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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发展倡议专题

全球发展倡议下的中拉气候合作:
基础、 机遇与挑战∗

∗

周亚敏

内容提要: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ꎬ 共同构建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ꎮ 中拉同属发展中国家ꎬ 无论是在国际气候谈

判中ꎬ 还是在绿色低碳合作领域ꎬ 都有相近的立场和广泛的共同利

益ꎮ 在全球迈向碳中和的关键时期ꎬ 中拉气候合作在清洁技术转

移、 气候韧性基础设施和林业碳汇三大领域具有广阔空间ꎬ 进而有

望在公正转型、 气候韧性发展和协同增效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ꎮ 拉

美国家作为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自然延伸ꎬ 在共建 “一带

一路” 过程中已与中国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ꎮ 尽管中拉合作面临

美国因素干扰和拉共体内部认知不统一的双重挑战ꎬ 但双方气候合

作的机遇大于挑战ꎮ 未来在全球发展倡议的统领下ꎬ 中拉气候合作

应朝着推动发展中国家低成本实现碳中和的方向走深走实ꎬ 不断拓

展数字化、 智能化趋势下的气候合作新议题群ꎬ 争取在国际气候谈

判中达成对发展中国家整体有利的条款ꎮ 中拉双方要以前瞻的、 发

展的、 创新的眼光来看待气候合作中的机遇与挑战ꎬ 为共同实现强

劲、 绿色和健康的发展而持续发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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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发展倡议是习近平主席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

上提出的全球性倡议ꎮ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ꎬ 构建人与自

然生命共同体ꎬ 加大发展资源投入ꎬ 重点推进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领域的合

作ꎬ 加快落实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ＳＤＧｓ)ꎬ 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

同体ꎮ① 从行动领域来看ꎬ 气候合作是全球发展倡议的八大重点合作领域之

一ꎮ 中国已经向国际社会庄严承诺要在 ２０３０ 年前实现碳达峰、 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

碳中和ꎮ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ꎬ 拉美地区已有 ２０ 个国家宣布要在 ２０５０ 年前实现

碳中和ꎮ② 中国和拉美国家同属于发展中国家ꎬ 在迈向碳中和目标时面临共同

挑战ꎮ 在全球气候治理层面ꎬ 发达国家绕开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的

诸多做法将延缓发展中国家的碳中和进程ꎮ 从国内气候治理层面而言ꎬ 发展

中国家如何实现低成本碳中和成为各国的现实考量ꎮ

一　 全球发展倡议下的气候合作

全球发展倡议的原则有六项: 坚持发展优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

普惠包容、 坚持创新驱动、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坚持行动导向ꎮ 上述

六项原则清晰回答了为什么要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 发

展为了谁以及如何实现发展这三个重大问题ꎮ 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全球发展倡

议的重点合作领域之一ꎬ 同样需要回答上述三个重大问题ꎮ 合作应对气候变

化是协同实现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ꎬ 回答了 “为什么”ꎻ
气候治理话语中所追求的公正转型与 “以人民为中心” 紧密相关ꎬ 回答了 “为
了谁”ꎻ 适应气候变化所需的气候韧性基础设施是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ꎬ
回答了 “怎么办”ꎮ 因此ꎬ 全球发展倡议下的气候合作将朝着助推发展的方向演

化ꎬ 使发展中国家清晰辨明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真正诉求在于促进可持续发展ꎬ
而非陷入发达国家 “结构性改革” 或 “规则扩散” 的漩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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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 «坚定信心 共克时艰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上的 讲 话 »ꎬ 人 民 网ꎬ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２１ / ０９２２ / ｃ１０２４ －
３２２３２５１ １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０７ － １３]

拉美国家宣布要在 ２０４０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是安提瓜和巴布达ꎬ 要在 ２０５０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

是智利、 厄瓜多尔、 巴拿马、 哥斯达黎加、 乌拉圭、 圣基茨和尼维斯、 巴西、 阿根廷、 哥伦比亚、 墨西

哥、 秘鲁、 尼加拉瓜、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海地、 牙买加、 巴哈马、 格林纳达、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伯利兹ꎮ 参见 Ｅｎｅｒｇｙ ＆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Ｕｎｉｔꎬ “Ｎｅｔ Ｚｅｒｏ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Ｒａｃｅ”ꎬ ２０２２ Ｓｃｏｒｅｃａｒｄ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ｉｕ ｎｅｔ / ｎｅｔｚｅｒｏｔｒａｃｋｅｒ [２０２２ － ０８ －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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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全球气候治理历程ꎬ 从 «京都议定书» 到 «哥本哈根协议» 再到

«巴黎协定»ꎬ 发展中国家的议价能力实质上被不断削弱ꎬ 比如 «京都议定

书» 时期非附件一国家没有强制减排义务ꎬ 而发达国家需要强制减排ꎬ 发展

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具有明确的历史责任分界线ꎻ 在经历了部分发达国家退出

全球气候治理的低谷期后、 «巴黎协定» 达成之时ꎬ 全球减排模式转变为各国

提交国家自主贡献目标ꎬ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减排领域的责任界限模糊

化ꎮ 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原则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被欧美的单边气

