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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全球化事件对巴黎气候进程的影响

董　 亮
（外交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３７）

摘要： 尽管《巴黎协定》被视为国际气候外交的重要成果并迅速生效，但是当

前全球气候治理仍然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这是逆全球化浪潮所带来的全球治

理后果。 在英国“退欧”、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事件出现后，联

合国气候变化制度有被弱化的风险，《巴黎协定》的履约前景变得更为不明朗。
“退欧”事件对欧盟的影响相对容易预计，而特朗普的气候政策则是一种更严重

的全局性冲击，其气候政策存在更多的不稳定性。 逆全球化事件必将导致全球

政治合作意愿波动并波及政府间气候合作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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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气候大会后，全球气候治理的意愿空前高涨，随后《巴黎协定》迅速满足生效条

件。 然而不到半年时间，２０１６ 年发生的两个重大政治事件：英国“退欧”与特朗普胜选美

国总统，则为刚刚开启的巴黎进程蒙上了阴影。 在此背景下，巴黎气候进程的不确定性不

断增加。①

本文首先对国际气候外交推动《巴黎协定》达成进行简要介绍，并分析该协定的特

点，再对当前国际气候制度所处的逆全球化背景进行阐述，并分别从英国“退欧”与特朗

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影响进行分析，试图剖析国际气候治理所面临的问题。

　 　 一、国际气候外交与《巴黎协定》

为确保达成一个适用于各国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ＵＮＦＣＣＣ）各主要缔约方在 ２０１５ 年的巴黎气候大会上达成了《巴黎协定》，形成了广泛的

政治共识。 由于应对气候问题的紧迫性以及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借助会前的双边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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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合作，国际社会达成《巴黎协定》十分不易。①

（一）中美欧与《巴黎协定》的达成和生效

作为多边主义的重要外交成果，２０１５ 年达成的《巴黎协定》 （简称《协定》）被视为未

来国际气候治理的路线图。② 巴黎谈判实际上始于 ２０１１ 年“德班增强行动平台”，在 ２０１５
年举办的大会上最终达成协议。 经过数年的准备与协调，各国在《巴黎协定》中做出了

“议定书式”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安排。③

在国际气候谈判中，欧盟、美国和中国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被广泛视为重要的行为

体。④ 三方通过气候外交共同达成了各主要谈判阵营都能接受的国际协议。 中国与美国

都对此次大会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双方的合作也成为大会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⑤ ２０１４
年中国与美国签署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对巴黎大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随

后，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发表的《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了双方到 ２０３０ 年的气候目

标，这一共识成果打破了国际气候谈判中长期存在的僵局，突出表明了中美致力于达成一

项成功的气候协议的政治意愿。⑥ 而欧盟则充当了一种工具与理念型的领导角色，借助主

场外交的组织安排优势，推动各方形成共识。 欧盟运用主办国法国的谈判管理能力解决

了谈判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建立了必要的桥梁并达成妥协，促成了国际协议的最终实现。
美国、中国与欧盟不仅共同推动了《巴黎协定》的达成，也为其后来的快速生效提供

了支撑。⑦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联合国总部举行了《巴黎协定》的签署仪式。 同年 ９ 月举办的

Ｇ２０ 杭州峰会期间，中美两国完成了《协定》 的国内批准手续。⑧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５ 日，《巴黎

协定》满足了生效条件，于 １１ 月 ４ 日正式生效。⑨虽然巴黎气候进程主要针对 ２０２０ 年后的

国际气候行动，但是在此之前，实际上已经启动了对其规则的细化。
（二）《巴黎协定》“自下而上”的贡献模式

作为《巴黎协定》的核心，国家自主减排贡献（ＮＤＣｓ）概括了各国的主要目标和政

策。 《协定》还建立了回顾执行情况、“增强性透明度框架”、五年全球盘点和履约的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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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为国际气候法律和政策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框架。① 具体来说，《巴黎协定》的重要性

体现在：第一，将在本世纪内把全球平均升温控制在工业化前的 ２℃以内，并向升温 １ ５℃
的目标努力。 第二，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到峰值，继而于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

净零排放。 第三，从 ２０２３ 年起，将每五年对全球气候行动所取得的成果进行一次盘点，以
实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目标。 根据规定，联合国秘书长担任《巴黎协定》保管人的

角色。
实际上，巴黎气候大会最终确立了“自下而上”的减排模式，取代了《京都议定书》所

确立的“自上而下”的减排方式，②而这种新型的减排路径具有较之以往不同的特点（参见

表 １）。 与《京都议定书》相比，巴黎进程更为强调全球气候行动的透明度问题、国家自主

减排的声誉与动力以及全球气候治理的多元参与等要素。
表 １　 全球气候治理模式及其构成

“自上而下”治理模式（京都进程） “自下而上”治理模式（巴黎进程）

特
点

强调制裁 强调透明度

遵循后果性逻辑 遵循适当性逻辑

权力为中心 权力、声誉、动力

国家中心主义 多层治理、多元行为体参与

被动、责任 主动、自愿

国际法意义
《京都议定书》具有法律约束力、

公约－议定书模式。
《巴黎协定》具有法律约束力、

公约－议定书模式。

目前，大部分政界与学界人士的共同观点是，《巴黎协定》所确立的全球气候治理体

制是一种混合体，其中囊括了权力、声誉及自主动力等要素。 因此，在这种体制下，国际气

候减排具有一种共享的领导权，需要各主要国家行为体继续致力于全球意愿与减排雄心。
当然，这一机制也为减排力度大、履约及时的国家提供了更高的全球声誉，突出了这些国

家以身作则的行动领导力，但对减排不力或是退出的国家也没有惩罚措施。

　 　 二、英、美国内政治生态变迁及其国内能源、气候政策的调整

在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国家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同样深刻且复杂。 就南北问题而言，
全球化虽然催生了一批新兴经济体，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但同时也产生了一

