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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候外交背后的利益俘弈

陶正付

t提 要 ] 随着世界各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的 日益重视
,

气候外交开始成为外交舞台的新

主角
。

气候变化 问题正演 变成一个涉及全球环境
、

国际政治
、

世界经济
、

国际贸易等问题

的复杂议题
。

气候外交下隐藏的是各国政治
、

经济利益的博弃
。

尤其是南北之间发展权问

题以及发达 国家之间的主导权问题的争夺更为激烈
。

气候外交正逐渐衍生为发达国家主导

世界政治经济秋序的新工具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断
“

壁垒
” 。

各主权国家必须超越意识形态

和主权意识的藩篱
,

协调与平衡主权利益与国际共同利益的关 系
,

健全与完善气候变化国

际制度
,

推进公正有效的气候变化 国际合作
,

共同应对这一挑战
。

[关键词】气候外交 国家利益 发展权 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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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人新世纪以来
,

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对

人类的威胁
,

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
,

并逐

渐成为有别于传统安全观的政治话题
。

围绕全

球气候问题的国际交锋愈演愈烈
,

气候外交开

始走上前台
,

成为国际外交的核心 内容
。

这对

世界局势和国家关系的发展以及各国发展模式

的调整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

然而
,

我们在重

视全球气候问题
,

关注烽火连天的气候外交的

同时
,

更应该关注气候外交背后隐藏的各国利

益博弈
。

一
、

发展权争夺

气候间题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
,

在气候变

化中
,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问题其实早就得到

联合国的承认
。

作为
“

气候变化宪章
”
的 1 9 9 2

年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 明确指出
,

历

史上和 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部分源 自

发达国家
,

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仍相对较低
,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排放中所占的份额将会增加
,

以满足其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

随着
“
后 《京

都议定书尸 谈判序幕的拉开
,

发展权问题受到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
、

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

重视
。

20 07 年 6 月 4 日中国政府正式发布 《应

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
,

开宗明义地指出
: “

气

候变化既是环境问题
,

也是发展问题
,

但归根

到底是发展问题
。 ”

科学研究也证明气候变化主

要是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 以来大量排放二氧化

碳等温室气体造成的
,

其影响已波及全球
。

而

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要重视减缓气候变化问题
,

另一方面还要发展经济
,

消除贫困
,

实现可持

续发展
。

为了发展
,

目前还必须进行一定的生

存排放
。

但发达国家对此并没有充分理解和全面承

认
。

众所周知
,

发展中国家解决发展与减排这

一矛盾 的关键是掌握必要的减缓技术和手段
,

而这些技术和手段主要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
,

他们应当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
,

这也是公约

中所确立的一个重要原则
:

发展 中国家履行议

定书的义务将取决于发达国家提供资金
、

技术

转让的程度
。

但目前的情况是发达国家不仅不

愿意搞技术转让
,

甚至还采取技术封锁
。

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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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是因为
,

对很多发达国家的企业而言
,

环

保技术是高利润的保证
,

绝不肯轻易赠人
,

发

达国家依然希望依靠在技术和经济领域的优势
,

占有环保产业市场的高端
,

既要发展中国家减

排
,

又可从它们的减排过程中牟利
。

而更为重

要的原因是气候变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的影响不同
。

在几乎所有情况下
,

最有可能遭

受气候变化危害的国家
,

都是世界上较为贫困

的国家
。

据 IPC C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 ) 估计
,

最不发达的非洲地区受全球暖化的

影响将会最深
,

其粮食产量会大大下降
,

到

20 20 年将有多达 2
.