候规制ꎬ 如碳边境调节税不断稀释ꎮ 发展中国家在气候资金和技术援助都欠

缺的情形下ꎬ 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的成本不断攀升ꎬ 与发达国家在低碳领域

的差距持续扩大ꎮ 因此ꎬ 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成本过高而收益过

低的情形ꎬ 需要在发展视角下得到纠偏ꎮ
全球发展倡议下的气候合作将主要依托南南框架展开ꎮ 中国在提出全球

发展倡议后ꎬ 将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整合升级为 “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ꎬ
增资 ４０ 亿美元以加大对全球发展合作的资源投入ꎮ 南南合作援助基金自 ２０１５
年成立以来ꎬ 已经为亚非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包括资金、 技术和能力建

设在内的各种援助ꎮ 中国一直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重要

参与者ꎬ 通过建设低碳园区、 赠送物资和提供教育培训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

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ꎬ 但在具体行动中面临工作机制松散、 凝聚力不足和

欧美竞争压力等问题ꎮ 近年来ꎬ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大国群体化参与全球

气候治理的路径逐渐明晰ꎮ① 在全球发展倡议的引领下ꎬ 发展中国家在气候治

理领域 “抱团打拼” 的态势将得以强化ꎬ 从而不断完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

运行机制ꎬ 不断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整体博弈能力ꎮ

二　 中拉气候合作的基础与成果

在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的背景下ꎬ 拥有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拉美和加勒比地

区成为中国拓展南南合作的重要伙伴ꎮ 拉美地区作为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自然延伸”②ꎬ 在 “一带一路” 框架下已与中国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ꎮ 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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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赵斌: «群体化: 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路径选择»ꎬ 载 «国际论坛»ꎬ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８ － １５ 页ꎮ

«习近平同阿根廷总统马克里举行会谈　 强调拉美是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ꎬ 央广

网ꎬ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８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ｃｈｉｎａ ｃｎｒ ｃｎ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７ ０５１８ / ｔ２０１７０５１８＿５２３７６０６５８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０７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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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ꎬ 已有 ２１ 个拉美国家签署了 “一带一路” 合作协议ꎮ① ２０２１
年中国同拉美地区的贸易总额创历史新高突破 ４５００ 亿美元ꎬ “一带一路”
朋友圈在拉美得到拓展ꎮ② 中国已成为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 第三大外资来

源地ꎮ③ 以共建 “一带一路” 为纽带ꎬ 中拉在低碳基础设施建设、 清洁能源

和制度型合作方面取得进展ꎬ 为中拉整合气候合作机制提供了契机ꎮ
第一ꎬ “一带一路” 倡议为拉美地区的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发挥重要作用ꎬ

初步建成一批具有经济价值和社会福利的低碳基础设施ꎬ 极大提升了拉美地

区内外的互联互通水平ꎮ 在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间ꎬ 中国在拉美地区投资了 １３８ 个

基础设施项目ꎬ 投资金额达 ９４０ ９ 亿美元ꎬ 创造了超过 ６０ 万个就业岗位ꎮ
“一带一路” 基础设施项目在拉美地区的分布主要依次为厄瓜多尔、 阿根廷、
玻利维亚、 巴西、 智利和墨西哥等ꎬ 其中阿根廷的基建项目资本密度较高

(单个项目平均创造就业 ３１０７ 个)ꎬ 而在巴西的基建项目以劳动密集型为主

(单个项目平均创造就业 ８３６７ 个)ꎮ 从行业分布而言ꎬ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间ꎬ
４２ ３％ 的项目集中在能源行业尤其是风能和太阳能发电等可持续能源领域ꎬ
４７ ７％的项目集中在交通运输领域ꎮ④ “一带一路” 基建项目为中国在拉美地

区赢得了好口碑、 好名声ꎮ 比如ꎬ 贯穿巴西南北的美丽山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被誉为 “电力高速公路”ꎬ 解决了 ２０００ 多万人的电力短缺问题ꎻ 贝尔格拉诺货

运铁路将阿根廷内陆和港口相连接ꎬ 降低了北部产粮区农业的物流成本ꎻ 辛克

雷水电站彻底改写了厄瓜多尔缺电的历史ꎬ 使其从电力进口国变成电力出口

国ꎮ⑤ 未来拉丁美洲在运输、 通信、 港口和机场等领域仍需大量的基建投入ꎮ 在

正确义利观的指引下ꎬ 中拉基础设施合作为拉美地区解决了大量关乎民生福祉

的基建项目ꎬ 为该地区提升互联互通水平进而促成产业联动效应奠定基础ꎮ
第二ꎬ “一带一路” 清洁能源合作是中拉合作的典范ꎮ 中国具备清洁能源

技术优势ꎬ 而拉美地区具备发展清洁能源的禀赋优势ꎬ 在近十年的相互切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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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已同中国签订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的国家一览»ꎬ 中国一带一路网ꎬ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ｉｄａｉｙｉｌｕ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ｚｘ / ｒｏｌｌ / ７７２９８ ｈｔｍ [２０２２ － ０７ － ２４]

吴杰、 陈一鸣等: «中拉拓展 “一带一路” 合作新领域»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ꎮ
«我国已成为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国»ꎬ 新华社ꎬ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８ － １１ / ２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３４４５６７ ｈｔｍ [２０２２ － ０７ － ２６]
恩里克彼得斯: «２０２１ 年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基础设施项目报告»ꎬ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ｄａｌｃ － ｃｈｉｎａ ｏｒｇ / ｍｏｎｉｔｏｒ / ｉｍａｇｅｓ / ｐｄｆｓ / ｍｅｎｕ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 ＤｕｓｓｅｌＰｅｔｅｒｓ＿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Ｉｎｆｒａｅｓｔｒ
ｕｃｔｕｒａ＿ ２０２１＿ ＣＨＮ ｐｄｆ [２０２２ － ０７ － １９]