批被边缘化的国家，而一些发达国家需面临的风险和压力也不断增加，这种状况恶化了欧

美内部的政治社会生态，是造成一些地区性冲突和动荡持续不断的重要因素之一。③

这就是逆全球化事件在 ２０１６ 年掀起波澜的深刻原因。 巴黎大会后，全球气候治理的

意愿空前高涨。 然而，不到半年时间，于 ２０１６ 年发生的两个重大政治事件：英国“退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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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执政，不仅改变了本国的气候治理路径，也为巴黎气候进程蒙上了阴影。①

（一）英国“退欧”事件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英国就是否留在欧盟举行了全民公投。 公投结果表明，“退欧” （ｐｒｏ－
Ｂｒｅｘｉｔ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一方获得了 ５１ ９％的支持率，以微弱优势超过“留欧”的票数，使英国成

为欧盟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申请退出的成员国。 该结果一方面反映了英国政治中党派间的

紧张关系，另一方面，时任首相大卫·卡梅隆（Ｄａｖｉｄ Ｃａｍｅｒｏｎ）本想通过承诺进行全民投票

的方式向欧盟施压，为其竞选谋求优势，但这一策略最终彻底失败了，②其政治赌博也被证

明是鲁莽的。③ ２０１７ 年，英国依照《里斯本条约》第 ５０ 条，已经启动了为期两年的“退欧”
谈判。

在英国“退欧”的过程中，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分裂与不平之类的学术

语言一直贯穿始终，这说明该事件背后具有复杂的政治动因。 退欧派引诱英国民众对欧

盟政治和经济精英表达不满，特别是对欧盟（布鲁塞尔）官僚政治的反感，这种民意的泛

滥后来成为“退欧”的关键因素。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英国“退欧”引发了震惊和不确定性，但由于欧盟长期以来

已经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领域形成了紧密的相互依赖的网络，因此，还存在着相当程度

的潜在稳定因素，如环境、气候等政策的深度融合。④ 一些后续“退欧”议题的变化还需要

进一步观察，如边境安全协议、相关机构的迁移以及环境与气候政策等。 约瑟夫·奈

（Ｊｏｓｅｐｈ Ｓ． Ｎｙｅ， Ｊｒ．）认为，英国退出的地缘政治后果不会马上显露出来。 他认为，起初，欧
盟可能会变得更加紧密，但这将危害欧洲的使命感及其吸引力、软实力，并且欧盟要确保

金融稳定并做好对移民的管理也将变得更加困难。 虽然苏格兰分裂主义的复兴使英国近

期更关注国内的情况，但长远来看，“退欧”对均势与自由国际秩序的影响将是消极的。⑤

目前，英国气候政策的基本态度可能并未改变。 其一，英国作为《公约》（ＵＮＦＣＣＣ）缔
约国的身份不会改变，并且仍然是《巴黎协定》的签署国。 从 １９９７ 年《京都议定书》起，英
国的减排承诺一直高于欧盟的平均水平，如在巴黎进程中的国家自主减排承诺上，英国提

出到 ２０３０ 年比 １９９０ 年减少 ５０％的排放目标，比欧盟的整体承诺高出 １０％之多。 其二，英
国仍将继续致力于国内的气候行动，如“气候法案”（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ｃｔ）已经制定了英国在减排

和适应目标上的内容与基本路径。 总之，气候变化不是英国公投运动的核心问题，因此，
并没有出现大量要求取消气候立法的呼声。⑥

然而，在“退欧”进程中，英国国内的气候政策也有松动的态势。 为了更好地进行“退
欧”谈判，英国政府将能源与气候变化部（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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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罗伯特·盖耶尔：《英国退欧的原因、过程及其对英国－欧盟－中国关系的影响》，《欧洲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
第 ６３ 页。
［美］约瑟夫·奈：《英国退欧后的世界力量平衡》，《中国经济报告》，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第 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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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创新和技术部（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ｋｉｌｌｓ）进行了合并，成立了商业、
能源与工业战略部（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显然，涉及气

候政策的政府部门在合并中被压缩。 特蕾莎·梅任命气候质疑者英国保守党的安德里亚·
利德斯姆（Ａｎｄｒｅａ Ｌｅａｄｓｏｍ）担任环境、食品与农业部（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大臣。 她曾质疑过气候变化是否真实存在，并公开反对风电场和欧盟的

可再生能源目标，这些举动被广泛认为是英国承诺的有效气候行动正在减弱的信号。
同时，很多具有影响力的退欧派都是气候怀疑论者，包括首相的新任联席参谋长尼克

蒂莫西（Ｎｉｃｋ Ｔｉｍｏｔｈｙ）在内，均反对英国的气候变化法案。① 显然，特蕾莎·梅政府在应对

气候变化方面缺乏兴趣。根据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１ 日曝光的政府文件，英国计划软化应对气候

