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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菲格雷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法国外长、巴黎气候
变化大会主席法比尤斯与法国总统奥朗德（从左至右）一起牵手，庆祝巴黎气候协议达成 （新华社发)

洛阳新春都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招聘

联系人：赵经理 62311856 13592079571
以上人员一旦录用，可交纳社保，待遇优厚！

◆药店店长（1人）有2年以上药店管理工作经验
◆电商运营（2人）有2年以上电商运营推广经验
◆药店营业员（5人） ◆中医大夫（2人）
◆OTC商务经理（1人）◆药品控销总经理（1人）

洛阳市老城区西大街122号 13233923263

洛阳市肛肠医院招聘

内、外、妇、儿、X光、病理医生
数名、护士数名

由于业务发展需要，拟招聘:

应届本科、研究生优先

招聘专栏 电话：65139977 65139988

历经约两周“马拉松式”谈判，巴黎气候变化大会通过《巴黎协定》

全球气候变化新协定有哪些要点？

□新华社特稿（记者 徐超）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 12 日晚通过《巴黎协定》，为
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做出安排。历经约
两周“马拉松式”谈判，大会达成的协定缘何备受关
注，同时获得外界普遍好评？

共识“来之不易”

纵览《巴黎协定》具体内容，《巴黎协定》在推动各
国为减排付诸行动方面频繁使用“邀请”“呼吁”“要
求”和“进一步要求”等措辞。虽然这些措辞在约束力
上有所欠缺，但考虑到《巴黎协定》牵涉《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近200个缔约方，内
容根据缔约方的多样性诉求所展现出的“弹性”被认
为对《巴黎协定》达成至关重要。

事实上，绝大多数《公约》缔约方均认同遏制全球
气候变暖、使用清洁能源的重要性，但相关举措需要
的资金投入以及对自身经济的制约作用让不少国家
有所顾忌，这为《巴黎协定》内容纳入更多约束性措辞
带来了难度。

在这种情况下，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交“国家自
主贡献”文件，《巴黎协定》文本12日晚在《公约》缔约
方大会上未经拖延而获得顺利通过，均显示出先前达
成的共识所获得的肯定与支持。

“全球合作”的典范

这次《巴黎协定》的出炉，被不少分析师、媒体和
官员誉为“全球合作”的典范。

设在美国华盛顿的智库世界资源研究所气候项
目负责人珍妮弗·摩根认为，与《公约》框架下先前的
法律文件不同，《巴黎协定》不仅富有雄心，而且得到
了更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标志着一种国际合作的
新形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在一个共同
且公平的框架下”。

值得强调的是，中国在推动全球减排举措的国际
合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中方一直积极推动
巴黎谈判取得成功。习近平主席就此多次与有关国
家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并出席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开
幕式，系统阐述了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张，为
谈判提供了重要政治指导。中方团队本着负责任、合
作精神和建设性态度参与谈判，为促成巴黎气候变化
大会达成协议做出了重要贡献。

履约任重道远

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现在已经进入又一个挑战阶段，即条约的迫切履行。
眼下，各国只是通过谈判代表在外交上取得共识，而
要将这一共识付诸行动，需要考验的是各国推动本国
社会、经济和民众共同参与的政治智慧和决心。

路透社报道，不少国家在履行减排承诺问题上面
临来自国内的不小阻力。

以美国为例，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为削减碳排放
几乎用尽行政权力，付出更多减排努力似乎要依赖由
共和党控制的国会。现实情况是，共和党对气候变化
是严重问题的说法并不买账。

此外，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在推动清洁能源方
面也阻力重重。

《巴黎协定》终获通过，
各方怎么看？

□新华社特稿（记者 杨舒怡）

历经约两周“马拉松式”谈判，巴黎气候变化大会12日晚通过全球气候变化新协定——《巴黎协
定》。《巴黎协定》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做出安排。近200个缔约方一致同意通过该协定。

《巴黎协定》共29条，包括目标、减缓、适应、损失损害、资金、技术、能力建设、透明度、全球盘点
等内容。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当天还通过了相关决议，就《巴黎协定》的具体落实和一些细节问题做
出了安排。

以下是该协定的要点

长远目标

《巴黎协定》的长远目标是确保全球平均气温较
工业化前水平的升高幅度控制在2℃之内，并为把
升温控制在1.5℃之内“付出努力”。研究显示，目前
全球平均气温已经比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大约1℃。

与会各方承诺将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不再继
续增加；到2050年后的某个时间点，使人为碳排放
量降至森林和海洋能够吸收的水平。

减排目标

为实现该协定的长远目标，与会各方同意每隔
5年重新设定各自的减排目标。目前已有180多个
国家和地区提交了从2020年起的5年期限内的减排
目标。

该协定对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提出了绝对值要
求。鉴于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能力仍在不断发展中，
该协定未对其减排目标提出绝对值要求，但“鼓励”
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情况变化尽可能做到这一点。
在此之前，发展中国家应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控制碳
排放增长。

评估目标

《巴黎协定》设定的初期减排目标，仍不足以实
现长远目标。因此，该协定要求与会各方在今后4
年内重新评估各自的减排目标，以便适时做出调
整。该协定希望，各个国家和地区能够在可再生能
源更廉价、更有效的前提下加大减排力度。

透明度

该协定做出透明度规定，要求缔约方汇报各自
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以及减排进展，但赋予发展中
国家适度“弹性”。

资金

《巴黎协定》要求发达国家继续向发展中国家提
供资金援助，从而帮助后者减少碳排放及适应气候变
化。该协定也鼓励其他国家在自愿基础上提供援助。

《巴黎协定》没有对这类资金援助做出（？）具体
金额规定。据了解，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
会上，发达国家曾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
提供1000亿美元用于支持后者应对气候变化，但至
今未兑现。

损失和破坏

该协定包含“承认”损失和破坏的内容，主要是
针对由气候变化引发的灾难。不少岛国正面临海平
面上升所带来的威胁，对该条款表示欢迎。

美国先前一直反对在该协定中增加这一内容，
担心其会招致一系列与极端天气相关的索赔要求。
最终，《巴黎协定》包含了“承认”损失和破坏内容，但
特别备注这并不意味着界定责任或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