«构建携手共进的中拉命运共同体 (命运与共)»ꎬ 光明网ꎬ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３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ｍ
ｇｍｗ ｃｎ / ｂａｉｊｉａ / ２０２１ － ０７ / ２３ / ３５０１７９６８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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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交流下ꎬ 清洁能源合作已经成为中拉合作中的优势领域ꎮ 拉美地区有丰富

的水能资源ꎬ 亚马孙河作为世界上流量、 流域面积和支流数量均最多的河流ꎬ
为该地区发展水电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条件ꎻ 拉美地区有丰富的太阳能资源ꎬ
全球 ７０ 个日均光伏发电量超过 ４ ５ 千瓦时 /天的国家包括了墨西哥、 秘鲁、
智利和阿根廷①ꎻ 拉美地区也具有巨大的风能潜力ꎬ 阿根廷、 哥伦比亚和巴西

都具备丰富的风能资源ꎮ 中国在拉美地区投建的发电项目以清洁能源如风电、
水电、 光伏发电和生物质发电为主ꎬ 化石能源发电只占不到 １４％ ꎬ 其中巴西

是最大的清洁能源合作方ꎬ 其次是厄瓜多尔、 阿根廷和墨西哥ꎮ 巴西作为金

砖国家之一ꎬ 与中国的合作早有历史积淀ꎬ 借助其丰富的水能、 光能和风能ꎬ
该国成功地将资源禀赋转化成为独立自主发展国内经济的电力资源ꎬ 成为拉

美国家开展对外合作的典范ꎮ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 落实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议程

目标和兑现 «巴黎协定» 国家自主贡献承诺进程中ꎬ 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既是

提升民生福祉也是提供全球减排公共产品的有效途径ꎬ 中拉在清洁能源领域

的深化合作将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重要贡献ꎮ
第三ꎬ 中拉科技合作为深化中拉气候合作创造必要条件ꎮ 在全球气候治

理框架下ꎬ 发展中国家如何获得低成本可及的气候友好型技术一直是南北双

方博弈的焦点问题之一ꎮ 低碳科技的迅速发展和扩散是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

变化的保障ꎮ 拉美地区科技创新能力较为落后ꎬ 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的比重不足 １％ ꎬ 远低于中国 ２０２１ 年 ２ ４４％的水平ꎮ② 近年来ꎬ 中国

已经从低碳技术的输入国和受援国ꎬ 转变为低碳技术输出和输入并举ꎮ③ 正是

由于意识到科技能力是制约拉美地区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ꎬ 中拉于 ２０１６ 年在

厄瓜多尔首都基多举办首届 “中拉科技创新论坛”ꎬ 中国宣布启动 “中拉科技

伙伴计划” 和 “中拉青年科学家交流计划”ꎮ ２０２１ 年第二届中拉科技创新论

坛以视频方式举行ꎬ 中国宣布创设中拉技术转移中心和中拉可持续粮食创新

中心ꎮ④ 目前ꎬ 中拉已经在航空航天、 清洁能源、 农业技术、 数字经济、 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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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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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ｃｕｒａｔｅｄ / ｅｎ / ４６６３３１５９２８１７７２５２４２ / ｐｄｆ [２０２２ － ０７ － １９]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ꎬ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ｔｏｐｉｃｓ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ｗｏｒｌｄ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  [２０２２ － ０７ － １９]

蒋佳妮、 王文涛等: «科技合作引领气候治理的新形势与战略探索»ꎬ 载 «中国人口资源与

环境»ꎬ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２ 期ꎬ 第 ８ － １３ 页ꎮ
«聚焦全球性挑战 中拉各方将深化科技务实合作»ꎬ 新华社ꎬ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１ － ０９ / ２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６４０２０３ ｈｔｍ [２０２２ － ０７ －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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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等领域全面展开科技合作ꎮ 中拉全方位的科技合作及成果产业化有助于

扩大中拉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利益交集ꎬ 加深双方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的相互理

解与支持ꎬ 对中拉气候合作无疑将产生正外溢效应ꎮ
第四ꎬ 中拉气候合作内嵌于中国—拉共体论坛而得以机制化推进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７ 日ꎬ 中拉双方国家领导人会晤通过 «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

人巴西利亚会晤联合声明»ꎬ 宣布成立中国—拉共体论坛 (简称 “中拉论

坛”)ꎮ 自 ２０１５ 年开始每三年举办一次中拉论坛部长级会议ꎬ 为中拉双方的机

制化合作拉开序幕ꎮ 在中拉论坛的引领下ꎬ 双方在各重点领域相继建立合作

机制ꎬ 比如中拉基础设施合作论坛、 中拉农业部长论坛、 中拉企业家高峰会、
中拉智库交流论坛、 中拉科技创新论坛和中拉青年政治家论坛等ꎬ 都不同程度

地嵌入了气候合作内容ꎮ 中拉双方签署的三份行动计划中涉及气候合作的内容

见表 １ꎮ 中拉气候合作重申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的主渠道地位ꎬ 特别

关注技术比如空间技术、 低碳技术以及核技术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ꎬ 增强

气候韧性和气候适应能力以及气候合作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协同增效作用ꎮ

表 １　 中拉签署的三份行动计划涉及气候合作的文本分析

名称 事项 具体内容

«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
国家合作规划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９ 年)»