变化和非法野生生物贸易的政策法规，从而保证“退欧”之后的贸易。 此外，由于英国已

加入欧盟四十多年，其国内法已同欧盟法深度融合，“退欧”对于英国国内法的影响不可

忽视。 其中，英国在环境领域的法律主要是以欧盟法为基础的，因此，英国环境、气候法规

未来的走向还具有一定不确定性。
总之，英国“退欧”所引发的巨大震动表明了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即在全球化和欧

洲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潜在的紧张和矛盾。 英国进行“退欧”公投是逆全球化和反一

体化思潮的反映。
（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及其气候能源政策的转向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新任总统，成为 ２０１６ 年继英国“退欧”公投后又一

次震惊世界的逆全球化政治事件。 特朗普反对国际自由贸易的立场获得了大批中产阶级

中下层普通工人的支持，满足了在全球化进程中出现认同危机的白人选民的要求。 加之，
美国政治极化使政党政治失效，联邦政府工作效率低下，民众对政治精英不再信任。②这些

因素成为特朗普上台的深层次动因。
在竞选中，特朗普做出过很多政治不正确的表态，并将其外交政策的核心思想归纳为

“美国第一”，换言之，特朗普更加偏好美国在国际上的相对收益，将美国的短期国家利益

放在首位。 特朗普也是全球气候变暖的质疑者，他上任后，美国能源气候政策立即呈现了

对全球治理的负面、甚至是破坏性的作用。
回顾特朗普上台前后的气候立场，可以发现其破坏减排的个人意愿并没有太大变化。

在竞选期间，特朗普曾认为《协定》对美国的能源使用造成限制，并给其商业发展带来不

利影响，是“中国人发明的一个阴谋”（ａ ｈｏａｘ ｉｎｖ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当选后，特朗普虽

改口称对气候变化持“开放态度”，实际上，他却主张停止向联合国气候变化项目交费，将
省下的资金用于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③目前，特朗普的国内气候政策与立场是松绑

化石能源管制，回归传统能源发展路径，具体内容及影响如下：
第一，特朗普任命了一批气候质疑者担任内阁重要职位，这显示了他使权力重回传统

２６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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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育群：《美国与全球化关系的再定义———高度不确定的未来》，《国际展望》，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第 １８－３３ 页。
在此问题上目前的已有研究，可参见：张腾军：《特朗普政府的美国气候政策走向分析》，《和平与发展》，２０１７ 年

第 １ 期，第 ５１－６６ 页。 余家豪：《特朗普上台后的全球气候治理变局》，《能源》，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２ 期，第 １４－１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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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石能源领域的决心。 美国内政部、能源部和环保署等部门的领导者很有可能在未来推

行与奥巴马政府截然不同的能源与气候政策。①其中很多任命让人匪夷所思，如由美国环

境保护署（ＥＰＡ）反对者斯科特·普鲁伊特（Ｓｃｏｔｔ Ｐｒｕｉｔｔ）接任环保署署长。 普鲁伊特从

２００２ 年就开始接受能源公司的支持，其中有一半的资金用于特朗普的竞选活动。 再如，
提名前德克萨斯州州长、石油行业的支持者里克·佩里（Ｒｉｃｋ Ｐｅｒｒｙ）出任能源部长，他曾因

呼吁撤销美国能源部而出名。 特朗普还提名莱恩·辛克（Ｒｙａｎ Ｚｉｎｋｅ）担任内政部长，辛克

支持在美国进行煤炭开发，希望扩大对燃煤发电厂的税收优惠。 由此可见，特朗普未来的

气候政策可能会与奥巴马的清洁能源政策大相径庭。
而在外交领域，特朗普任命油气巨头埃克森美孚 ＣＥＯ 蒂勒森（Ｒｅｘ Ｔｉｌｌｅｒｓｏｎ）担任新

一届国务卿，但其气候立场与特朗普有所相悖。 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１ 日国会参议院外交关

系委员会举行的国务卿提名人听证会上，蒂勒森曾表示气候变化的风险确实存在，后果可

能足够严重。 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鲍勃·科克尔（Ｂｏｂ Ｃｏｒｋｅｒ）提问：“基于

科学研究，你认为人类活动是否导致了气候变化？”蒂勒森的回答是：“大气中的温室气体

在增加，并正在发挥作用。 我们预测这种效果的能力非常有限。”但他随后补充说，美国需

要参与全球气候谈判进程，评估其他国家的承诺程度，并据此调整美国的相应进程。②

第二，特朗普政府不断破坏美国国内的减排进程。 早前，特朗普不仅表示将会取消清

洁电力计划，还承诺要重振化石燃料行业。③一方面，特朗普率先采取的举措是放松对环保

的管制。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已经做出裁定，暂停执行奥巴马政府的《清洁电

力计划》。④特朗普不仅在联邦一级逐步降低或取消对再生能源发展的推动政策，还不断

推动州一级的工作。 另一方面，在签署命令废除奥巴马的气候变化政策后，特朗普于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９ 日颁布“能源新政”。 根据这一新政，美国政府计划开采并消费更多的煤

