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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前副总理：发达国家的气候环境“历史

欠账”还清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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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气候环境问题是本届G20峰会最重要的议题。应对气候变化，不仅需要科学研究、制定

方案，更需要切实采取行动。美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逃避减排责任，企图混淆视听

，转移矛盾，限制中国等后发国家的发展。要在气候问题上做到公平公正，就应首先

敦促发达国家承担更大责任，还清“历史欠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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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底在罗马举行的2021年G20峰会向世界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当今时代，世界各国

需要密切合作，通过确立和实施共享、协调、公平的反应机制来共同应对挑战。而这

需要远见、对话和互信，以及一份深刻的全球共同责任感。我们需要展望新冠肺炎疫

情危机后的未来，向着实现经济复苏、解决人民需求的目标前进。这意味着我们需要

减少社会不平等，关注女性赋权和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保护最弱势群体。这还意味

着我们需要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提升社会保障，促进粮食安全。 

由7个发达国家所组成的七国集团 (G7) 仅仅关注发达国家自身利益，而金砖国家 

(BRICS) 

之间则缺少共同点。相比之下，G20机制无疑更能反映出当下全人类的总体利益和世界

经济的变化趋势。 

其实“G20”这个叫法不太准确，或许更应该叫做“G43”，因为该机制由19个国家和欧盟

组成，而欧盟包括27个国家，除了本身已经是G20成员的法、德、意三国之外还有24个

国家。如今，G20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于国际组织之外的全球政策协调机制，而这种政

策协调正是当下这个不稳定的世界所急需的。一直以来，人们对G20峰会总是寄予厚望

，但是它的成果却总是不尽如人意。不过，纵使是有限的成果也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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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G20峰会聚焦的议题可概括为“3P”，即People（人民）、Planet（地球）、Prospe

rity（繁荣）。峰会决定对企业设立15%的最低税率，这一决定看似微不足道，实际上

影响很大，因为它旨在遏制有损于发展的税收逐底竞争。不过，本届峰会更重要的一



项决定是为欠发达国家和极端贫困国家免费提供疫苗。其实早在其他G20成员就此达成

一致之前，中国就已经在这样做了，而且比其他国家做得都要好。我们不妨回想一下

，一年多前，当疫苗还没有正式问世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便率先向世界呼吁

：新冠疫苗必须成为公共产品。但可惜的是，由于缺乏良好的全球性协调机制，提供

疫苗的援助行动开展得太晚，并且进展缓慢。 

步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由人类经济活动所导致的气候变化，依然是全人类所面临

的最大生存威胁。气候变化是本次G20最重要的议题，意大利总理德拉吉以务实的态度

领导了关于该议题的讨论。今年的G20峰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6) 

刚好是前后脚举行，一些国家领导人刚出G20会场，就直接飞赴英国格拉斯哥，参加气

候变化大会。这样看来，气候议题的重要性更加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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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制定正确的行动目标以应对当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形势，人们不但需要了解科技

在加快可持续能源转型上能做什么，还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承诺来保障行动落实，以及

明确谁应该为当前的气候形势负责、负多大责任。各国和各国家集团在今后几年内的

行动成本分摊，必须以这一正确评估为基础。谁应该在遏制全球变暖的行动中承担最

大责任？应该是历史排放量最大的国家，而不是当前最大的排放国。 

有人经常把这个问题高度政治化，拿带有欺骗性的答案来混淆视听。他们的逻辑是这

样的：排放温室气体——

尤其是二氧化碳最多的国家是造成气候危机的罪魁祸首，而众所周知，中国是当前排



放二氧化碳最多的国家，因此理应将矛头对准中国。就这样，他们试图掀起新一轮世

界反华舆论。这种做法不利于全球化的包容性发展，反而加剧了某些国家的恐华情绪

。是的，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8%，大约是美国（15%）的两倍。但

从人均排放量上来看，中国每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8.1吨，只相当于美国（15.5

吨）的一半左右，这个指标更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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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气候问题上做到公平公正，那么就不仅要看谁在2021年排放量最大，还要看谁迄

今为止排放量最大。不难看出，引发气候危机，造成我们当前困境的罪魁祸首正是西

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从1750年开始算起，中国的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只占全球

的13.7%，而美国几乎是中国的两倍，达25.5%。欧盟加英国占22.7%，印度占3.2%，

非洲占2.9%，南美占2.6%。太平洋小岛国遭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为严重，甚至面临沉没

风险，但它们的历史累计排放量仅占全球的1.2%。 

从这个角度来看，穷国要求富国在气候问题上做出更大贡献是合情合理的。我们必须

公平地支付历史账单，不能要求如今骨瘦如柴的“贫农”像过去挥霍无度的“地主”们一样

“勒紧裤腰带”。因此，在第本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印度宣布把该国实现“净零排

放”的时间表定在2070年也就不足为奇了。 

习近平主席宣布曾表示，中国将努力争取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而发达国家的目

标一般是2050年——



当然，他们可能会争取更早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不应对所有国家施加同等压力，迫使

他们缩短实现“净零排放”的时间，而主要应敦促发达国家加快脚步。毕竟，我们之所

以今天走到了灾难的边缘，他们的责任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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