四项

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框架下ꎬ 坚持 “共同但有区别
的责任” 原则ꎬ 推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进程ꎮ

共同促进空间技术在气候变化影响领域的应用ꎬ 充分照顾小型
脆弱经济体ꎬ 特别是小型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求ꎮ

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开展气候变化领域合作ꎬ 包括向有关国家推
广低碳、 物美价廉、 节能、 可再生技术ꎮ

通过开发和分享人力与技术资源等方式ꎬ 在应对气候变化其他
影响等方面加强合作ꎮ

«中国与拉共体成员国
优先领域合作共同行动
计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

四项

承认气候变化对地区农牧业生产的不利影响ꎮ 为此ꎬ 双方承诺尽一
切努力增强农业生产应对气候变化负面效应的韧性和适应能力ꎮ

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下推动有效落实 «巴黎协定»ꎬ
以支持可持续发展和减贫努力ꎮ

在南南合作框架下ꎬ 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合作ꎬ 包括采取行动提
高减缓与适应能力ꎬ 以增强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韧性ꎮ

敦促发达国家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中作出表率ꎬ 履行为发展中国
家落实减排目标提供支持手段的承诺ꎬ 特别是在提供资金、 技术
转让和能力建设方面的支持ꎬ 推动实现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 及其 «京都议定书» 框架下的 ２０２０ 年前减排目标ꎮ

«中国—拉共体成员国
重点领域合作共同行动
计划 (２０２２—２０２４ 年)»

两项
发挥核技术与核能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中的优势ꎮ

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交流与务实合作ꎮ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绘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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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拉气候合作的当前成果和未来进展将有助于加强全球气候治理格局中

发展中国家的凝聚力ꎮ 众所周知ꎬ 涵盖拉美本地区所有国家而不包括域外国

家的拉共体迟至 ２０１０ 年才成立ꎬ 拉美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一直没有形成

统一发声的局面ꎮ 囿于各自资源禀赋和地理条件的制约ꎬ 拉美国家在全球气

候治理框架下形成了颇具特色的 “小集团”ꎮ 作为拉美地区大国的巴西是金砖

成员国ꎬ 在诸多气候议题上与中国具有高度共识并能够共同发声ꎮ 比如 ２０１５
年 «巴黎协定» 达成前夕ꎬ 中巴双方高层互访所达成的共识对协定签署具有

重要意义ꎮ 加勒比地区的岛国由于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ꎬ 通过 “抱团” 方式

在气候议题上发挥超出其国力的影响力ꎮ 比如加勒比海众岛国与太平洋岛国

成立 “小岛国联盟” (ＡＯＳＩＳ)ꎬ 主张优先解决小岛国的气候风险ꎬ 以适应气

候变化为第一要务ꎬ 主张建立独立的气候赔偿机制和优先获得气候援助ꎮ 秘

鲁、 智利和哥伦比亚等八国在 ２０１２ 年新组建的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独立联

盟” (也称 “小拉美集团”ꎬ ＡＩＬＡＣ) 是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下的正

式谈判集团之一ꎬ 其主张所有国家都要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

的贡献ꎬ 坚持减缓和适应并重ꎮ 拉美国家在气候议题上的立场分化不利于发

展中国家整体在气候议题上同发达国家的博弈ꎮ 中拉气候合作的深入推进有

助于扩大中拉双方的利益交集和相互理解ꎬ 从而为增强发展中国家整体的气

候博弈能力发挥积极作用ꎮ

三　 全球发展倡议为中拉气候合作带来新机遇

全球发展倡议重振全球发展事业ꎬ 为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引领作用ꎬ
是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个公共产品与合作平台ꎮ 全球发展倡议的公共

产品属性体现在三个方面ꎮ 一是在理念层面ꎬ 凝聚关于发展优先的政治共识ꎬ
帮助各国将发展重心聚焦到可持续发展领域ꎻ 二是在合作层面ꎬ 搭建关于发

展的合作平台ꎬ 针对工业化、 粮食安全、 减贫、 抗疫和疫苗、 数字经济、 发

展筹资、 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 互联互通八大重点领域有序展开ꎻ 三是在实

践层面ꎬ 侧重于经验交流互鉴ꎬ 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ꎮ 全球发展倡

议坚持发展优先、 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ꎻ 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ꎬ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ꎻ 坚持普惠包容ꎬ 着力解决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发展

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ꎻ 坚持创新驱动ꎬ 携手实现跨越式发展ꎻ 坚持人与自然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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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共生ꎬ 实现绿色复苏发展ꎻ 坚持行动导向ꎬ 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ꎮ①

新冠疫情冲击导致全球数十年来的减贫成果付诸东流ꎬ 地区动荡推高能源和

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ꎬ 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事件使发达国家也难以适

应②ꎬ 全球只有通过可持续发展才能解决当前面临的诸多治理难题ꎮ
(一) 公正转型

全球发展倡议所追求的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ꎬ 落实到气候合作领域则体

现为 “公正转型”ꎮ 公正转型关注的研究对象是气候治理进程中可能受到影响的

群体和地区ꎬ 由于不具备实现自主大规模转型的能力ꎬ 因而需要依靠政策或外

部帮助走出困境并寻求新的发展机遇ꎮ 在国际气候治理进程中ꎬ 各方对公正转

型的侧重点有所不同ꎬ 发达国家强调创造高质量的就业机会ꎬ 发展中国家则更

关注在资金、 技术和能力建设方面的援助ꎮ③ ２０２１ 年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 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一号决议指出ꎬ “向最贫穷和最脆弱的地区和人群提