炭，放宽小型汽车和卡车的燃油效率标准。 “能源独立”的行政令不仅废除了奥巴马治下

的“清洁电力计划”，而且取消了环境质量委员会（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发放

基建牌照时参考气候变化的规定，解除煤炭禁令，并且不再限制油气开采场所的甲烷排

放。 总之，特朗普的目的在于削弱奥巴马时期制定的涉及气候变化的环保监管法规。⑤

特朗普特别支持石油、煤炭等行业的复苏。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４ 日，特朗普签署了两份单

独的行政命令，以推动耗资数十亿美元的拱顶石（ＫｅｙｓｔｏｎｅＸＬ）项目和达科塔管线（Ｄａｋｏｔａ
Ａｃｃｅｓｓ）项目的管道建设。 特朗普强调，这两个项目有助于兑现其竞选期间为国内创造就

业机会的承诺，并提出这两条管道建于美国国内的部分必须使用本国生产的钢材。 其中，
拱顶石项目是美国当今最受争议的石油管道项目，由于担心环境污染，奥巴马政府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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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严格限制发电、煤炭行业的碳排放水平，甚至提出到 ２０３０ 年发电厂碳排放目标将在 ２００５ 年基础上减少

３２％。 这对于传统发电、煤炭行业来说是十分激进的。
《外媒称中国成美能源新政赢家：特朗普“让中国再次伟大”》，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０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ａｎｋａｏｘｉａｏｘｉ．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７０３３０ ／ １８２９８４４．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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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巴黎气候大会前夕予以最终否决。 而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４ 日，美国国务院颁发了这一

项目的总统许可证，成为该项目的重要转折点。 对此，跨加拿大（ＴｒａｎｓＣａｎａｄａ）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鲁斯·戈林（Ｒｕｓｓ Ｇｉｒｌｉｎｇ）表示，感谢特朗普总统的行政部门审查和批准这一重要

举措，其公司将继续投资和加强北美的能源基础设施。① 达科塔管线是另一个被中断的项

目。 ２０１６ 年，该输油管的修建因威胁了水资源等环境要素，破坏美国原住民的墓地、祷告

点和其他文化遗产而一直难以推进。②

在宣布退出 ＴＰＰ 并重启两个石油管道建设后，特朗普又着手修改《多德－弗兰克法

案》（Ｄｏｄｄ－Ｆｒａｎｋ），力图为华尔街受到的过度监管进行松绑。③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特朗普签署

了一项命令，用于废除证监会 ２０１０ 年根据这一法案制定的信息披露规则，该规则原本强

制石油天然气和矿业公司披露在世界各地进行资源交易时向外国政府提供的信息，修改

后，这些在美国证交所上市的石油公司不再需要披露相关款项。 规定松绑之后，由于埃克

森美孚、雪佛龙等石油巨头不必披露这些较为敏感的信息，进而促进了煤炭、石油行业的

复苏。④

此外，特朗普的上台无疑增加了科学家参与气候问题的政治风险。 一直以来，气候和

环境科学家是参与美国及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力量，在塑造科学认知方面发挥了很大的

作用。 《巴黎协定》授权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ＩＰＣＣ）在 ２０１８ 年评估实现

１ ５℃升温的特别报告，意图进一步以科学信息推动减排行动。 而特朗普政府可能会贩卖

错误的气候信息，恐吓科学家，并压制相关科学研究结果。⑤ 这种将科学研究边缘化的策

略，可能会与小布什政府的做法相似。

　 　 三、英国“退欧”对欧盟气候政策的具体影响

“退欧”对欧盟最大的影响在于，使欧盟更加难以有效应对危机，而欧盟也可能长期

陷入经济不振、社会不稳、政治不安定的困境之中。 经过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双重打

击，欧盟国家经济难以迅速复苏。 因此，英国公投的“退欧”结果打破了欧盟内部长期形

成的力量平衡格局，这可能不利于成员国合力应对危机。⑥

“退欧”已经成为英国与欧盟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一直以来，欧盟国家都很重视

４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ＴｒａｎｓＣａｎａｄａ ｒｅｃｅｉｖｅｓ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ｐｅｒｍｉｔ ｆｏｒ Ｋｅｙｓｔｏｎｅ ＸＬ （ＰＤＦ）， Ｋｅｙｓｔｏｎｅ Ｘ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Ｍａｒｃｈ ２４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ｈｔｔｐ： ／ ／
ｔｒａｎｓｃａｎａｄａ．ｍｗｎｅｗｓｒｏｏｍ．ｃｏｍ ／ Ｆｉｌｅｓ ／ ４０ ／ ４０８４７１ｆｂ－ｂ４ｂ０－４９２８－ｂ４２ｄ－３８５ｆｃ４ｂａ０４７ａ．ｐｄｆ
何家星：《特朗普拟重启北达科他管道建设、原住民誓言反对》，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５ 日，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ｈｕａｎｑｉｕ．ｃｏｍ ／ ｅｘ⁃
ｃｌｕｓｉｖｅ ／ ２０１７－０１ ／ １００２１６１６．ｈｔｍｌ，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 日。
悦生：《动刀〈多德弗兰克法案〉特朗普为华尔街“松绑”》，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９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ｔｉｍｅｓ． ｃｃ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６４２８７．ｈｔｍｌ，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 日。
袁源：《特朗普又砍奥巴马一刀 油气业海外反腐法规被废除》，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３ 日，ｈｔｔｐ： ／ ／ ｅｎｅｒｇｙ．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 ／ ｎ１ ／
２０１７ ／ ０２０３ ／ ｃ７１６６１－２９０５５８３０．ｈｔｍｌ，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 日。
Ｓｉｍｏｎ Ｄ． Ｄｏｎｎｅｒ，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ｕｍｐ Ｅｒ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７， ｐ．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ｏｎｌｉｎｅ： ２６ Ｆｅｂ ２０１７，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８０ ／ １７５２４０３２．
２０１７．１２９１１０１
冯仲平：《英国脱欧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６ 年第 ７ 期，第 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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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成员地位，但英国对主权和自身特殊性的想象已经超越了欧盟公民关系与多重标

