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法德領導人共識
全球氣候治理

•要堅持多邊主義，全面落實
《巴黎協定》，共同構建公平
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氣候治
理體系，推動領導人氣候峰會
取得積極、平衡、務實成果

•加強氣候政策對話和綠色發展
領域合作，將應對氣候變化打
造成中歐合作的重要支柱

•支持發展中國家能源供給向高
效、清潔、多元化方向發展

保護自然環境
•統籌辦好昆明《生物多樣性公
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格
拉斯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
公約》第二十六次締約方大
會、馬賽第七屆世界自然保護
大會等重要多邊議程，打造全
球環境治理新格局

推動抗疫合作
•支持 「新冠肺炎疫苗實施計
劃」 ，促進人員健康安全有序
往來

促進經貿復常
•維護產業鏈順暢穩定，推動國
際經貿合作早日恢復正常

資料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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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中國將用最短時間實現碳中和
中法德視頻峰會 共商公平合理全球氣候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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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新華社報道：習近平強調，我一
直主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願就應對
氣候變化同法德加強合作。我宣布中國
將力爭於2030年前實現二氧化碳排放達
到峰值、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意味
着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
將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強度降幅，用全
球歷史上最短的時間實現從碳達峰到碳
中和。這無疑將是一場硬仗。

發展綠色低碳循環經濟
習近平表示，中方言必行，行必

果，我們將碳達峰、碳中和納入生態文
明建設整體布局，全面推行綠色低碳循
環經濟發展。中國已決定接受《〈蒙特
利爾議定書〉基加利修正案》，加強氫
氟碳化物等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管控。
應對氣候變化是全人類的共同事業，不
應該成為地緣政治的籌碼、攻擊他國的
靶子、貿易壁壘的藉口。中方將堅持公
平、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各自能力原
則，推動落實《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
約》及其《巴黎協定》，積極開展氣候
變化南南合作。希望發達經濟體在減排
行動力度上作出表率，並帶頭兌現氣候
資金出資承諾，為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
變化提供充足的技術、能力建設等方面

支持。
習近平指出，當前，新冠肺炎疫情

仍在全球蔓延，世界經濟復甦任務十分
艱巨。中歐關係面臨新的發展機遇，也
面臨各種挑戰。要從戰略高度牢牢把握
中歐關係發展大方向和主基調。中方將
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為包括法、德企
業在內的外商投資企業營造公平、公
正、非歧視的營商環境，希望歐方也能
以這樣的積極態度對待中國企業，同中
方一道做大做強中歐綠色、數字夥伴關
係，加強抗疫等領域合作。

反對人為製造免疫鴻溝
習近平表示，中方反對 「疫苗民族

主義」 ，反對人為製造免疫鴻溝，願同
包括法、德在內的國際社會一道，支持
和幫助發展中國家及時獲得疫苗。中方
願同國際奧委會合作，向準備參加奧運
會的運動員提供疫苗。

三國領導人一致認為，要堅持多邊
主義，全面落實《巴黎協定》，共同構
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氣候治理
體系，推動領導人氣候峰會取得積極、
平衡、務實成果；加強氣候政策對話和
綠色發展領域合作，將應對氣候變化打
造成中歐合作的重要支柱。

【大公報訊】16日下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同法國
總統馬克龍、德國總理默克爾舉行中法德領導人視頻峰會。習近平
強調，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將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
強度降幅，用全球歷史上最短的時間實現從碳達峰到碳中和。三國
領導人一致認為，要共同構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氣候治理
體系，推動領導人氣候峰會取得積極、平衡、務實成果。

▲4月16日下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同法國總統馬克龍、德國總理默克爾舉行中法德領導人視頻峰會。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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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6日下午，中
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北京與法國總統馬克

龍、德國總理默克爾舉行氣候視頻峰
會。在此同時，美國氣候特使克里正在
中國進行訪問；而美國總統拜登早前邀
請中國全球40位領導人參加白宮氣候峰
會，但中方至今未確認會否出席白宮氣
候峰會。近期中美歐三方圍繞氣候問題
互動頻繁，傳遞出什麼訊息？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
袁征指出： 「中國此舉釋放的資訊是很
清晰的：氣候問題是全世界面臨的挑
戰，對於美方一直強調自己要扮演領導
角色，中國認為，氣候問題不是美國一
家可以主導、解決的，需要全球各國一

起商量、共同應對。中國和美國可以合
作，但也不是必須只和美國合作，與
德、法的合作也可以同時進行。」

「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中美雙方有
着共同利益，矛盾也沒那麼尖銳。」 袁
征認為，相信中美經過一段時間的談
判，有望在氣候問題上獲得成果，但在
商討合作期間，並非單純一方要求另一
方怎麼做，各國都應兌現自己的承諾。

袁征強調： 「中美在這一領域的合
作，或多或少對兩國關係大局有所幫
助。希望中美可以通過這一領域達成的
共識，積少成多、以點帶面，逐步穩定
住中美關係大局。美國需要調整思維，
不要總搞 『零和博弈』 ，管控分歧、推
進合作才是正確之道。」 中通社