5亿人面临饮用水短缺问题
,

小岛屿国家更面临直接被海水淹没的可能性
。

与此同时
,

那些遭受气候变化危害最小而且在

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条件最为优越的国家
,

则通

常都是世界上最为富裕的国家
。

2 0 0 7 年 4 月 6

日公布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报告称
,

气候变暖会

给不同的国家造成不平等的影响
。

非洲
、

太平

洋以及热带国家也是全球最贫困的国家所在的

地区
,

将要承担气候变暖带来的负面影响
,

而

发达国家所在的北方地区则会从气候变暖中受

益
。

尽管气候变化会引发海平面上升
,

一些海

岸地区和小岛面临淹没
,

但是气候变暖会让加

拿大
、

俄罗斯这样的北方国家受益
。

在未来几

十年中
,

北方国家会由于气候变暖而使冷冬减

少
、

农业增收
。

因此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来说
,

发达国家

显然拥有更大的灵活空间
。 “

最初的说法是
,

我

们同舟共济
,

这种说法很容易向世人兜售
” ,

耶

鲁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
·

门德尔松说
, “

但科学

研究并不支持这种说法
,

我们并不是同舟共

济
。 ” ① 部分原因在地理方面

:

大多数发达国家

都地处中纬度地区
,

气候温暖
,

既不太热
,

也

不太冷
。

很多发达国家自然条件优越
,

土地肥

沃
,

拥有适宜作物生长的季节或者法国和新西

兰那种温和的天气
。

不过
,

发达国家拥有的一

个更重要的利器却是它们的财富
,

这些财富至

少相当一部分都是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通过燃

烧煤炭
、

石油和其他化石燃料实现工业化而逐

步积累起来的
。

在美国
,

农业生产仅 占经济总

量的 4 % ; 在马拉维
,

90 %的人生活在农村
,

大

约 40 %的经济总量来源于靠天吃饭的农业
。

显

而易见
,

面对一场气候灾难
,

美国的承受能力

远远超过了马拉维这样国家
。

因此
,

在南北之

争上
,

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迟迟不愿做出实质

性的让步
,

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
。

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南北之争的最终解决
,

需要南北双方的共同努力
,

特别是发达国家要

拿出足够的决心和诚意
,

毕竟他们掌握着主

动权
。

二
、

主导权之争 (西西之争 )

一直以来
,

工业化国家特别是美欧之间对

气候变化的政策理念和框架就存在重大差异
。

首先
,

在政策理念上
,

欧盟主张主要通过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达到遏制全球气候变暖趋势 ; 美

国则认为减排应以不阻碍经济发展为前提
,

解

决气候变暖问题要依靠清洁的
、

可再生的替代

能源的开发和推广
。

其次
,

在解决全球气候变

暖的框架方面
,

欧盟坚持在联合国框架内制定
“

可衡量
、

有约束力
、

可执行目标
”
的应对气候

变化全球系统
,

积极推动敲定 2 0 12 年
“

后 《京

都议定书 ))" 谈判的
“

路线图
” ,

并在 2 0 0 9 年前

达成协议
。

而美国作为 《京都议定书 》 的
“

叛

逆者
” ,

布什在 2 0 07 年 5 月 31 日应对气候变化

长期战略中建议
,

于 2 0 0 8 年年底前与全球 15 个

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设立温室气体减排长期目

标
。

这无异于要在欧盟倡导的联合国框架外另

搞一套
,

与欧盟主导的
“

后 《京都议定书 ))’’ 谈

判唱对台戏
。

欧洲之所以在气候问题上较美国更为积极
,

是因为环境政策 目前已成了欧盟彰显
“

统一外

交
”
的重要手段

,

欧盟希望以
“

气候牌
”

作为

自身的
“
特色外交

” ,

在未来的世界政治外交事

务中居于领导地位
。

华盛顿经济战略学院院长克莱德
·

雷普斯

托维茨分析说
: “

在英国
、

德国和法国以及一些

欧洲小国
,

环保就意味着
`

选票
’ 。

执政的社会

党政府发现自己越来越依赖于绿党的政治支持
。

① 《广州日报》 2 0 0 7年 4 月 8 日
。

1 2 6



陶正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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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外交背后的利益博弈

绿党之所以能吸引人
,

部分原因是因为它找到

了人人都关心的问题
,

并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满

足了日益明显的欧洲独立感
。 ”

随着欧共体演化

为欧盟
,

并着眼于
“

强化
”