准。① 英国“摘樱桃”（Ｃｈｅｒｒｙ－Ｐｉｃｋｉｎｇ）般的利己退出方式引起了欧盟其他成员国的强烈

不满。 目前来看，英国欲完成脱离欧盟，还需进行长达两年左右的谈判，涉及退出费用问

题、移民以及未来与欧盟关系等三个方面的谈判。 “退欧”谈判已经消耗了欧盟谈判团队

的大量精力，这点间接减弱了欧盟在气候议题上的作用。 而“退欧”对英国、欧盟及全球

气候治理的影响则是事件本身的副产品，②其影响目前来看大致如下：
第一，英国“退欧”对欧盟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具有极大的负面影响。③如前所述，欧盟

在《巴黎协定》的达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④ 英国退欧程序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

阶段主要讨论退出问题，第二阶段的谈判则直接影响欧盟与英国在《巴黎协定》下的减排

任务，因为这一阶段的目的是重构英国与欧盟的关系，⑤可能导致欧盟内部其他国家的气

候目标发生变化。⑥无疑，“退欧”势必削弱欧盟在气候联盟和谈判上的软硬实力。⑦

２０１６ 年以来，英国“退欧”导致许多欧盟成员国拖延了议会批准《巴黎协定》的进程，
这些国家（包括法国）希望在欧盟确定集体减排目标之后，再修订各自的具体贡献和目

标。 由于英国的减排承诺比欧盟集体的目标更严格，英国离开后，将会增加其余国家的负

担，欧盟需要在确定的减排目标基础上额外要求减少 ７％的排放分配量。 这个负担很可能

引起减排不积极成员国的不满。⑧

虽然欧盟仍在不断释放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号，但后续发展并不乐观。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除波兰和希腊之外，其他所有欧盟成员国均承诺自 ２０２０ 年起不再新建燃煤电厂，
以履行气候承诺，推动清洁能源转型。 可见，欧盟仍需加速气候行动，以落实在《巴黎协

定》中的减排承诺，但欧盟自身也面临 ２０１７ 年法德大选的政治波动期。 虽然法国大选的

结果起到了一定稳定的作用，但欧盟仍需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处理气候议题。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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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ｉｔ Ｂａｃｈ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Ｄ． Ｓｉｄａｗａｙ， “Ｂｒｅｘｉｔ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Ｇｅｏｆｏｒｕｍ， Ｖｏｌ．７７， ２０１６， ｐｐ．４７－５０． ｈｔｔｐ： ／ ／ ｄｘ．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ｇｅｏｆｏｒｕｍ．２０１６．１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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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ｓ， Ｖｏｌ．２２， Ｎｏ．６， ２０１６， ｐｐ．ｖｉｉｉ－ｉｘ．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８０ ／ １３５６７８８８ ２０１６ １２３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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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退欧”刺激了欧盟的差异一体化进程（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①将使欧盟内

部的气候政策更加难以协调。 若仅分析“退欧”的直接影响，会发现它对国际气候政策的

影响可能是有限的，但假如“退欧”引起其他连锁反应，如欧盟内部政治不稳定或殃及欧

盟自身的一体化，那么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力也将难以为继。②这一点集中体现

在德法与波兰之间在欧盟内部分歧上。③ 老欧盟国家与中东欧等成员国之间由于经济发

展阶段的不同，这些国家对法德主导的气候政策越来越不满意。 知名学者劳伦斯·弗里德

曼（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Ｆｒｅｅｄｍａｎ）认为，退欧导致欧盟的国际角色潜在变化，加剧了欧盟解体的可能

性，英国的脱离可能引发其他同样受到限制的欧盟成员国的不满。 因此，欧洲的内部秩序

正在出现紧张的趋势，并且可能进入更加混乱和危险的阶段。 英国“退欧”有可能增加欧

盟内部政策的碎片化倾向。④更为复杂的是，欧盟内部可能会发生何种变化尚难以预料，⑤

而任何变化都会深刻影响欧盟的环境与气候政策。

　 　 四、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影响

在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美国在国际气候治理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美国不仅增加

了清洁能源技术、提高能源效率等重大提案，还强化了环境保护的力度。 气候变化在奥巴

马的政治遗产中占据了醒目的位置，而签署《巴黎协定》也成为其执政期的重大亮点之

一。 美国曾承诺在 ２０２５ 年之前将整体碳排放量比照 ２００５ 年的水平减少 ２６％—２８％，而
清洁电力计划正是这一承诺的基础。 此外，奥巴马重要的气候政治遗产还包括与中国签

署的两份政治协议。 根据协议，作为对美国减少碳排放的回报，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