供支持ꎬ 识别这些地区和人群实现公正转型所需要的支持ꎮ” 气候变化奥肯定律

表明ꎬ 短期内碳排放每减少 １％ꎬ 就业人数会相应下降 ０ １０％ꎮ④ 气候政策的实

施ꎬ 会导致落后地区面临的就业压力较发达地区更大ꎮ 因此ꎬ 发展中国家在应

对气候变化进程中ꎬ 所面临的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的挑战更大ꎮ
拉美国家普遍存在 “中等收入陷阱” 和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等问题ꎮ 拉美

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并没有正向激励经济增长ꎬ 反而成为世界银行列举

的 “中等收入陷阱” 的典型地区ꎬ 使整个地区长期处于 “资源诅咒” 状态之

下ꎮ⑤ 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导致的社会福利下降和分配不公等问题引发了 ２０１９
年的 “拉美之乱”ꎬ 进一步阻碍了该地区迈向稳健的发展之路ꎮ⑥ 拉美地区

２０２０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 － ６ ８％ ꎬ ２０２１ 年为 ６ ７％ ꎬ ２０２２ 年预计降到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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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习近平: «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 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上的讲话»ꎬ
人民网ꎬ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ꎮ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２２ / ０６２５ / ｃ１００２ － ３２４５６３２９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０７ － １３]

«英国迎接 ４０ 度创纪录高温天气»ꎬ 新浪财经ꎬ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ꎮ ｈｔｔｐｓ: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ｓｔｏｃｋ / ｕｓｓｔｏｃｋ / ｃ / ２０２２ － ０７ － １９ / ｄｏｃ － ｉｍｉｚｍｓｃｖ２４９５６２９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２２ － ０７ － ２１]

王谋: «欧盟推进气候治理公正转型的经验研究»ꎬ 载 «人民论坛»ꎬ ２０２２ 年第１４ 期ꎬ 第３４ －
３７ 页ꎮ

吴施美、 郑新业、 安子栋: «气候治理与短期经济波动: 气候变化奥肯定律»ꎬ 载 «经济学动

态»ꎬ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４９ － ６６ 页ꎮ
芦思姮: «民粹主义传导下拉美国家的资源依赖与发展困境»ꎬ 载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 (哲

学社会科学版)ꎬ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１０ － １６ 页ꎮ
吴洪英: «百年变局中迷茫的拉美»ꎬ 载 «现代国际关系»ꎬ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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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ꎮ 在疫情冲击下ꎬ 拉美地区的极端贫困人口数量急剧增加ꎬ 劳动力市场

的性别差距不断扩大ꎬ 地区内部的收入和财富分化不断加剧ꎬ 食物和能源价

格的飙升推高了通胀率ꎬ 据估算 ２０２１ 年的消费通胀率高达 １１ ３％ ꎮ① 根据联

合国 «２０２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ꎬ ２０１９ 年拉美地区青年失业率和成人失业

率分别达到 ８ １％和 １７ ９％ꎬ 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５ ４％和 １３ ６％ꎮ② 概言之ꎬ
拉美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公正转型问题更为复杂化和多元化ꎮ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的 “加快技术转移和知识分享” 是中拉气候合作推动

公正转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ꎮ 拉美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实现公正转型

所面临的最大制约是技术因素ꎮ 拉美地区 ２０１７ 年的研发支出仅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 ０ ６７％ ꎬ 而世界平均水平为 １ ７２％ ꎮ③拉美地区的海岸线是世界上人口最

稠密的地区之一ꎬ 有些国家的城市人口生活在海拔不到 ５ 米的地区ꎬ 还有几

百万人生活在飓风路径上ꎬ 使得该地区的居民直接承受海平面上升、 风暴潮

和洪水的影响ꎬ 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需求十分迫切ꎮ 目前ꎬ 已经向 «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秘书处提交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需求报告 (ＴＮＡ) 的拉

美国家有巴拿马、 厄瓜多尔、 多米尼加、 哥斯达黎加、 乌拉圭、 牙买加、 格

林纳达、 古巴、 圭亚那、 秘鲁和萨尔瓦多ꎮ 拉美国家提出的适应技术需求主

要是两类: 一类是基于国内基础设施受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ꎬ 提出保护和改

造基建的技术需求ꎻ 另一类是基于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高温与降水加剧了疾病

传播ꎬ 提出应对极端天气和保护人类健康的技术需求ꎮ④ 近年来ꎬ 我国在 “一
带一路” 框架下持续深入展开技术转移合作ꎬ 并相继建立了中国—东盟技术

转移中心、 中国—中亚技术转移中心和中国—南亚技术转移中心等ꎬ 未来在

全球发展倡议下可以考虑筹建中国—拉美技术转移中心ꎬ 借鉴已有的多种技

术转移方案ꎬ 针对拉美国家的差异化需求展开精准的适应气候变化技术转移ꎮ
(二) 气候韧性基础设施

２０２２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ＩＰＣＣ) 发布第六次评估报告ꎬ 其中

第二组工作组报告 «气候变化 ２０２２: 影响、 适应与脆弱性» 将气候韧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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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为ꎬ 适应与减缓行动相结合以改善自然和人类的福祉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ꎮ① 该报告尤其关注气候韧性基础设施的发展ꎬ 并指出实现气候韧性发展