其经济和政治一体

化
,

环境政策也成了彰显欧洲性的重要手段
。

所有的欧洲人都以自己处于领导地位而骄傲
。

“

在某种意义上
,

环境保护主义
,

尤其是应对气

候变化方面的环境政策
,

成为欧洲民族主义的

一种表达方式
,

也可以说是欧洲的独立宣言
。 ”

此外
,

曾担任过俄罗斯政府总理顾问的米哈伊

尔
·

杰里亚金也指出
: “
欧盟的积极性具有政治

意味
。

在残酷的全球竞争环境中
,

欧洲经济的

高度生态性负担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制约欧洲的

发展
,

所以他们希望迫使其主要竞争对手
,

首

先是美国
,

也要提高类似的生态成本支出
。

对

欧洲最有力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它内部现行的生

态标准扩散到全球其他地区
,

首先也是它的战

略竟争对手美国
,

让他们失去部分
`

生态竞争

优势
, 。 ” ①

作为世界政治经济霸主的美国当然不甘心

看到自己被 日益边缘化
。

《京都议定书 》 刚一生

效
,

利用京都模式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

让没有做出明确承诺的弱点
,

美国与中国
、

印

度
、

日本
、

澳大利亚和韩国 2 0 05 年 7 月组成了

一个亚太清洁发展机制
,

并发表了 《亚太清洁

发展和气候新伙伴计划意向宣言 》
。

此外
,

美国

还分别发起了
“

氢能经济国际伙伴计划
” 、 “

碳

收集领导人论坛
” 、 “

甲烷市场化伙伴计划
” 、

“

第四代国际论坛
” 、 “

再生能源与能源效益伙伴

计划
”
等游离于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之外的合

作机制
。

2 008 年年初
,

迫于 国内外压力
,

布什

首次提出要用更强的力度发展太 阳能
、

核能
、

清洁煤等技术
,

通过技术创新和转让来应对气

候变化
,

希望在 《京都议定书 》 之外
,

形成由

美国主导的新模式
。

这种新模式要求把发展中

国家纳人减排体系
,

从发达国家减排变成全球

减排
。

实际上
,

这否定 了
“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

任
”
原则

。

日本也不甘示弱
,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提

出一个
“

美丽星球
”
计划

,

争夺应对气候变化

的话语权
,

希望主导气候谈判
。

并提出到 2 0 5。

年全球削减 50 %的
`

旧本版指标
” ,

积极促使美

国
、

中国和印度自觉戴上
“

减排紧箍咒
” 。

福田

接任安倍上台后
,

不仅在达沃斯会议上提出了
“

清凉地球构想
” ,

更进一步提出了
“

亚洲经济

环境共同体
”

概念
。

日本瞄准亚洲
,

通过对各

国提供环保法制支援
,

如派专家
、

接受环保法

律制定者为研修生
,

对外输出 日本版环保法制

标准
,

构筑亚洲环保法制体系
,

为 日本输出环

保技术
、

确立 日本标准创造条件
。

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围绕全球应对气候变暖

政策主导权的争夺
,

不只关心地球有没有变热
,

更是在为自身经济寻找增长点
。

双方交替上演
“

气候秀
”
的实质

,

是希望打破 《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 的
“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
原则

,

及相关国际组织安排确定的国际社会应对气候

变化的框架和基本原则
,

推卸发达国家在气候

变化问题上的义务和责任
,

让发展中国家替他

们买单
。

三
、

经济利益之争

欧美之争表面是减排标准上的分歧
,

其背

后隐藏的却是经济和商业利益的争夺
。

欧洲之

所以在气候外交上咄咄逼人
,

主动出击
,

其底

气和资本是经济优势
。

近年来欧盟人 口增长缓

慢
,

一些国家甚至出现负增长
,

经济发展趋于

稳定
,

外延型发展的余地不大
。

根据欧洲气候

变化计划 ( E C C )P 的结论
,

欧盟实现承诺的总

成本为 37 亿欧元
,

相当于届时 ( 20 10 年 ) G DP
的 0

.

