

和。”[32]中国正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而付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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