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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加強合作應對氣候危機
兩國聯合聲明：攜手實施《巴黎協定》期待領導人氣候峰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與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克里

15日至16日，在上海舉行會談，討論氣候危機所涉問題。據生態環境部消息，會談結束後，雙方發

表了中美應對氣候危機聯合聲明，宣布中美將致力於相互合作並與其他國家一道解決氣候危機。

雙方既會強化各自行動，又將在多邊進程中開展合作。兩國均期待4月22日至23日美國主辦的

領導人氣候峰會。近期，中美亦將採取系列行動，為解決氣候危機進一步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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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振華與克里解振華與克里1515日至日至1616日在上海舉行會談日在上海舉行會談，，
圖為中美雙方人員合照圖為中美雙方人員合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18日發表的中美聯合聲明指出，中美致力於相互合作並與其他國家一道解決氣候危機，按其嚴峻性、緊
迫性所要求加以應對。未來，中美兩國堅持攜手並與其他
各方一道加強《巴黎協定》的實施。雙方承諾，將為《巴
黎協定》第二條的目的，即「將全球平均氣溫上升控制在
低於2℃之內，並努力限制在1.5℃之內」繼續作出努力，
包括在《巴黎協定》框架下21世紀20年代採取提高力度的
強化行動，以使上述溫升限制目標可以實現，並合作識別
和應對相關挑戰與機遇。

擴國際投融資支持發展國
值得注意的是，兩國在聯合聲明中對4月22日至23日美
國主辦的領導人氣候峰會均表示「期待」。雙方認同峰會
的目標，即在格拉斯哥聯合國氣候公約第26次締約方大會
（今年11月舉行）前提高包括減緩、適應和支持的全球氣
候雄心。
此前，美國白宮發表聲明稱，拜登總統邀請40多位國家
領導人參加將於4月22日至23日舉行的全球氣候變化視頻
峰會，其中包括中、俄領導人。4月1日，外交部回應中國
是否收到邀請、是否將與會的問題時表示，中方已經收到
邀請，目前正在認真研究。
此次中美聯合聲明還列舉了近期中美雙方為解決氣候危機
將採取的一系列行動，包括：兩國均計劃在格拉斯哥聯合
國氣候公約第26次締約方大會之前，制定各自旨在

實現碳中和/溫室氣體淨零排放的長期戰略；兩
國計劃採取適當行動，盡可能擴大國際投融
資支持發展中國家從高碳化石能源向綠
色、低碳和可再生能源轉型；雙方將分別
執行蒙特利爾議定書基加利修正案中所
體現的逐步削減氫氟碳化物生產和消費
的措施。

副外長：應對「氣變」勿拔苗助長
此外，針對要求中國提前實現「碳

達峰」和「碳中和」目標的論調，外交
部副部長樂玉成日前接受美聯社專訪表
示，中國將力爭於2030年前實現「碳達
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自主貢獻
目標。這對於一個14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來
說很不容易。中國與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
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處於不同階段，就好比
中國還是小學生，美國和有關發達國家已經
是中學生了，要求小學生和中學生同時畢業，
這是拔苗助長。發達國家從碳達峰到碳中和大
體需要50年至60年，而中國將力爭30年，已經
很了不起了。中國將繼續秉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
則，為全球減排行動作出更大貢獻。中國「十四五」規
劃增加的相關約束性指標突出了碳達峰導向。我們會說到做
到，全力爭取如期實現既定目標。

中美 18 日發表應對氣候危機聯合聲
明。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專家劉元玲向
香港文匯報指出，在當前中美關係處於低
谷的背景下，中美共同發表聯合聲明傳遞
出非常正向和積極的合作信號，為兩國未

來在氣變領域定下合作基調，為雙方未來繼續開展深
入和實質性的合作奠定了氛圍，值得稱讚，對中美兩
國、以及全球氣候治理的向前發展都是好消息。

民間交流助推合作重啟
在劉元玲看來，未來中美可保持人員的溝通

與交流，為重啟舊有的合作模式以及開展新的
合作創造條件。她建議，除了官方高層外，
雙方還可加強專家、學者乃至商界等不同層
次的氣候溝通與交流。通過多層次的溝通
交流，考慮恢復中美在能源與環境領域
的長期合作框架協議，重啟中美氣候聯
合工作組，重組中美清潔能源研發中
心等，積極探索在工業、電力、交
通、建築、能效等方面的合作。同
時，中美還可重啟兩國地方政府間
的氣候交流與合作，無論是在氣
候教育還是在具體的議題領域，
都存在很大的合作空間。