06 %
,

对经济的负面影响非常小
。

另外
,

欧盟的企业在开发低碳能源和提高能效方面具

有优势
,

若世界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
,

全球价

值数百万亿美元的工业设备及基础设施都要进

行更新
,

可以为欧盟企业提供巨大的商业机会
。

因此
,

欧盟一直是气候变化领域承担减排责任

的标兵
。

② 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态度强硬
,

绝不是因为美国科学家不相信全球变暖的危害
,

而是不愿在经济上输给欧盟
。

美国人口和经济

仍处于增长期
,

经济对外扩张的趋势比较明显
,

① 吴金勇
、

刘婷
:

《气候政治 》
,

《商务周刊》 20 07 年第 5期
.

② 《中国经营报 》 2 0 0 7年 1 2月 9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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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排放呈明显增长趋势
。

根据美国能源

部和环保署的预测
,

京都目标要求美国在 19 9 0

年基础上减排 7%
,

但由于美国在 1 9 9 0 年代经

济增长较快
,

且近年来实际温室气体排放一直

呈上升趋势
,

所以实际的减排幅度可能高达

37 %
。

因此
,

要实现 《京都议定书 》 规定的减

排目标
,

美国比欧洲要付出更高的经济成本
。

沃顿经济气候预测联合会的一份调查就显示
,

如果美国按照 《京都议定书》 行动
,

那么每年

要花掉 3 000 亿美元
。

①

全球气候变暖对世界各国既是巨大的挑战
,

也蕴藏着难得的发展机遇
,

谁能抓住机遇
,

战

胜挑战
,

谁就能在未来的气候谈判中占据主动
,

燕得先机
,

并能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
。

仅以中

国为例
,

按照建设
“

资源节约型
、

环境友好型

社会
”
的目标要求

,

仅节能减排方面
,

中国的

环保市场规模就相当可观
。

据美国能源基金会

数据显示
,

2 0 0 5年到 2 0 2 0 年
,

中国能源总投资

将达到 18 万亿元人民币
,

其中可再生能源和节

能
、

环保的投资将达到 7 万亿
,

平均每年节能

环保的投资规模为 3 0 0 0 亿 ~ 40 0 0 亿元
。

② 另据

中国商务部预计在未来十年里
,

中国环保机械

市场的需求总量有三种情况
:

( l) 如果 20 01

年~ 201 0 年国家环保投资占同期国民生产总值

的 1
.

3%
,

市场对环保机械的需求量约为 4 1 0 0

亿元人民币
。

( 2 ) 如果 2 0 0一年一 20 0 5 年环保投

资占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 1
.

5 %
,

市场对环保机

械的需求量约为 19 80 亿元人民币
。

(3 ) 如果

20 0 6年~ 201 。年国家环保投资占同期国民生产

总值的 1
.

