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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国际合作  共创美好未来 

—— 在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高级别论坛的讲话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  解振华 

（2017 年 11月 15 日，波恩） 

以现场讲话内容为准,请核对 

 

尊敬的各位部长，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 

今天，我们共聚“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高级别

论坛”，就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和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进行交流。借此机会，我

谨对出席本次论坛的各位来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对共

同举办此次论坛的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以及各有

关联合国系统机构和其它支持方表示感谢。 

气候变化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是

一项紧迫而现实的威胁，关系到世界人民福祉和各国

长远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既需要坚持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定的国际制度和原则，推动

南北合作，也离不开发展中国家间的南南合作。中国

始终从全人类和自身发展需要出发，坚持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以高度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应对气候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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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也愿将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和能力建设等

方面经验和最佳实践同发展中国家交流借鉴，通过南

南合作为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尽一份力量。 

2011 年至今，中国政府累计安排 5.8 亿元人民币

（约 8500 万美元），通过开展低碳和适应项目、组织

能力建设活动等方式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

化。本着“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

我们与 28 个发展中国家签署了 32 个应对气候变化物

资赠送谅解备忘录，向有关国家赠送了节能和太阳能

灯 120 余万盏、路灯 10000 余套、节能空调 2万余台、

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 13000 余套、清洁炉灶 10000 余

台，并通过赠送卫星监测设备帮助他们提高极端气候

事件的预警预测能力。同时，还为发展中国家培训了

千余名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官员和技术人员，范围覆

盖 5 大洲的 120 多个国家。这些行动充分体现了中国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谋发展，促合作，共同应对气

候变化挑战的决心。 

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主动承担与自身

国情、发展阶段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切实履

行《巴黎协定》，促进自身和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与发展

路径创新。中国将继续落实已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文

件，调整经济和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大力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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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降耗产品、开展多种形式的低碳试点示范、启动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努力实现 2030 年的自主行动

目标。中国还将继续建立和完善极端气候的早期预警

系统，加强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减

灾防灾和抵御极端气候影响的适应能力。实现这些目

标，是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的重要贡献，不仅需

要中国自身付出巨大的努力，也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广泛开展政策协调与务实合作，共享有益的经验和做

法。 

各位部长，女士们，先生们， 

中国正在通过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在发展中

国家开展 10 个低碳示范区、100 个减缓和适应项目，

为他们提供 1000 个培训员额，即应对气候变化“十百

千”合作项目。通过赠送节能可再生能源及气候变化

监测预警设备，支持编制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规划，推

广气候友好型技术等，为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国家

和非洲国家等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技

术和能力建设，包括向绿色气候基金融资能力支持。 

同时，中方也将与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和多边

金融机构等加强合作，结合发展中国家自身特点，共

同组织实施相关项目，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

变化的能力。中方希望通过加强南南合作为其他发展



 4 

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支持，为促进气候变化国际

合作提供积极的推动力，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更

多的贡献。 

各位部长，女士们，先生们， 

《巴黎协定》为实现全球低排放、气候适应型可

持续发展规划了共同愿景。总体上全球向绿色低碳转

型的方向和目标是明确的，信号是积极的，通过国际

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从长远来看，

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势不会变，各方推动建立广泛

参与、各尽所能、务实有效、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

理体系的态势不会改变，为进一步加强应对气候变化

国际合作，在此我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巩固互信基础。波恩会议是落实《巴黎协

定》，巩固各方互信和多边进程的关键性会议。中方希

望波恩会议既要在发展中国家关心的适应、资金、技

术、能力建设等问题上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也要对

落实《巴黎协定》的后续实施细则作出明确安排。各

方应该相向而行，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广泛凝聚共

识，共同提振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 

第二，促进共同发展。发展中国家国情各异，发

展阶段不同，但都面临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消除

贫困、保护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等多重挑战，彼此之



 5 

间有很多可借鉴的经验。在发达国家资金支持下开展

气候变化南北合作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通过南

南合作加强交流，分享彼此的最佳实践和应对气候变

化的政策措施，做到互通有无，变挑战为机遇，实现

合作共赢。 

第三，建立合作桥梁。国际组织为促进全球应对

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已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组

织和动员资源，开展最佳实用的低碳技术研发和能力

建设等方面也积累了很多经验，为扩大南南气候合作

的影响力作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国际组织，特别是联

合国系统未来能够继续发挥自身优势，继续帮助各方

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架起合作的桥梁和纽带。就此，

我们欢迎并支持秘书长的《南南合作行动计划》、继续

开展促进南南气候合作的工作，并期待为广大发展中

国家带来更多务实合作成效。 

女士们、先生们！ 

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事业，应对全球气候

变化挑战，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和责任。中国将负起责

任，与各方一道携手共进、同舟共济，成为全球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把气候变

化国际合作的朋友圈做大做强，促成更多更广的气候

伙伴关系，为实现共同的美好未来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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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