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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报道 经过 33 个小时的
“加时赛”，当地时间 12 月 14 日凌晨 2
时（北京时间 15 时）左右，《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第 20 次缔约方大会暨

《京都议定书》第 10 次缔约方大会终于
在秘鲁首都利马宣告闭幕。

大会通过的最终决议与各方预期
尚有差距，但就 2015 年巴黎大会协议
草案的要素基本达成了一致。

拟议中的巴黎协议，将是 2020 年
后唯一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气候协
议，也将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
新的核心。利马气候大会从一开始就
肩负着为明年巴黎大会“铺路”的重要
使 命 ，被 看 作 多 边 气 候 谈 判 的 重 要
节点。

本届大会共有 3 个主要成果：一是
重申各国须在明年早些时候制定并提
交 2020 年之后的国家自主决定贡献，
并对 2020 年后国家自主决定贡献所需
提交的基本信息做出要求；二是在国家
自主决定贡献中，适应被提到更显著的
位置，国家可自愿将适应纳入自己的国
家自主决定贡献中；三是会议产生了一
份巴黎协议草案，作为 2015 年谈判起
草巴黎协议文本的基础。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一直诉求的
资金问题也取得一定进展。

按照《哥本哈根协议》和《坎昆协
议》的 要 求 ，发 达 国 家 要 在 2010 年 ~
2012 年间出资 300 亿美元作为快速启
动资金，在 2013 年~2020 年间每年提供

1000 亿 美 元 的 长 期 资 金 ，用 于 帮 助
发 展 中 国 家 应 对 气 候 变 化。但到利
马大会举行之前，启动基金仅筹集 93
亿美元，实属杯水车薪。在大会期间，
澳大利亚、比利时、德国和会议主办国
秘鲁等承诺出资，终于使得基金总额超
过了 100 亿美元。正如联合国秘书长
潘基文所说，这笔资金是减排行动和帮
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能力的一笔“首
付款”。

尽管利马会议取得了一些进展，但
围绕气候谈判主要议题的实质性争议
并未得到解决。

首先，最终决议文本一再被弱化。
决议中关于巴黎协议的核心议题——
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的表述比较模糊。

在发展中国家诉求最强烈的资金问题
上，发达国家的表现依然令人失望。包
括 中 国 在 内 的 发 展 中 国 家 主 张 ，按
2011 年德班大会的要求，巴黎协议应
包括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能力建设
等多个要素，而发达国家始终侧重减
缓，并试图弱化其他要素。

其次，各方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如何体
现在巴黎协议中还存在较大争议。在
减排问题上，发展中国家所坚持的这 3
项原则继续受到发达国家挑战。一些
发达国家企图曲解这些原则的含义，为
了推诿自己的历史责任而宣扬无差别
责任，试图让发展中国家承担超出自身
能力和发展阶段的责任。

◆本报记者刘晓星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0
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 10次缔
约方会议日前在秘鲁首都利马落幕，它是
气候谈判多边进程的重要节点。在经过
北京和利马的中途加油、鼓劲后，各国正
为在巴黎顺利“撞线”做最后一程努力。

在此次会议上，尽管取得了一些积
极进展，但是围绕气候谈判主要议题的
实质性争议并未得到解决，这已注定通
向 巴 黎 的 2015 年 将 是 更 具 挑 战 的 一
年。正如利马气候会议中国代表团团
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所言，明年
谈判的任务还很艰巨，需要各国既要有
决心、雄心，还要展现出更大的灵活性。

多年来，发展中国家主张这份新协
议包括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转让、能力
建设和透明度等要素，并认为这些要素
具有同等重要性；发达国家则主要突出
减缓，不愿在适应、资金、技术转让等方
面做出承诺。