7%
,

市场对环保机械的需求量约为

3 2 0 0 亿元人民币
。

③

面对如此巨大的商机
,

全球范围的气候经

济争夺战已经打响
。

目前最引人注 目的是气候

交易市场的建立
。

2 0 0 7 年 7 月
,

欧洲碳交易市

场总额已达到 10 亿吨
,

交易额达到 2 54 亿美元
。

仅西门子公司在环境和气候保护技术领域就拥

有大约 3 万项专利
,

每年在生态友好型技术方

面的投人超过 20 亿欧元
,

其目标是到 2 0 1 1年使

其所有工厂和业务机构的能效提高 20 %
。

还有

一些企业和机构成立基金或开发项 目
,

鼓励企

业采取限排措施
。

比如英国气候变化资本集团

( C lima t e Ch a n g e
aC p i t a l

,

简称 CC C )
,

是一家

特殊的商业投资银行
,

是世界第一家致力于运

用金融手段发展节能环保等投融资项 目的专业

投资机构
,

目前公司管理的基金额度达到 15 亿

美元
,

是目前为止此领域全球最大的商业投资

基金
。

尽管美 国总统布什拒绝在 《京都议定书 》

上签字
,

但对气候市场交易机制的探索并未停

止
。

2 0 0 3 年成立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 ( CC X )
,

是全球第一个也是北美唯一 自愿性参与温室气

体减排量交易并对减排量承担法律约束力的先

驱组织和市场交易平台
。

此外
,

它也是全球唯

一同时开展二氧化碳
、

甲烷
、

氧化亚氮
、

氢氛

碳化物
、

全氟化物
、

六氟化硫 6 种温室气体减

排交易的市场
。

2 0 0 4 年
,

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在

欧洲建立了分支结构— 欧洲气候交易所
。

北

京神雾热能技术有限公司成为美国芝加哥气候

交易所的最新成员
,

也是来 自中国的第一位

会员
。

④

而当环保与经济发展发生冲突时
,

即使最

为激进的所谓环保主义者
,

也暴露出了其实用

主义的立场
,

气候战最终恢复其本来面目
,

演

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经济战
。

德国著名的环保组

织德国环境和 自然保护联合会主席胡贝特
·

魏

格尔 2 0 0 7 年 12 月在柏林发表的一次讲话中
,

批

评德国默克尔政府的气候政策是
“

双重游戏
” 。

他说
,

一方面
,

默克尔敦促欧盟成为环保
“

先

锋
” ,

但另一方面又恰恰是德国因为汽车工业利

益而封杀欧盟准备在交通领域所推出的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措施
。

魏格尔说
,

这样的做法
“

损

害了德国的信誉
” 。

而 2 0 0 7 年 12 月 17 日出版的

德国 《经济周刊》 中题为 《为了汽车的气候战

争》 的封面文章指出
, “
当法国和部分欧盟国家

向德国的顶级汽车生产厂商宣战时
,

默克尔做

③

④

寇维维
、

纪双城
:

《地球变暖谁是真凶 ?)
,

《环球时报】

2 0 0 7 年 6月 l 日
。

集璐
:

《气候变化资本噢出中国新能源商机》
,

《中国产经新

闻 ) 2 0 0 7年 9月 2 8 日
。

《中华建筑报 》 20 0 1年 5 月 2 7 日
。

冯志卿
:

《气候市场交易
,

离你并不遥远— 买卖气候 》
,

《中国投资》 20 0 7 年第 8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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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正付
:

气候外交背后的利益博弈

出了反应
。

在气候保护的外衣下
,

(欧盟内部 )

集团利益激烈碰撞
” 。

①

四
、

领土资源之争

200 7 年 7 月 9 日
,

加拿大宣布要以派遣巡

逻艇和修建深水港等举措
,

来维护该国北冰洋
“

西北通道
, ,

的
“
主权

, , 。

8 月 2 日
,

俄罗斯两艘

深海潜水器潜人 4 0 0 0 米下的北冰洋洋底
,

在那

里插上了该国国旗
。

6 日美国也派出它的重型破

冰船前往北冰洋举行科学考察活动
。

丹麦
、

挪

威等靠近北冰洋的其他国家
,

在此前也早就宣

称本国领土与北冰洋海底相连
,

因此对北冰洋

地带拥有主权
。

随着北冰洋周边国家对北冰洋

争夺战的愈演愈烈
,

气候外交掩盖下的领土资

源之争开始浮出水面
。

一份多国合作得出的北极气候调查报告显

示
,

全球变暖使北冰洋的积冰正在以每 10 年

9%的速度消融
,

在不久的将来
,

北冰洋地区一

年里将有五个月适合航海
。

这样
,

北冰洋很快

就将可能成为一个新的世界航运中心
,

其地缘

枢纽地位将凸显
。

而在冰层融化之后
,

深藏在

北冰洋水底的油气资源
,

也将开始具备开发条

件
,

可以拿它来弥补许多国家的能源不足
,

也

可拿它来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
,

增加一些 国家

在国际经济
、

政治中的筹码
。

如果未来北冰洋

占世界储量 1/ 4 的油气资源也被开发利用
,

加

上北冰洋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航道
,

气候变暖

就将使世界能源开发地图发生变化
,

也使世界

战略交通地图发生变化
。

②

原来
,

是气候变暖为人类送来了一块
“

肥

肉
” 。

可是
,

这块
“

肥肉
”
如何去吃又由谁去吃

呢? 世界能源地图和交通商路的任何大的变化
,

从以往人类史来看
,

都意味着并非仅仅在经济
,

也在政治和军事等方面连带变革世界地缘政治

格局
。

如果说目前参与到北冰洋主权纠纷的其

他各方
,

所怀所想主要是资源和航道所带来的

经济利益的话
,

那么
,

世界主要两个大国美国

和俄罗斯除此之外
,

不言而喻还想到了控制北

冰洋所具有的地缘政治好处
。

美国和苏联在那

么长的冷战时期
,

所争所抢的
,

很多时候不就

是世界能源所在地和世界交通枢纽吗?