的机会窗口正在迅速缩小ꎮ 全球城市化的趋势为促进气候韧性发展提供了机

会ꎬ 特别是城市化进程中针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各类科学决策ꎮ 气候韧性

建设成为南南合作的重要内容ꎬ 一方面由于其涉及农业、 粮食、 沿海等多领

域的议题群ꎬ 增加了国家间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交叉领域ꎻ 另一方面由于其

属于适应措施ꎬ 代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ꎬ 有助于缓解发达国家

“重减缓、 轻适应” 立场给中国带来的国际压力ꎮ
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位于暴露度高、 脆弱度高的区域ꎬ 叠加不平等、 贫

困、 人口高密度、 森林砍伐、 生物多样性损失、 土壤退化和经济结构高度依

赖自然资源出口等问题后ꎬ 极易受气候变化的影响ꎮ 气候变化加剧了经济、
种族和社会方面的不平等现象ꎮ 亚马孙雨林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多样性区

域ꎬ 也是全球最大的碳储存库ꎬ 在高温和干旱的影响下ꎬ 已经从碳汇区转变

成为碳源区ꎮ② 在拉美地区建设气候韧性基础设施将会在长期节省大量用于修

复和重建公私资金和人力资本的投入ꎮ
在中拉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议题领域中ꎬ 气候韧性基础设施建设将成为

重点内容ꎮ 一方面是因为拉美地区的基础设施在韧性发展方面存在较大差距ꎻ
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在适应气候变化技术领域尤其是气候韧性基础设施方面

积累了丰富经验ꎬ 而在资金方面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

银行的支持ꎮ 中拉双方在气候韧性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将达成互利、 互补、
共赢的局面ꎮ 根据日本国际合作署和美洲开发银行对拉美 １５ 国基础设施的气

候韧性评估ꎬ 这些地区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平均能力处于初级水平ꎮ③ 其中ꎬ
只有秘鲁、 墨西哥、 哥斯达黎加和哥伦比亚四个国家的气候韧性基础设施处于

良好水平ꎬ 洪都拉斯、 智利、 委内瑞拉、 危地马拉和玻利维亚五个国家处于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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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水平ꎬ 而阿根廷、 多米尼加、 巴拿马、 牙买加、 海地和乌拉圭六个国家则处

于极低水平ꎮ 因此ꎬ 拉美地区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气候变化适应措施不足ꎬ
尤其是韧性基础设施短缺问题ꎬ 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灾害与损失ꎮ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也面临大量典型的气候风险ꎬ 而投资气候韧

性基础设施可带来经济、 社会和环境的多元收益ꎬ 当前正在探索相关的融资

方案和激励机制ꎮ 气候韧性基础设施在规划、 设计、 建造和运行等环节要为

基础设施增加额外韧性ꎬ 使其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ꎮ 作为全球适应

委员会的发起国之一ꎬ 以及引领全球基建发展的大国ꎬ 中国在气候韧性基础

设施建设领域正在加大投入力度ꎮ 世界资源研究所的研究表明ꎬ 在气候韧性

基础设施项目上每投资 １ 元ꎬ 未来 ３０ 年共计可产生 ２ ~ ２０ 元的收益ꎮ① 在全

球范围内ꎬ 气候适应资金高度依赖公共资金ꎬ 未来需要不断拓宽融资渠道以

吸纳优质私营资本加速、 加量地参与其中ꎮ 在中拉气候合作的可能领域中ꎬ
气候韧性基础设施建设将成为对接双方气候适应战略、 解决共同适应难题的

重要领域ꎬ 双方合作将有助于解决所面临的共性难题ꎮ
中拉双方在建设气候韧性基础设施时ꎬ 须践行如下四个方面的原则ꎮ 一

是项目设计前需要进行灾害风险评估ꎬ 具体的工具包可借鉴国际开发银行的

已有做法ꎬ 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创新性指南ꎻ 二是持续升级每个国家的建筑

规范ꎬ 包括机制性政策和工程性工作两个方面ꎬ 不断吸收国际成功经验并分

享教训ꎻ 三是加强灾害风险空间管理计划ꎬ 比如应针对整个流域采取一切降

低洪水风险的必要措施ꎬ 这就要求打破国家间的行政障碍ꎬ 以 “可持续流域”
的观念来推进气候韧性基础设施建设ꎻ 四是适当的基础设施维护极为重要ꎬ
拉美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没有足够的资源投入基础设施维护ꎬ 应以 “基础

设施维护评级” 为着力点展开后续工作ꎮ
(三) 林业碳汇

碳汇交易是指发达国家出钱向发展中国家购买碳排放指标ꎬ 这是通过市

场机制实现森林生态价值补偿的一种有效途径ꎬ 即发展中国家投资造林以增

加碳汇ꎬ 发达国家通过购买碳汇来抵消碳排放进而实现自身碳排放的总量目

标ꎮ 在全球碳汇交易中ꎬ 交易双方分别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集团ꎬ
发展中国家是出售方ꎬ 发达国家是购买方ꎬ 由此为发展中国家在碳汇交易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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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形成合力提供了可能性ꎮ 有研究模拟巴西碳市场分别与欧盟碳市场和中国