然而，此次会议形成的巴黎协议文
本草案并没有减少已有的难题。会议的
最终决议中关于巴黎协议的核心议题，
即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的表述比较模糊，
没有要求各国在 2015 年做出含有各自
公平份额的最基本承诺，甚至也并未要
求包含共同且详尽的信息，也没有任何
机制去评估这些承诺能否有效阻止全球
变暖的步伐。

巴黎会议是多边进程的重要节点，目
标是达成 2020年后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行

动的国际协议。一些气候问题专家认
为，如何在即将制定的巴黎协议中与时
俱进地反映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将是未来谈判中最棘手的问题。

谈到对明年巴黎气候大会的预期，

解振华表示：巴黎协议能做到让大家
都不满意但都能接受，可能就是最好
的结果。希望各方遵循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
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集

中精力围绕减缓、适应、资金、技术、能
力建设、透明度等要素展开谈判，精诚
合作，聚同化异，尽早就协议案文达成
共识，确保巴黎会议如期达成协议，不
断加强公约的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主
张，按 2011 年德班大会的要求，巴黎
协议应包括减缓、适 应 、资 金 、技 术 、
能 力 建 设 等 多 个 要 素 。 对 此 ，解 振
华 直 言 ，希 望 利 马 大 会 决 议 能 在 实
际执行中真正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
责 任 原 则 ，包 含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的 各
个 要 素 ，并 希 望 发 达 国 家 真 正兑现
承诺，履行公约责任，在减排、提供资
金技术和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能力方
面做更多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利马谈判
过程中，资金方面没有取得实质性进
展。文本中并未说明发达国家是否会
兑现其已有承诺。如果在资金方面没
有突破，巴黎协议就无法达成。

在经历多次气候变化大会的艰难
推动后，各方都对巴黎大会给予很大
期望，以期用各方均可接受的方案为
人类和地球的福祉提供坚实保证。

本报综合报道 一个新的减排联
盟在利马气候大会期间宣布成立。这
个名为“十亿吨联盟”的国际组织旨在
通过鼓励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
效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十亿吨联盟”表示，将通过测量
和报告温室气体减排，努力实现每年
节约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和减少数十亿
吨的二氧化碳排放的目标。

“十亿吨联盟”是基于很多国家已
经或将要开展的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
率项目之上成立的。联盟由挪威政府
发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负责协调联
盟开展的工作。

作为一个自愿性的国际组织，“十
亿吨联盟”将向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私营部门和民
间社会开放。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负
责收集数据资料，编写年度报告，并与
合作伙伴共同开发符合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要求的测量、报告和核实
方法。

本报综合报道 一项最新研究显
示，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带来的温
室效应可在 10 年左右显现出来，而非
此前估计的数十年时间。同时，减排
行动也并非只是“前人栽树，后人乘
凉”，其益处可惠及当代人。

英国《环境研究通讯》杂志日前刊
载美国卡内基科学学会的最新研究
说，为探明二氧化碳排放对环境影响
的滞后性和持续时间，研究人员综合
分析了两组气候变化模型的研究成
果，考察了地球本身的碳循环和气候
系统等方面的因素。结果发现，从二
氧化碳排放到出现温室效应，平均需
要约 10.1 年，而这种温室效应对地球
环境带来的影响要持续一个世纪以上。

研究还显示，减排带来的一些好处
可以较快地显现，从而惠及当代人，比如
减少干旱、热浪和洪水等极端天气事件
带来的自然灾害，而其长期益处则可能
需要数百年才能显现，包括减少全球变
暖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冰盖融化、生态系
统遭破坏等不良影响。

在利马气候大会期间，德国、
加拿大和印度等主要利益相关方
的政策和立场受到较多关注。

德国

弃核之后难弃煤

德国政府表示，德国将加倍
努力，出台新举措以达到 7 年前
提出的 2020 年减排目标。新计
划呼吁德国人在现有基础上再减
排 6200 万~7800 万吨二氧化碳，
这将是当前减排水平的 3 倍。粗
略估计，1/3 的减排量将来自电
力行业，尽管煤电站仍发挥重要
作用。