這位專家建議，中美兩國都
提出了有關碳中和的目標承
諾，兩國可以考慮共同發起
一份關於碳中和合作的新倡
議或者聲明，通過協同共
創來實現各自碳中和目標
的同時，將會把其他國家
也凝聚在一起。此外，歐
盟歷來在氣候變化問題上
發揮着率先垂範的作用，
分別與中美兩國表達過要
攜手合作共同應對氣候變
化的意願。可以通過三方
合作推進《巴黎協定》履

約制度建設，形成全球氣候
治理機制的硬約束。

氣候互信帶動中美關係
「無論如何，拜登政府實現氣候目

標、重塑全球氣候領導力離不開中國的
支持。中國要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要建設

美麗中國，同樣可以將推動美國重返和履行
《巴黎協定》為着力點，重建兩國氣候互
信，並最終帶動中美關係中其他領域問題
的解決。」劉元玲表示，氣候問題是發展

問題，發展問題必將涉及到經貿、投資、金
融、科技等廣泛性議題，倘若中美能在氣候領

域實現良性競爭與積極合作，將可能走出一條具有
創造性和超越性的合作之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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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致力於
相互合作並與其
他國家一道解決
氣候危機。

● 走向未來，中美兩國堅
持攜手並與其他各方一道加強

《巴黎協定》的實施。

● 在《巴黎協定》框架下21世紀20年代採
取提高力度的強化行動。

● 兩國均期待4月22日/23日美國主辦的領導人氣
候峰會。

● 兩國都計劃在格拉斯哥聯合國氣候公約第26次締約方
大會之前，制定各自旨在實現碳中和/溫室氣體淨零排放的

長期戰略。

● 兩國計劃採取適當行動，盡可能擴大國際投融資支持發展中國
家從高碳化石能源向綠色、低碳和可再生能源轉型。

● 雙方將分別執行蒙特利爾議定書基加利修正案中所體現的逐步削減
氫氟碳化物生產和消費的措施。

● 中美將在聯合國氣候公約第26次締約方大會前及其後，繼續討論21
世紀20年代的具體減排行動。

●雙方將合作推動格拉斯哥聯合國氣候公約第26次締約方大會成功。

● 雙方將合作推動在昆明舉行的生物多樣性公約第15次締
約方大會取得成功。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北京報道）
美國新政府上台後，中美關係發展備受各
方矚目。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日前接
受美聯社專訪時表示，中美之間應是你追
我趕的良性競爭，而不是你死我活的惡性
競爭。作為對世界負有特殊責任的兩個大
國，中美要全力避免對抗，尤其要避免人
為製造對抗。樂玉成還提醒，美國不要打
「台灣牌」，這是一張危險的牌。他說，
一個中國原則是中國的紅線，我們絕不允
許「越線」行為。

中美關係要撥亂反正
據外交部網站18日消息，樂玉成在專

訪中表示，50年來，中美關係取得的成就
超過任何預言家想像，給兩國人民帶來巨

大福祉，也證明中美完全可以和平共處、
互利合作、共同進步。雙方要放眼長遠，
審時度勢，牢牢把握和平、合作的大方
向，秉持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
共贏的精神，確保兩國關係健康穩定發
展。樂玉成強調，中國不是美國的對手，
更不是敵人，而是抗疫隊友和發展夥伴。
中美關係要撥亂反正，不能把隊友當對
手。面對疫情挑戰，中美只有攜手合作，
才能共克時艱。

反對任何美台官方往來
針對美國政府派遣低級別代表團赴台

灣，樂玉成強調，台灣問題涉及中國的核
心利益。中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沒有任何
妥協的餘地和退讓的空間。我們堅決反對

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來，無論是低級別
還是高級別。
樂玉成表示，中國國家統一是不可阻擋

的歷史進程和大勢，任何人、任何勢力都
阻擋不了。我們永遠不會允許「台灣獨
立」，中方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統一的
立場堅定不移。

