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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2009年9月22日，美国纽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胡锦涛 

 

主席先生， 

潘基文秘书长， 

各位同事： 

今天，各国领导人汇聚联合国，共商应对气候变化大计，这对推动

国际社会有力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挑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全球气候变化深刻影响着人类生存和发展，是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

挑战。37 年来，从斯德哥尔摩到里约热内卢，从京都到巴厘岛，我们为

保护全球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共同努力，取得显著成就。这是世界各国

不断加深认知、不断凝聚共识、不断应对挑战的历史进程。《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已成为各方公认的应对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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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渠道，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已成为各方加强合作的基础，走可持

续发展道路、实现人与自然相和谐已成为各方共同追求的目标。 

气候变化是人类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既受自然因素影响，也受

人类活动影响，既是环境问题，更是发展问题，同各国发展阶段、生活

方式、人口规模、资源禀赋以及国际产业分工等因素密切相关。归根到

底，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应该也只能在发展过程中推进，应该也只能靠共

同发展来解决。 

应对气候变化，涉及全球共同利益，更关乎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利

益和人民福祉。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

展阶段和基本需求。发展中国家历史排放少、人均排放低，目前受发展

水平所限，缺少资金和技术，缺乏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和手段，在经济全

球化进程中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承担着大量转移排放。当前，发展中

国家的首要任务仍是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国际社会应该重

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家、非洲国家

的困难处境，倾听发展中国家声音，尊重发展中国家诉求，把应对气候

变化和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提高发展中国家发展内在动力和可持续发

展能力紧密结合起来。 

各位同事！ 

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紧迫而又长

期的任务，事关人类生存环境和各国发展前途，需要各国进行不懈努力。

当前，我们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应该坚持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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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履行各自责任是核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凝聚了国际

社会共识。坚持这一原则，对确保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努力在正确轨

道上前行至关重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应该积极采取行动应对气

候变化。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要求，

积极落实“巴厘路线图”谈判。发达国家应该完成《京都议定书》确定

的减排任务，继续承担中期大幅量化减排指标，并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

候变化提供支持。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本国国情，在发达国家资金和技

术转让支持下，努力适应气候变化，尽可能减缓温室气体排放。 

第二，实现互利共赢是目标。气候变化没有国界。任何国家都不可

能独善其身。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同舟共济、齐心协力。支持

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既是发达国家应尽的责任，也符合发达国家

长远利益。我们应该树立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的观念，努力实现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赢，实现各国利益和全人类利益共赢。 

第三，促进共同发展是基础。发展中国家应该统筹协调经济增长、

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摆脱先污染、后治理的老

路。同时，不能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超越发展阶段、应负责任、实际能

力的义务。从长期看，没有各国共同发展，特别是没有发展中国家发展，

应对气候变化就没有广泛而坚实的基础。 

第四，确保资金技术是关键。发达国家应该担起责任，向发展中国

家提供新的额外的充足的可预期的资金支持。这是对人类未来的共同投

资。气候友好技术应该更好服务于全人类共同利益。应该建立政府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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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的良性互动机制，让发展中国家用得上气候友好技

术。 

各位同事！ 

中国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人民生活和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中国经济总量虽然已处于世界前列，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排在全球

100 位之后。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

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面临的困难还很多，实现现代化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从对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负责任的高度，充分认

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已经并将继续坚定不移为应对气

候变化作出切实努力，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继续

支持小岛屿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国家、非洲国家提高适应气候变

化能力。 

中国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战略任务，强调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

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

境友好型社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不断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贡

献。 

中国已经制定和实施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明确提出 2005

年到 2010 年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提高森林覆

盖率和可再生能源比重等有约束力的国家指标。仅通过降低能耗一项，

中国 5年内可以节省能源 6.2 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少排放 15 亿吨二氧化

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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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中国将进一步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继

续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一是加强节能、提高能效工作，争取到 2020 年单

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有显著下降。二是大力发展可再

生能源和核能，争取到 2020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 15

％左右。三是大力增加森林碳汇，争取到 2020 年森林面积比 2005 年增

加 4000 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 2005 年增加 13 亿立方米。四是大力发展

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研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 

各位同事！ 

世界期待着我们就事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气候变化问题作出抉择。

我相信，只要我们本着对各自国家和人类社会负责任的态度，立足现实，

着眼未来，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主渠

道地位，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巴厘路线图”的授权，

哥本哈根大会就会成为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新的里程碑。中国愿

同各国携手努力，共同为子孙后代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