習近平講話要點
強調碳中和決心

•中方言必行，行必
果，我們將碳達峰、
碳中和納入生態文明
建設整體布局，全面
推行綠色低碳循環經
濟發展。

反對氣候政治化

•應對氣候變化是全人
類的共同事業，不應
該成為地緣政治的籌
碼、攻擊他國的靶
子、貿易壁壘的藉
口。

堅持有區別原則

•中方將堅持公平、共同
但有區別的責任、各自
能力原則，推動落實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
公約》及其《巴黎協
定》，積極開展氣候變
化南南合作。

擴大高水平開放

•中方將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為包
括法、德企業在內的外商投資企業
營造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營商環
境，希望歐方也能以這樣的積極態
度對待中國企業，同中方一道做大
做強中歐綠色、數字夥伴關係，加
強抗疫等領域合作。資料來源：新華社

專家解讀

氣候問題挑戰 全球共同應對


【大公報訊】記者張帥北京報道：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日前表示，人民
銀行計劃推出碳減排支持工具，為碳減
排提供一部分低成本資金。同時，通過
商業信用評級、存款保險費率、公開市
場操作抵押品框架等渠道加大對綠色金
融的支持力度。預計今年6月底，中國全
國性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將啟動運營。

「在此過程中，綠色金融可發揮
『加速器』 的作用。」 易綱15日在中國
人民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合召開
的 「綠色金融和氣候政策」 高級別研討
會上表示，央行可為實現碳中和發揮積
極作用，這包括構建強有力的政策體

系，發展豐富多元的市場體系，以及加
強國際協調。

中國政府明確提出2030年前碳達
峰、2060年前碳中和目標，從相對減排
到絕對減排，進而零排放。國家統計局
新聞發言人、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司長
劉愛華16日表示，到2030年實現碳達
峰，展示了中國綠色發展的信心。碳達
峰必然會推進能源生產、能源消費向清
潔低碳的方向轉變，中國現在還在路
上， 「從今年一季度看，單位GDP能耗
下降3.1%，說明中國在這方面已經採取
行動，對經濟綠色發展是非常有好處
的。」

中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 最快6月底運營

▲4月9日，全球最大集裝箱海運聯
盟—海洋聯盟在天津港開通歐洲新
航線。 新華社

默克爾冀《中歐投資協定》盡快生效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4月

16日下午，中法德領導人舉行視頻峰
會。德國總理默克爾表示，希望歐中
雙方共同努力，推動《歐中投資協
定》盡快批准生效。

默克爾表示，德法中三國加強合
作應對氣候變化非常重要。中國宣布
國家自主貢獻目標既具雄心，也富挑
戰，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非常重要，
歐方願同中方加強政策溝通與對接。
中國率先恢復經濟增長對世界是好消
息。

默克爾說，德方重視中國實施
「十四五」 規劃給德中、歐中合作帶

來的重要機遇，願同中方深化互惠互
利的經貿合作，就數字經濟、網絡安
全等問題加強溝通，對各國企業一視
同仁，避免貿易壁壘。希望雙方共同
努力，推動《歐中投資協定》盡快批
准生效。

法：願同中方合作分配疫苗
法國總統馬克龍表示，法方歡迎

中方宣布力爭於2060年前實現碳中
和，這一重大承諾體現了中方主動承
擔重要責任。法方願同中方一道，推
進法中、歐中經濟關係進一步發展，

攜手幫助非洲實現綠色發展，並就幫
助發展中國家減緩債作出共同努力。
疫苗不應成為大國競爭的工具，法方
願同中方就疫苗公平分配加強合作，
就伊朗核等地區問題加強協調。

此前有報道指，由於中方制裁歐
盟的人員和實體，所以歐洲議會決定
取消《中歐投資協定》的審議會議。
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上月底回
應稱，目前中歐雙方談判部門正在開
展必要的法律審核工作。中歐投資協
定符合雙方利益，有利於中國、有利
於歐盟、有利於世界。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4月
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
副總理韓正在北京通過視頻方式會見
來華訪問的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克
里。

韓正表示，氣候變化事關
全人類福祉。中國實施積極應
對氣候變化國家戰略，是全球
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參與者、
貢獻者、引領者。去年習近平
主席宣布中國力爭於2030年前
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以及提高國
家自主貢獻力度的新舉措。中
國應對氣候變化，態度是堅決

的、行動是有力的。我們將腳踏實地
實現這些目標。中美作為世界上最大
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在
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有很多共同利益。
中方重視與美國開展應對氣候變化對

話合作，歡迎美國重返《巴黎協
定》，期待美方維護《巴黎協定》，承
擔起應盡責任，作出應有貢獻。應對
氣候變化，應遵循共同但有區別的責
任原則。中方願與美方發揮各自優勢，

保持對話合作，與各方一道共
同推進落實《巴黎協定》。

克里表示，應對氣候變化
這一全球性挑戰，美中合作至
關重要。中方為應對氣候變化
作出了巨大努力。美方願與中
方加強溝通，深化合作，加緊
落實《巴黎協定》目標，共同
為應對氣候變化危機作出更大
貢獻。

中方願與美對話合作 應對氣候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