力争在 ２０３０ 年前达到峰值。 其中，清洁电力计划促成了中美气候协议，并为两国的气候

合作提供了动力。⑥ 奥巴马政府还承诺在 ２０２０ 年前向较贫困国家捐助 ３０ 亿美元。
然而，特朗普上台后对奥巴马的气候政治遗产进行了全面清除。 在影响力上，特朗普

政府的气候政策及其破坏性可能更为剧烈，而这种冲击可能成为巴黎进程的重要阻碍。⑦

从国内与国际政治角度看，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具有一定象征意义。 和就职时相比，
特朗普面临诸多执政困局，例如在“通俄门”事件的泥潭中越陷越深，重大立法均受到挫

败，执政能力饱受质疑，美国的大国关系、美朝危机等问题。 对此，国际环境政治学者彼

得·哈斯（Ｐｅｔｅｒ Ｍ． Ｈａａｓ）认为，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主要是为了打破国内政治僵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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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亮： 逆全球化事件对巴黎气候进程的影响

出于摆脱国内执政困境的目的。①

（一）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

特朗普在竞选中多次提及要退出《巴黎协定》，并在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决定正式退出。 特朗

普的团队在这一问题上分为两派，其中蒂勒森、伊万卡和库什纳赞成留在《巴黎协定》中，
但班农和普鲁伊特主张退出。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 日，“我们退出了”，身着深色西服、打红色领

带的特朗普说，“但我们将开始谈判，看看能否达成一个公平的协议。 如果可以的话，那太

棒了。 如果我们不能，也没关系。”特朗普宣布完毕，在场记者大声提问，但他并未作答便

转身离去。 当天出席发布会的人员安排也体现了特朗普的立场。 反对《巴黎协定》的白

宫首席战略师班农、环境保护局局长普鲁伊特在座，而希望留在其中的国务卿蒂勒森、特
朗普长女伊万卡及女婿库什纳没有现身。②此外，美国政府会严格执行《协定》规定的退出

程序。 据美国媒体报导，普鲁伊特将成立一个小组，负责处理退出事宜。 这一决定公布之

后已经引起广泛影响。
第一，美国地方政府与商界反应强烈。 在宣布退出的几日内，一个由美国商界、教育

界和地方政府领袖组成的联盟声称将继续遵守旨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对
抗特朗普的“退出”决定。 这个联盟名为“我们依然在”（Ｗｅ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Ｉｎ），其成员数量已经

超过 １０００ 个，包括美国的州、市、企业、投资者以及高等院校。 其中多家企业是全球 ５００
强公司，包括苹果、谷歌、脸书、阿迪达斯、耐克、特斯拉等知名企业。 特朗普还面临来自国

会、司法系统与行政部门“三权分立”制度的制约。 在这一体制之外，其政府还受到媒体、
利益集团、公众等社会方面的监督。③目前而言，特朗普虽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退出《巴黎

协定》，但其后续的国内气候政策仍具有不确定性。
第二，普通民众抗议不断。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９ 日是特朗普政府执政百日，但迎接他的是

全美 ３７０ 多场“人民气候游行”，美国民众纷纷走上街头反对特朗普政府的气候政策“开
倒车”。 在首都华盛顿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到处是抗议者，活动高峰期的参与者超过 ２０
万人。 除华盛顿外，美国其他城市也在当天举行了气候游行活动。 在美国之外，德国、希
腊、英国、新西兰、日本、菲律宾、巴西、墨西哥、肯尼亚和乌干达等国也举办了这一活动。
此外，美国首都还见证数十万人冒雨参加“科学大游行”，以表达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④

对此，原奥巴马总统科技顾问约翰·霍尔德伦认为，巨大的全球力量在背后支持《巴黎协

定》，美国的退出会被国际社会所抛弃。⑤

第三，中国与欧盟均表达了执行《巴黎协定》的明确立场。 国际各界的失望之情溢于

言表，其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认为，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 “是一件令人极其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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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事”。①而中国一直在巴黎大会扮演重要的引领角色，也不希望美国退出《协定》，在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举办的“一带一路”峰会上中国再次传达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 同

时，欧洲多个国家的领导人继续发声，表达对《协定》的支持以及对抗气候变化的决心。
意大利、法国、德国三国领导人发布联合声明，称坚信《巴黎协定》条款不容修改。

第四，一些能源企业也增大了低碳发展的呼声。 近来，为了维护煤企在全球市场的利

益，包括云峰能源（Ｃｌｏｕｄ Ｐｅａｋ Ｅｎｅｒｇｙ）和皮博迪能源（Ｐｅａｂｏｄｙ Ｅｎｅｒｇｙ）在内的几家美国大

型煤炭公司出于国际地位的考虑，甚至建议特朗普政府遵守《巴黎协定》。 对于日益趋向

国际市场的大型煤炭企业来说，留在巴黎气候进程中才有助于美国谈判代表维护煤炭企

业在未来能源结构中的地位。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由 ２１４ 个机构投资者签署的信函表达了对美

国气候政策的关切，主要是向特朗普政府传递不要退出《巴黎协定》的信息。②

世界气象组织官员德翁·特布兰赫预计，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美国的这一决定到本世

纪末将会使全球平均气温多增加 ０ ３℃。③ 与十六年前小布什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不
同的是，这次退出《巴黎协定》尚未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④ 但长期来看，美国的行动可能