加拿大

完成目标希望渺茫

加拿大环境部长利昂娜·阿
卢卡克表示，加拿大将采取新措
施控制被用于空调和供暖的氢氟
碳化合物的排放，但这仅占加拿
大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1%。她
反复重申，加拿大不会限制油砂
造成的碳排放，除非美国已准备
好处理其石油工业。

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决
定使加拿大不可能完成其 2020
年的减排目标，同时其宣布 2025
年~2030 年的减排目标仍遥遥无
期。

印度

不会制定排放峰值强制时间表

中美两国近期达成减排协议
后，印度成为利马气候大会上各
方关注的焦点。在大会的磋商过
程中，印度坚持自身的发展权，指
出新的全球气候变化机制必须尊
重穷国发展经济的权利。印度明
确表示，不会在京都议定书的基
本原则上做出妥协，表示“共同但
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必须是明年
巴黎气候大会商定的气候变化机
制的基础。

此外，印度在自身排放峰值
的年份问题上可能不会制定强制
的时间表。

利马气候大会“铺路”成功
发展中国家诉求的资金问题也取得进展

新减排联盟
成立

致力于每年十亿吨级减排目标

温室效应
10年即显

减排行动惠及当代人

给我们一个乐观的理由

据新华社报道 近日，记者参观了
日本北海道别海町利用家畜粪便进行
生物质发电的样板项目，亲身感受生物
质发电在节能环保方面的诸多益处。

空气清新的“牛粪发电厂”

别海町位于北海道东部，面积 1320
平方公里，辖区内没有山区，全部是平
原。别海町利用广阔的草地发展接近
自然的草地型奶业，饲养奶牛 10.7 万
头，肉牛 1 万头，合计约 11.7 万头，居日
本第一位。

别海町产业振兴部部长有田博喜
介绍说，北海道是日本最大的畜产地，
每年家畜排泄物达到 2000 万吨，其中
90%是牛的排泄物。以前，家畜粪便都
是制成堆肥，然后作为肥料撒到农田
里。不过，制成堆肥时需要占用大量土
地，不仅产生异味，而且还有可能污染
地下水和河流。2004 年 11 月 1 日《家畜
排泄物法》开始施行后，各农户都建设
了储粪池，但是容量只够存放 6 个月，
由于北海道冰天雪地的时间很长，粪便
冻结，很难发酵降解。

通过利用家畜粪便发电，不仅能够
获得原有方法无法获得的新能源，还能
够实现有机质的循环利用，保护环境，
所以用家畜粪便制造沼气的呼声在日
本国内不断高涨。

在此背景下，别海町的生物气发电
厂——“别海町资源循环中心”应运而
生。进入总面积达 8.37 万平方米的别
海町资源循环中心，丝毫感觉不到粪便
的恶臭。

管理中心附近的 3 座巨大的消化
液罐是厂区内最显眼的建筑，如同 3 个
巨 大 的 储 油 罐 ，每 个 容 量 2500 立 方
米。消化液是牛粪便发酵后产生的液
体，是上好的液肥。储液罐附近就是牛
粪接收设施，只有这里的储粪池口处能
够略微感受到一丝牛粪的气息。

充分发酵产生甲烷之后的残渣，通
过固体分离机，滤液形成消化液，经过
杀菌可以形成液肥，固体物则是干燥后
形成堆肥，还可以作为牛舍的垫料，供
牛躺在上面休息。消化液可以由农户

自己搬运到自己家的存储罐内，或者由
运输公司运到农户家。如今消化液都
是免费的，为了方便较远地点的农户取
用，还在厂区外单独建设了两座容量
1000 立方米的消化液罐。这 5 个消化
液灌足够存放半年时间产生的消化液。

既当肥料又能发电

园区内的广阔草地就是实验用草
场，这里的实验显示，使用消化液作为
肥料之后，土壤不再板结，排水变通畅，
土壤中生物增多，奶牛爱吃的豆科牧草
增加，杂草变少，牛更爱吃牧草了，疾病
也显著减少。