北冰洋权益纷争的魔盒已经打开
,

现在所

看到的还只是序幕
。

无疑
,

好戏还在后头
。

英

国外交大臣玛格丽特
·

贝克特 2 0 0 7年 5 月 10 日

警告说
,

除非采取更多措施抑制温室气体排放
,

否则气候变化可能让全世界步人一个争夺水以

及其他稀缺资源的新时代
。

英国 《卫报 》 援引

贝克特的话说
,

气候变化造成的争端已经在非

洲出现
。

她说
,

苏丹达尔富尔危机的根源正是

一场
“

牧民和农民之间争夺因不断改变的气候

而日益稀缺的资源的战争
” 。

贝克特是在英国皇

家联合服务研究所 ( t h e
R o y a l u n i t e d se

r v i e e s

nI st it ut e) 讲话时发表上述言论的
。

她引证说
,

加纳也在酝酿类似的争端
。

有报道表明
,

由于

气候变化导致撒哈拉沙漠不断扩张
,

富拉尼牧

民已经武装起来
,

卷人了与当地农民争夺水资

源和耕地的冲突中
。

贝克特说
,

中东地区拥有

全球 5%的人口却只有 1%的水资源
,

其受到的

影响可能尤为严重
,

特别是在雨水稀少的沙特

阿拉伯
、

伊朗和伊拉克等国家
。

她说
,

尼 罗河

进人埃及的流量可能减少 80 %
,

同时尼罗河三

角洲水位上升也会给埃及带来威胁
,

作为农业

中心地带
,

这里发生洪灾将导致 200 万人 口转

移
,

影响国内稳定
。 “

基于资源引发的冲突并不

新鲜
。

但是在气候变化形势下
,

我们有了新的

可能带来惨重损失的驱动力
。 ”
贝克特的讲话回

应了欧盟于今年 1 月发布的类似警告
。

欧盟表

示
,

全球变暖可能引发地区冲突
、

贫困
、

饥荒
、

大规模迁徙
,

以及疟疾
、

登革热等传染性疾病

的传播
。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
: “

目前全球

尤其是亚洲正遭受严重的水资源危机的困扰
,

各国对水资源的争夺有可能引发战争
” 。

③

一些学者
,

比如香港大学学者章大卫也从

理论上对此进行了深刻研究
。

章大卫及其同事

2 0 0 7 年 7 月在 《人类生态学 》 杂志上发表一篇

吕鸿
:

《
“

气候外交
”

背后的利益碰撞 》
,

《人民 日报》 20 08

年 l 月 3 日
。

程亚文
:

《北极纷争都是气候惹的祸 》
, 《南方都市报 》 2 0 07

年 8 月 6 日
。

《联合国秘书长警告水资源短缺有可能引发战争 》
,

来源
:

www
.

c坛n a
d

a ily
.

~
c n / hgqj / 2 0 0 7一 12 / 0 5 co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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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 9年第 l 期

文章
。

他们在研究了中国过去 10 00 多年的历史

后发现
,

寒冷的气候会引发食物短缺
,

食物短

缺会进一步导致战争
。

据此
,

他们指出世界未

来的战争和冲突
,

非常可能起因于气候变化及

因气候变化而发生的生态资源短缺
, “

那些资源

丰富和资源短缺的地区可能会成为冲突的热点

地区
。 ” ①

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威胁
,

它跨越

了主权国家的地理边界
,

跨越了不同政体的国

度
,

需要主权国家超越意识形态和主权意识的

藩篱
,

协调与平衡主权利益与国际共同利益的

关系
,

健全与完善气候变化国际制度
,

推进公

正有效的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

共同应对这一挑

战
。

否则
,

气候外交就会衍生为发达国家主导

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新工具和发展中国家面临

的新
“

壁垒
” 。

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也就成了一句

空话
。

本文作者
: 曲率师范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

副教授
、

法学博士

责任编样
:
周勤勤

① 杨学样
:

《冻灾肆虐在于毫无防范
:

防灾惫识薄弱是最大的

灾难》
.

h t tp
:

/ /

.www
k e x u .e

.com
c
nZ o o s一 6一 10

.