会对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刚开始重视气候变化问题的新兴经济体产生

负面效果。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４ 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收到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出的关于退

出《协定》的文书，表达了美国“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尽早退出有关气候变化的《巴黎协

定》”的意向。 该文书还声称，“除非发现重新介入的合适条款”，否则不参与《协定》。 在

彻底退出《巴黎协定》前，美国政府会继续参加国际气候变化谈判。⑤有趣的是，美国最快

可以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正式退出，而特朗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结束。 根据

《纽约时报》的报道，这意味着最终的决定将由美国选民在四年后的美国总统大选中

做出。
（二）美国对国际气候议题的阻碍及其所面临的制约因素

在国际上，特朗普政府还在多边机制与双边机制中不断阻碍气候议题。 特别是在 Ｇ７
和 Ｇ２０ 机制内，特朗普政府不断以各种理由干扰关于气候的政治共识声明，借以破坏全球

气候治理的政治氛围。
在多边机制中，特朗普在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末的意大利 Ｇ７ 峰会上表示，需要更多时间考虑

《巴黎协定》问题，七国集团因而未能就遵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达成一致。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７ 日至 ８ 日，Ｇ２０ 峰会在德国汉堡举行。 除美国外的其他 １９ 个成员方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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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ａｎｇ Ｄ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ｕｍｐ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ｔｏ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ａｒｉ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ｏｎｌｉｎｅ： ２６ Ｊｕｎ ２０１７，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８０ ／
１００４２８５７ ２０１７ １３４３９０３
冯卫东：《美向联合国提交〈巴黎协定〉退约书》，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８ 日，ｈｔｔｐ： ／ ／ 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ａｐｅｒ． ｓｔｄａｉｌｙ． ｃｏｍ ／ 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ｊｒｂ．
ｃｏｍ ／ ｋｊｒｂ ／ ｈｔｍｌ ／ ２０１７－０８ ／ ０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３７５４２２．ｈｔｍ？ ｄｉｖ＝ －１，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５ 日。



董亮： 逆全球化事件对巴黎气候进程的影响

《巴黎协定》的问题上达成了政治共识，对国际社会进一步制定并落实巴黎承诺表达了一

定的政治意愿。 这次峰会还发布了《Ｇ２０ 气候和能源行动计划》，明确了履行气候治理的

责任，有助于各方在推动能源转型方面提出具体举措。
在双边议题上，中美气候合作也迅速变冷。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９ 日，习近平在北京会见美

国国务卿蒂勒森。① 在会晤中，蒂勒森并未提及气候变化问题，这也是在近几年的中美会

晤中极少出现的现象。②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初，中美元首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Ｍａｒ－ａ－
Ｌａｇｏ Ｅｓｔａｔｅ）举行会谈前，美方就公开表示不会谈论气候变化问题。③而在奥巴马执政期

间，中美气候合作曾是双方合作的亮点。 特朗普的气候立场表明，中美在未来的气候合作

方面很难延续奥巴马时期的政治意愿。 同时，特朗普逆全球气候治理潮流的做法能持续

多久还是一个未知数，其政策也具有诸多影响。
第一，特朗普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帜退出《巴黎协定》，这有损美国的国家形象。 有

别于小布什退出《京都议定书》所选取的科学视角，特朗普的做法更为露骨和不计后果。
事实上，《协定》作为一部国际自愿条约，依靠松散的国家自主贡献来实现温室气体减排，
并没有强制履约机制，美国完全可以选择不执行《协定》。 高调毁约的行为将使美国在国

际合作中受到孤立，使其全球外交更加被动。 一些美国外交政策专家担忧特朗普这一举

措可能会损害美国的信誉，削弱美国在其他议题上的谈判影响力，例如贸易磋商和打击恐

怖主义，并瓦解美国的全球领导力，这会让美国与德法等欧洲国家的关系更加微妙，会让

全球进一步失去对美国的信任，有损美国的国家影响力和公信力。
第二，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将对美国外交以至全球气候治理带来负面效应。 美

国是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搁置《清洁电力计划》可能导致其排放量增长 ２５％之

多，这对控制全球升温目标来说是灾难性的。 可以说，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气候政策必将不

利于全球气候行动，可能严重削弱各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信心与政治意愿。 对此，欧盟

曾经透露，有意绕过白宫，与美国企业领袖及州长合作，更考虑运用三项方案应对特朗普

的举动，包括暂缓与美国的最新贸易谈判、向欧盟进口的美国货品征收高额碳税，以及加

强与俄罗斯的关系。④

实际上，应对气候变化也符合美国的利益。 尽管温室气体减排会增加能源成本并带

来 ＧＤＰ 损失，但应对气候变化也能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 一方面，温室气体减排能够缓

解气候变化的风险，降低未来全球变暖对经济和生态系统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温室气