促美勿在南海耀武挑釁
在談到南海問題時，樂玉成指出，南海

距離美國本土有7,000多英里，但對中國
來說是家門口。據統計，過去一年美國向
南海派出軍機約4,000架次，軍艦130多
艘次。
「至於美國能不能來南海？我給你打個

比方，你家門口的路通常行人可以來來往

往，但是如果有人在你家門口拿着武器耀武
揚威，秀肌肉，甚至還向你家裏窺探張望，
長期逗留不走，那就是一種挑釁、一種騷
擾、一種威脅，當然遭到堅決反對。所以關
鍵是在這裏幹什麼，而不是能不能來。」

發展不為爭做世界老大
這位副外長強調，希望美國能夠多做有

利於地區穩定的事，不要挑釁、挑事，重
申南海島礁是我們的固有領土，我們在自
己的島礁上修建設施，改善當地條件，便
利船隻往來，保障航行安全，這些都是正
常的，無可厚非。

談及中國外交政策時，樂玉成表示，和
平發展是中國外交的基石，已寫入中國的
憲法。隨着中國的快速發展，中國國際地
位、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但不管如何發
展變化，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
會變，不稱霸、不搞擴張、不干涉別國內
政的外交方針不會變。我們的確比過去富
了、強了，但我們富而不驕、強而不霸。
我們不認為國強必霸，但我們堅信國霸必
衰。中國的發展不是為了超越誰、取代
誰，也不是為了和誰爭世界老大，而是為
了讓中國人民過上更好的日子，為了推動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北京報道）針對中
美在人權方面存在分歧，副外長樂玉成表示，
中美處於不同發展階段，兩國歷史文化背景不
同，在人權問題上有分歧是正常的。但關鍵是
不能把分歧點變成衝突點，更不能以人權為借
口干涉他國內政。不要在人權問題上好為人
師，當教師爺。
樂玉成指出，人權的內涵很豐富，不同國

家、不同族群有不同的人權訴求。敘利亞、利
比亞的難民對人權的訴求是要生存、要工作、
有飯吃，被警察「跪殺」的美國黑人男子弗洛

伊德的訴求是要能呼吸，廣大非洲裔美國人的
訴求是「黑人的命也是命」，受到不公正對待
甚至暴力威脅的美國亞裔的訴求是免於傷害、
恐懼和歧視。避免因人權分歧影響合作的最好
辦法就是相互尊重、平等對話、互不干涉。
樂玉成說，當年美國以「人權高於主權」的口

號對敘利亞、利比亞等國進行干預，被稱為「阿
拉伯之春」。十年過去了，「春天」在哪裏？我
們看不到「春天」，有的只是戰亂、飢餓、難民
和人權災難，這些國家失去了可以發展的十年，
教訓很深刻。我們不能讓這種悲劇重演。

談人權問題：美勿把分歧點變衝突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

道）針對所謂美西方搞有罪推定、借口
「強迫勞動」制裁新疆企業，副外長樂
玉成重申，新疆不存在「強迫勞動」。
勞動者自願簽訂勞動合同，權益得到保
障，享有自己的勞動成果。在新疆摘棉
花是高收入工作，更何況新疆全區棉花
機播率達到100%、機採率達到70%。
近日，瑞士良好棉花發展協會（BCI）
上海代表處發表聲明稱，按照BCI的審
核原則，新疆沒有發現一例「強迫勞

動」現象。
樂玉成表示，被制裁的新疆企業都是合

法註冊、合規經營，企業員工都對工作非
常滿意。制裁損害了這些企業的利益，也
損害了新疆老百姓的利益，而且一定程度
上影響了棉花等產品的全球產業鏈、供應
鏈穩定。美西方制裁的真實意圖根本不是
保護人權，而是破壞新疆的穩定，遏制中
國的發展。制裁的結果是破壞了當地人
權，在新疆人為製造「強迫失業」「強迫
貧困」。

談「制裁疆棉」：美西方製造「強迫失業」

● 新疆全區棉花機播率達到
100%、機採率達到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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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副外長促美勿打「台灣牌」：
一中是紅線 永不允「台獨」

●2021年4月16
日，中國外交部
副部長樂玉成接
受美聯社專訪，
就中美關係、涉
疆 、 涉 港 、 台
灣、南海等問題
闡述中方立場。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