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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9日电 正

在阿联酋迪拜举

行的联合国气候

变化大会再次反

复强调“共同但有

区 别 的 责 任 ”原

则，它是气候变化

谈判中的关键词。

迪拜气候大

会是《联合国气候

变 化 框 架 公 约》

（以下简称《公约》）

第二十八次缔约

方大会。《公约》在

1992年通过时，开

篇就提到了“共同

但有区别的责任”，

并在第三条“原则”中对其含义有清

晰的阐述：“各缔约方应当在公平的

基础上，并根据它们共同但有区别

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为人类当代

和后代的利益保护气候系统。因

此，发达国家缔约方应当率先对付

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

从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成为全球气候谈判中的重要原则，

它明确了发达国家要率先应对气候

变化。其原因包括发达国家自工业

革命以来排放温室气体较多而对气

候变化负历史责任，发达国家相比

发展中国家更有资金和技术等方面

的能力来应对气候变化等。这也是

为什么在气候谈判历史上具有法律

效力的《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

有强制减排义务，而发展中国家是

自愿减排。

在历届气候大会中，“共同但有

区别的责任”原则都得到强调。

2015年的《巴黎协定》开篇即指出：

“为实现《公约》目标，并遵循其原

则，包括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和各自能力原则……”

但是，近来西方一些发达国家

企图模糊或歪曲这一原则，其目的

包括掩饰自身减排不力、拖延支付

早已承诺的气候资金等。根据2022

年发达国家向《公约》秘书处提交的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截至2020年，一

半以上的发达国家缔约方（欧盟作

为一个整体）距离实现2020年减排

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一些国家仅仅

完成了承诺减排目标的一半，另有

些国家不仅没有实现减排还出现了

温室气体排放显著增长。而在2009

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发达国

家作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

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支持的承

诺，至今尚未兑现。

迪拜气候大会对《巴黎协定》进

行首次盘点，多方再次强调了“共同

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重要性。

中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

国际合作中心主任徐华清在大会期

间指出：“全球气候治理不可能是无

视政治共识和国际法的简单算术

题，模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

则，必将损害国际合作基础。”

新华社迪拜12月9日电 （新华社

记者王燕 陈梦阳 邰背平） 在《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

方大会上，中国和非洲在清洁能源领域

的创新合作模式探讨引来不少关注。一

批小规模、聚焦民生和社区需求的“小而

美”中非能源合作项目正生根发芽，以可

持续的方式为非洲国家创造社会、经济

和环境效益。

本次大会期间，一场以“创新引领

中非合作，释放‘光伏+’潜能”为主题的

论坛吸引中非各界 20 多位代表参加。

大家围绕如何建立中非合作平台让更

多 中 国 创 新 力 量 走 进 非 洲 、助 力“ 光

伏+”在非洲落地等建言献策，共话合作

之道。中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

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陈志华说：

“非洲国家一直是我们开展应对气候变

化南南合作的重点区域，助力非洲国家

实现新能源发展和绿色低碳转型一直

是我们的优先合作方向。”

中国生态环境部9月宣布实施“非洲

光带”项目，将通过合作建设气候友好的

“光伏+”项目、推动气候及光伏发展交流

对话、开展光伏战略规划和配套政策研究

及实施能力建设项目等方式，利用中国光

伏产业优势，帮助解决非洲地区贫困家庭

用电照明问题。

中国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

顾洪宾介绍，“光伏+”解决方案对于非

洲及其社区有较好的适应性，能够在多

元用能场景灵活布置，对于推动非洲当

地经济和社会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气候工作基金会中国区主任张晓华

说，中国在“光伏+”领域探索了诸多应用

场景和解决方案，可与非洲农业、供水等

领域的用能需求有效结合，在非洲探索多

种光伏应用形态和场景。

气候工作基金会全球能源转型非洲

区主任吉德·伊吉亚多认为，非洲拥有丰

富的太阳能资源，发展太阳能可以帮助

非洲消除能源贫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创造绿色就业机会，改善当地居民生活

条件。

8日，在迪拜气候大会中国角举办的

“一带一路”绿色低碳转型合作研讨会同

样聚焦中非能源创新合作。会上宣布“中

非能源创新合作加速器项目”正式上线。

据中国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国际业务

部主任姜昊介绍，该项目将在中国-非盟

能源伙伴关系框架下，遴选并推广助力非

洲能源转型的创新案例和创新技术解决

方案。“这个加速器项目是在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十周年的背景下诞生的，聚

焦中非新能源‘小而美’的创新能源项目，

尤其是惠及民生领域的，鼓励并支持它们

落地非洲”。

世界自然基金会特使、“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国际联盟联合主席马可·兰博

蒂尼对记者说：“一直以来，大家都在关

注大型投资建设项目，而低估了较小规

模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他认为，在

非洲及世界其他欠发达地区推行合理

能源解决方案非常重要，比如，在欠发

达农村地区投资建设微型电网。兰博

蒂尼认为，这些支持可持续发展的中小

型基础设施一方面可以对偏远、欠发达

地区产生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另一

方面也会以不同的方式保护环境，“这

是‘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一个有趣的

新方向”。

影响力工场上海创新中心是加速器

项目的联合发起方，其负责人费晓静介

绍，通过前期大量的非洲本地需求调

研，“光伏+”、小规模沼气工程、低成本

绿氢制、储、运、用解决方案、风能、地热

能、小规模水力发电等可再生能源的开

发利用、终端电气化、清洁烹饪、能效提

升技术、数字化技术配套平台等相关配

套技术、技能培训及设备运维服务等都

将是加速器项目的重点征集方向。“最

终入选的案例与技术解决方案将得到

传播推广，并和非洲当地资源对接，实

现落地”。

美国环保协会负责全球气候合作的

副总裁曼迪·拉姆哈萝丝认为，相比大规

模投资建设项目难度大、耗时长、落地难，

这些小规模项目可以有针对性地解决非

洲国家偏远地区的实际需求，在获得资金

支持和当地社区准许的情况下，更易落

地、推进和实施。

记者采访的不少迪拜气候大会与会

代表认为，“小而美”理念为中非清洁能源

合作注入了一股新鲜力量。创新灵活、实

际可行的项目不仅可以为非洲地区带来

清洁能源的红利，也可为其他地区提供借

鉴经验，在更多社区中树立可持续发展的

典范。

中非新能源合作
让更多“小而美”项目惠及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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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柏林动物园12月8日为即将回中国的大熊猫双胞胎兄弟“梦想”和“梦圆”举办

欢送活动，并为“梦想”“梦圆”纪念牌揭幕。活动当天，柏林中国文化中心配套举办了大

熊猫主题的中国文化体验活动，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看并踊跃参与。据柏林动物园介

绍，大熊猫双胞胎兄弟将于12月中旬启程返回中国。 新华社记者 任鹏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