碳市场对接的情景ꎬ 认为如果追求深度脱碳的单一目标ꎬ 巴西碳市场应该与

欧盟碳市场相链接ꎻ 而如果追求适度脱碳、 兼顾福利损失和公正转型ꎬ 则巴

西碳市场应该与中国碳市场相链接ꎮ① 林业碳汇对于减贫、 可持续城市与社

区、 减缓与适应、 生物多样性等目标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ꎮ
当前中国正在打造全球最大的林业碳汇市场ꎮ 根据胡鞍钢等人的研究ꎬ

２０３０ 年全国森林蓄积量将达到 ２０８ ９ 亿立方米ꎬ 比 ２００５ 年增加 ７１ ７ 亿立方

米ꎻ 全国森林碳汇量将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２５１ １ 亿吨二氧化碳增加至 ２０３０ 年的

３８２ ３ 亿吨二氧化碳ꎬ 净增加 １３１ ２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ꎬ 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

最大新增森林蓄积量和碳汇量的国家ꎮ② 当前国际林业碳汇市场主要由欧美发

达国家主导ꎬ 碳汇认证不一致、 碳汇价格波动大ꎮ 增加碳汇供给是应对气候

变化的重要手段ꎬ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ꎬ 发展林业碳汇有助于参与制定碳汇

交易的国际标准ꎬ 增强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话语权ꎮ
林业碳汇与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濒

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国际湿地公约» 和 «联合国森林文书» 等

国际公约密切相关ꎬ 是推动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举措ꎮ 当前

全球还未建立起完善的林业碳汇交易市场ꎬ 由于全球主要碳交易平台市场由

需求国建立ꎬ 欧洲是一级市场的推动者ꎬ 而美国是二级市场的最大玩家ꎬ 因

此ꎬ 碳汇交易的价格和机制都未能充分反映供需关系ꎮ 拉美地区林业碳汇的

出售价格长期保持在低位ꎮ 发展中国家需要在林业碳汇领域形成合力ꎬ 着力

打造林业投资—林业增长—碳汇增加—碳汇交易—林业投资的良性循环ꎬ 建

立林业可持续发展的新机制ꎬ 从而加速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目标ꎮ
林业碳汇对拉美地区而言具有特殊意义ꎬ 在亚马孙原始森林从碳汇地转变为

碳源地后ꎬ 唯一的补救办法在于加大该地区的林业投资、 建设新增林业ꎬ 从

而增加碳汇量ꎮ 换言之ꎬ 增加林业碳汇将成为拉美地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的重要举措和富有成效的关键步骤ꎮ
近年来ꎬ 拉美地区的森林碳存储量年增长量为负值ꎬ 严重拖累了全球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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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增汇进程ꎮ 巴西季节雨林和亚马孙热带雨林等区域的林业碳汇功能持续下

降ꎮ 在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间ꎬ 全球林业碳汇净增量为负值的区域由高到低依次是

拉美、 非洲和大洋洲ꎬ 而林业碳汇净增量为正值的由高到低依次为欧洲、 亚

洲和北美洲ꎮ 中国林业碳汇的增加主要得益于人工林建设、 生态修复和生态

工程 (如 “三北” 防护林工程) 等国家战略性规划ꎮ① 对拉美地区而言ꎬ 如

何通过机制化设计来增加林业碳汇ꎬ 是该地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紧迫任务ꎮ
从经济学角度而言ꎬ 拉美地区林业碳汇大量流失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价格过

低无法覆盖其成本ꎬ 成本则包括林业转变为经济作物的机会成本和林业运营

成本两个方面ꎮ 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购买林业碳汇的价格成为双方在国际

气候谈判中的核心议题ꎮ 从林业碳汇交易的角度而言ꎬ 在国际谈判中提升交

易价格对中拉双方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ꎬ 有助于大幅降低双方实现碳中和的

成本ꎮ 对拉美国家而言ꎬ 林业碳汇交易价格只要足以覆盖机会成本和运营成

本ꎬ 将有助于逆转当前该地区碳汇地转变为碳源地的趋势ꎬ 有效遏制亚马孙

流域的大面积毁林行为ꎻ 对中国而言ꎬ 林业碳汇交易一旦达成国际共识ꎬ 近

年来新增的大量林业碳汇将成为中国实现低成本碳达峰和碳中和的重要辅助

手段ꎮ
中拉气候合作中关于林业碳汇的合作机遇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ꎮ 一是着

力构建符合发展中国家国情的多尺度、 全方位综合评估体系ꎬ 力求使发展中

国家在林业碳汇的监测、 统计、 评估方面达成共识和通用标准ꎬ 为形成在全

球碳汇交易中的博弈合力打下基础ꎻ 二是通过交流互动构建林业碳汇的预测

评估能力ꎬ 未来 ３０ ~ ４０ 年是全球主要区域实现碳中和的重要窗口期ꎬ 提升林

业碳汇预测能力有助于清晰把握碳汇交易的供求强度ꎬ 做到 “心中有数”ꎻ 三

是着力建设促进林业碳汇的金融市场ꎬ 以碳金融来支撑可持续林业ꎬ 切实为

发展中国家动员各方资金ꎬ 同时也需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碳金融经验及

技术ꎮ

四　 中拉气候合作面临的挑战

中拉气候合作目前已经具备一些有利因素ꎬ 比如在南南合作框架和金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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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下早已建立良好互动ꎬ 在绿色 “一带一路” 建设中已取得积极成果ꎮ 拉