利用消化液作为液肥均匀喷洒后，
第一茬和第二茬草在第一年收获增加
3%，第二年增加 2%，第五年增加 21%，
第六年增加 13%，第七年增加 26%，可以
显著削减化学肥料的使用。

100 头奶牛每天产生的消化液相当
于 9000 日元的化肥，50 公顷的草地如
果使用化肥，养殖约 100 头牛，每年肥
料费用相当于 270 万日元，但是如果使
用液肥辅助化肥，则只需要 217.8 万日
元，相当于每头牛每年削减了 5220 日
元的费用。

100 头奶牛粪便进行生物发电后，
可以供 20 户家庭的电力需要，还可以
给 45 户家庭提供浴缸的热水。利用粪
便进行生物气发电后，粪尿中作为臭气
原因的挥发性脂肪酸则减少到 1%，大
大保护了环境。

此外，10 吨牛粪尿从 10 公里外搬
运过来需要 20 升汽油，但是进行生物
气 发 电 时 ，可 以 产 生 400 立 方 米 的 沼
气，其发电量则相当于 200 升汽油，足
足是所用能源的 10倍。

产业化合作已经开始

在“别海町资源循环中心”取得成
功后，三井造船公司与别海町合作，在
当地建立了“别海生物气发电公司”，今
年 5 月 5 日开始动工兴建另一处大型生
物气发电工厂，准备利用农户提供的家
畜排泄物进行沼气发电，预定 2015 年 7
月 1日正式运转。

工厂的建设利用了农林水产省“地
域生物质产业化整备事业”的补贴。这
是农林水产省等 7 个政府机构选定的

“别海町生物质产业城市构想”的核心
工程，也是日本国内最大规模的生物气
发电项目。

整 个 厂 区 占 地 面 积 约 1.9 万 平 方
米，将收集工厂半径 15 公里范围内农
户产生的家畜排泄物。为了运输牛粪，
还将成立专门的运输公司。预计正常
运转后，这里年发电量将达到约 9600
兆瓦时，相当于别海町全部 6360 个家
庭的 44.2%的用电量，这将是利用家畜
排泄物进行生物气发电的日本国内最
大规模的工厂。

发酵的副产品如消化液和垫料可
以作为木材肥料和乳牛的垫料销售给
农户。工厂建立后，预计能产生 7 亿日
元左右的经济效益。此外，这一项目还
能使别海町内奶牛产生的二氧化碳削
减约 23%。

打造“生物质城镇”

2013 年 6 月，别海町被日本政府认
定为“生物质产业城市”。

别海町的生物质城市建设取得飞
速进展，也得益于日本政府对生物质利
用的重视。2009 年 9 月，日本开始施行

《生物质利用推进基本法》，日本政府根
据这一法律在 2010 年 12 月制定了《生
物质利用推进基本计划》，制定了 2020
年的目标、提出了推进利用生物质的基
本方针以及技术开发的方向性等，要求
2020 年时全国的 600 个市町村要建成

“生物质城镇”，各都道府县和市町村都要
制定本地区推进利用生物质的基本计划。

2012 年 8 月 31 日，日本政府公布了
实现可再生能源飞跃发展的新战略，目
标是到 2030 年使海上风力、地热、生物
质、海洋（波浪、潮汐）4 个领域的发电能
力扩大到 2010 年度的 6 倍以上。其中
通过采用发电效率更高的新技术，生物
质发电能力要由 2010 年度的 240 万千
瓦提高到 600万千瓦。

今后，类似别海町的生物质城市将
更多地在日本涌现。

养好奶牛用电不愁？
蓝建中

气候政策
全景扫描

■ 展望巴黎

图为利马气候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副团长、首席谈判代表、气候司司长苏伟接
受媒体采访。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