体减排也会带来本地区空气质量改善、节约能源与资源、创造低碳产业就业机会等共生效

益。 美国以纽约州、加州和华盛顿州州长为代表的政界人士宣称，将组建美国气候联盟

９６

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会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７ － ０３ ／ １９ ／ ｃ ＿
１１２０６５３９３９．ｈｔｍ，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５ 日。
Ｊｅｓｓｉｃａ Ｍｅｙｅｒｓ， Ｔｉｌｌｅｒｓｏｎ Ｗｒａｐｓ ｕｐ Ａｓｉａ Ｔｒｉｐ ｏｎ Ｈｏｐｅｆｕｌ Ｎｏｔｅ， ｂｕｔ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ｏｖｅｒ Ｎｏｒ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Ｒｅｍａｉｎ，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Ｔｉｍｅｓ， ２０１７－３－１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ｌａ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ａｓｉａ ／ ｌａ－ｆｇ－ｃｈｉｎａ－ａｓｉａ－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７０３１９－ｓｔｏｒｙ．ｈｔｍｌ
Ａｎｄｒｅｗ Ｂｕｎｃｏｍｂｅ， 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 ‘ｗｏｎｔ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ｔ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Ｕ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ｉｎｇ
ｗｏｒｓｔ ｐｏｌｌｕ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２０１７－４－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ｃｏ．ｕｋ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ｄｏｎａｌｄ－ｔｒｕｍｐ－ｘｉ－ｊｉｎｐｉｎｇ－
ｍｅｅｔｉｎｇ－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ｄｅｎｉａｌ－ｈｏａｘ－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ｔｈｒｅａｔ－ａ７６６９１８６．ｈｔｍｌ
《美或退出〈巴黎协定〉引抨击、欧盟计划“反击战”》，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４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ｇｊ ／ ２０１７ ／ ０６－
０４ ／ ８２４１４０５．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５ 日。



阅江学刊： ２０１８ 年 第 １ 期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继续致力于维护《巴黎协定》，并对气候变化采取积极

行动。①

　 　 五、结　 论

当前，以英国“退欧”和特朗普上台为代表的逆全球化潮流已经成为国际形势的突出

特征。 加上，极右势力给法、德、意等欧洲主要国家政治生态带来的巨大冲击，从不同角度

反映出逆全球化思潮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势头。 不仅如此，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保护主义和

民族主义近年来也有不同程度的抬头。②而全球气候治理的相互依存关系一直与集体行动

困境相伴，要解决这种困境（特别是搭便车），则需要强有力的国际制度安排和政治意愿。
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很少有国家能够取代美国和欧盟所发挥的领导作用，但这两方目

前均出现了一些变化。 即便不考虑毁约的国际政治负面影响，退出《巴黎协定》所带来的

短期收益也比特朗普所宣称的要小得多，而长此以往，则可能对美国及全球的环境与经济

安全造成不可控的风险。 特朗普政府反对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行为已经受到国际社会的

广泛批评，这些倾向和主张也在国内外受到强烈的抵制和反对，其内容会逐渐受到更多限

制，其行动难度将与日俱增。③

就“退欧”而言，英国与欧盟双方需要在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之前完成“退欧”谈判。 根据英

国《星期日电讯报》的消息，“脱欧”的最终费用预计在 ３５０ 亿 ～４７０ 亿美元之间。 目前，双
方最僵持不下的就是数额巨大的费用问题。④ 同时，“退欧”谈判也导致欧盟深陷其中，无
法强有力地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在此种情形下，欧盟难以强化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

所扮演的角色。 此外，目前欧盟的精力被内部经济停滞不前、难民问题、一体化困境等问

题所牵制。 同时，在“退欧”的背景下，英国的国内气候政策是否会松动同样值得关注。
在气候政策上，欧美关系可能将经历更为严峻的波折。 虽然跨大西洋沟通机制较为

成熟，但欧美政界在国际气候问题中寻求协调性解决方案的过程可能受制于特朗普政府

的政策偏好。 就美、德关系而言，特朗普与默克尔之间明显缺乏默契与好感。⑤虽然美、法
关系稍好于当前的美德关系，但是马克龙也未能使特朗普撤销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⑥

与此同时，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中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将在国际问题上拥有更大的

议价能力，可能有利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塑造国际气候制度，推进《巴黎协定》的细化工

作。 目前，欧盟与中国持续关注特朗普政府的后续动作，以调整各自参与《巴黎协定》进
程的立场与政策。 整体而言，上述逆全球化政治事件不利于巴黎气候进程，全球气候治理

的前景仍不乐观。
〔责任编辑：李海中〕

０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董亮：《跨国气候伙伴关系治理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７ 年第 ９ 期，第 １２０－１２７ 页。
徐坚：《逆全球化风潮与全球化的转型发展》，《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第 １－１５ 页。
Ｌｉｎｄｓａｙ Ｄｏｄｇｓｏｎ， Ｈｅｒｅｓ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Ｔｒｕｍｐ ｈａｓ Ｓａｉｄ Ｐｕｂｌｉｃｌｙ ａｂｏｕｔ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ｓｉｄｅｒ ＵＫ，
２０１７－１－２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ｓｉｄｅｒ．ｃｏｍ ／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ｔｒｕｍｐ－ｈａｓ－ｓａｉｄ－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１７－１
祝乃娟：《脱欧谈判 前途未卜》，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８ 日，ｈｔｔｐ： ／ ／ ｅｐａｐｅｒ． ２１ｊｉｎｇｊｉ． ｃｏｍ ／ ｈｔｍｌ ／ ２０１７－ ０８ ／ ０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８００９．
ｈｔｍ，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５ 日。
黄萌萌：《默克尔见特朗普：话不投机，但还得说》，《世界知识》，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第 ３３－３５ 页。
高琳琳：《马克龙自称施展法式魅力 特朗普或回心转意重返〈巴黎协定〉》，《中国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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