C o n c ae lde I n t e ser t C o n t se t be h idn C l iam
t e D I P 10 m a c y

aT
o

hZ en g介

A加 t
acr

t :

A
s
m o r e a n d om

r e a t t e n t i o n h
a s

b
e e n P al d t o e

l ianr
t i e e h a

gn
e s b y t h

e w h o le w o r ld
,

e lim a t e d ip lo anr
e y 15 e v o l

v i n g i n t o a e o m P li e a t e
d p r o b le m r e la t i n g t o g lo b a

l
e n v i r o

nnr
e n t

,

p o li t i e s , e e o n o m y a n d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t r a
d

e
.

W h a t e o n e e a le d b
e h i n d c l ima t e d ip lo ma

e y a r e t h
e

e o n t e s t s f o
r p o li t i

e a l a n d
e e o n o

m i e i n t e r e s t , a
m o吃 w h i

e
h t h

e e o n t e s t fo r
d

e v e
l o p in g r ig h t s

b e tw e e n 阮
u t h

a n d N o r t h
, a

dn t h
e
d o而 n a t in g r ig h t s

am
o n g d

e v e lo p e
d

e o u n t r i e s 15 e s p e e i a l
-

ly in t e n s e
.

C lianr
t e d ip l o am

e y 15 g r a
d

u a
l ly b e e o m i n g a n e w t o o l w h i e h d

e v e lo p e d co u n t r i e s u s e

t o k e e p i n t e r n a t io n a l p o li t i e a l a n d e e o n o而
e o r

d
e r a s w e

ll
a s a n e w

“
b

a r r i e r , ,

w h i
e h d

e v e
l o

-

P i n g e o u n t r i e s a r e f a e e
d w i t h

.

E
v e r y s o v e r e ig n n a t io n n e e

d
s t o o v e r e o m

e ideo lo g i e a l d i f fe r -

e n e e s a n
d

e o n s e i o u s n e s s o f s o v e r e ig n t y t o e o o r d i n a t e a n d b
a
l
a n e e n a t io n a

l i n t e r e s t a

dn
e o m

-

m o n i n t e r e s t o
f t h

e w h o l
e w o r

ld
, t o im P r o v e i n t e r n a t io n a

l i n s t i t u t i o n s o n e
l im

a t i e e h a n g e s ,

a n d t o p r o m
o t e e

f f e
e t i v e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e o o p e r a t io n , 5 0 a s t o e o p e w i t h t h

e e
h

a
l l

e n g e t o g e t h e r
.

K叮 w o n is : e l im
a t e d iP l o m

a e y ; n a t i o n a l i n t e r e s t ; d e v e
l
o p i n g r ig h t s ; d o而 n a t in g r ig h t s

观点选萃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民办高校法人治理
黄志兵等

宁波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研究生黄志兵等人在 《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民办高校法人治理 》 一文中指出
:

与

企业相比
,

民办高校更是一种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
。

教师
、

学生
、

出资者
、

政府等是民办高校的权威利益相关者
。

民办高校法人治理
,

是民办高校利益相关者相互作用的过程
,

其主要功能是分配所有权和控制权
,

确定学校 目标
、

评估学校目标的完成和监督等
.

从利益相关者视角来看
,

民办高校法人治理实质上是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问题
.

利

益相关者要求下的萤事会治理是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有效实现方式
。

利益相关者要求下的董事会治理原则包括教

育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统一原则
、

平衡协调原则
、

多样化原则
.

(马光 摘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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