丁美洲成为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之一ꎬ 中拉双方致力于培育平等、 互利、 开

放、 共赢的新型合作关系ꎮ 但与此同时ꎬ 中拉气候合作领域仍面临一些不可

忽视的困难ꎬ 主要体现为来自美国的外部影响以及拉共体内部对中拉关系走

向的认知ꎮ
一方面ꎬ 美国在政治、 经济和安全领域从未放松对拉美的战略控制ꎬ 随

着美国将气候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ꎬ 中拉气候合作将始终受到美国因素

的影响ꎮ 美国国会中国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２０１８ 年发布的报告认为ꎬ 中国

进入拉美地区有资源、 外交、 认知和地缘政治四个方面的目标意图ꎮ① 在国际

气候谈判场域下ꎬ 拉美国家虽然属于 “７７ 国集团 ＋ 中国”ꎬ 但并没有形成完

全统一的立场ꎮ 部分拉美国家如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独立联盟” 成员在减排

问题、 资金立场上偏激进ꎬ 但阿根廷、 委内瑞拉等国家在很多议题上的立场

与中国比较接近ꎮ 虽然当前在气候议题上拉美国家的分化立场并非完全是美

国直接操控的结果ꎬ 但拉美气候立场的分化对于美国而言则意味着存在多重

博弈空间ꎬ 可以借机开展旨在制约新兴发展中大国的气候外交工作ꎮ 美国作

为拉丁美洲最大的投资者、 贸易伙伴和援助国ꎬ 其话语地位和影响力都是不

可替代的ꎮ 中国与拉美之间的气候合作议题毫无疑问会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ꎬ
而快速发展的中拉关系是美国并不愿意看到的局面ꎮ 因此ꎬ 中拉气候合作进

程需要审慎考虑美国因素的影响ꎬ 并将拉美气候立场分化的不利影响降到

最低ꎮ
另一方面ꎬ 拉共体内部对于中拉合作还存在不同的看法ꎮ 从双边或多边

合作的历程来看ꎬ 参与国家在机制设计、 议题设置和资金安排上的能力不同ꎬ
因此在话语权和主导力上会出现差异ꎮ 在对比了东盟—中国 ( “１０ ＋ １”)、 东

盟—中国、 日本和韩国 ( “１０ ＋ ３”) 以及中非合作论坛的运行效果后ꎬ 拉美

国家认为以 “１０ ＋ ３” 为模式的合作框架更能发挥小国领导大国的作用ꎮ② 以

巴西和委内瑞拉为代表的次区域大国在拉美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ꎬ 对中国参

与拉美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发展始终持警惕态度ꎮ 有量化研究表明ꎬ 中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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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地区日益加深的经济参与使该地区人们对中国的看法出现极化倾向ꎬ 即

要么是非常积极的ꎬ 要么是非常消极的ꎮ① 因此ꎬ 明晰拉共体内部对与中国合

作既欢迎又担忧的心态ꎬ 对中拉气候合作的顺利推进十分重要ꎮ 由此可以得

知ꎬ 虽然中拉在气候谈判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存在较高重叠度ꎬ 但必须高度

重视气候合作推进的方式和方法ꎬ 避免使对方形成 “你主导我跟随” 的认知

从而产生抗拒心理ꎮ
全球发展倡议强调要努力实现不让任何一国、 任何一人掉队的目标ꎬ 为

落实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了 “加速器”ꎬ 将对促进全球平等和

可持续发展做出重要贡献ꎮ 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一项全球挑战ꎬ 既是可持续发

展的内在要求ꎬ 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ꎮ 中拉双方在南南

合作框架和 “一带一路” 倡议下ꎬ 已经在气候合作领域取得显著进展ꎬ 拉美

国家在绿色能源供给系统方面正在不断借鉴中国经验ꎮ 在全球发展倡议的统

领下ꎬ 中拉气候合作以对接重点领域、 对接各国需求和对接合作机制为指导

框架ꎬ 深入挖掘双方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和相互扶持的领域ꎮ
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是中拉双方发展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ꎮ 拉美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存在天然优势和良好基础ꎬ 比如可再生能源水、 风、 光

资源富足ꎮ 中国在水电、 风电和太阳能发电领域已经成为全球领跑者ꎬ 中拉

双方在融合绿色技术与清洁能源方面存在优势互补ꎮ 从国内需求而言ꎬ 中拉

双方都面临如何实现气候变化过程中的公正转型、 气候韧性发展和协同增效

的问题ꎻ 从国际支持而言ꎬ 中拉需要共同发声、 坚定维护 “共同但有区别的

责任” 原则ꎬ “抱团” 争取对发展中国家整体有利的气候条款ꎬ 积极探索基于

市场机制进行减排的各种制度安排ꎬ 如碳市场建设ꎮ
全球发展倡议将为中拉深化气候合作提供契机ꎮ 在一个向低碳和绿色转

型的世界经济中ꎬ 气候合作将贯穿于贸易、 投资和国际援助领域的各个方面ꎬ
而不仅仅局限于国际气候谈判中的相互支持ꎮ 随着数字化、 智能化向传统行

业的渗透ꎬ 中拉气候合作的议题领域将不断扩大ꎮ 中拉双方需要以前瞻的、
发展的、 创新的眼光来看待气候合作中的机遇与挑战ꎬ 为共同实现强劲、 绿

色和健康的发展而持续发力ꎮ
(责任编辑　 王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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