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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将深刻影响地缘关系ꎬ 地缘竞合关系同时

也将塑造全球气候治理的合作走向ꎮ 地缘政治背景下ꎬ 非洲气候问题成为大

国竞合的前沿议题之一ꎬ 非洲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角色变得更加复杂ꎬ 并随

非洲自主性增加和大国竞争牵动而呈现新的变局ꎮ 随着世界范围内新一轮工

业革命加速和全球碳中和趋势的加强ꎬ 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向绿色低碳转型ꎬ
以及世界地缘政治格局重组、 国际秩序转型ꎬ 全球气候地缘竞合转型中的非

洲气候议题存在非洲自主和大国竞合的双重逻辑ꎮ 在气候地缘竞合影响下ꎬ
非洲正在成为各大主要力量博弈和竞争的舞台ꎬ 主要体现在气候领导力、 气

候方案供给和气候能力建设等方面ꎬ 其中关键内涵是气候地缘竞合变化ꎮ 大

国在非洲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扮演竞争性角色ꎬ 同时也有合作的一面ꎬ 集中

于多边气候谈判、 多边国际开发合作等ꎮ 面向未来ꎬ 在推动构建新时代中非

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目标指引下ꎬ 中非

双方应进一步加强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战略协作ꎬ 在传统合作的方式上进一

步探索创新、 提升合作效率和成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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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危机不仅会对地球生态系统造成一系列损害ꎬ 而且给人类健康、 经

济社会发展、 国际关系等带来新挑战ꎮ 在全球逐渐迈入碳中和时代的背景下ꎬ
气候地缘竞合逐渐步入全球政治的舞台中央ꎮ 气候变化已成为地缘政治经济

竞争高地ꎮ① 与传统地缘政治不同ꎬ 气候地缘竞争将刺激绿色投资、 绿色产业

技术发展以及推进全球气候变化行动ꎮ 作为全球气候地缘竞合焦点的非洲地区

是气候变化最脆弱地区ꎬ 新冠肺炎疫情叠加的经济和气候风险对非洲造成严重

冲击ꎮ 美国拜登政府绿色新政、 «欧洲绿色协议»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ａｌ) 和中

非合作等相继提到对非洲地区的气候变化适应力和绿色基础设施的支持ꎬ 大

国的非洲气候竞合关系将影响到全球气候地缘竞合演进图景ꎮ② 随着气候危机

的升级ꎬ 非洲气候议题已经成为当前全球地缘政治的重大议题ꎬ 非洲既是全

球气候治理的客体ꎬ 也是全球气候谈判的关键主体之一ꎬ 非洲成为全球气候

地缘竞合的前沿及重点ꎮ 基于非洲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多重属性ꎬ 大国

对于非洲气候地缘安全、 气候地缘政治、 气候地缘谈判、 气候地缘经济等方

面存在诸多竞争与合作③ꎬ 气候地缘竞合变化中的非洲议题作为全球治理变局

中的显要挑战ꎬ 已经逐渐影响大国气候竞合关系和气候地缘竞合发展ꎮ 中非

气候合作正迎来新的机遇、 挑战和变局ꎮ 鉴此ꎬ 本文拟从气候地缘竞合视角

考察非洲气候治理问题ꎬ 气候地缘竞合的变化对大国非洲气候议题的影响ꎬ
以及气候地缘竞合背景下的中非气候变化合作ꎮ

一　 全球气候地缘竞合中非洲的地位与作用

传统意义上ꎬ 地缘政治从地缘角度出发强调国际政治中地理因素对国家

间相互关系的影响ꎬ 随着非传统安全议题和非国家行为体发展ꎬ 地缘政治出

现了以非传统安全为核心的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共同合作态势ꎬ 气候

变化危机下的地缘安全已成为一个焦点领域ꎮ 伴随着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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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ꎬ 且随着 ２０２１ 年格拉斯哥气候大会后世界范围内气候治理进程提速ꎬ 非洲

因素在气候地缘竞合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ꎮ
第一ꎬ 在气候地缘安全上ꎬ 非洲深受全球气候安全赤字的长期影响ꎮ 非

洲国家排放的温室气体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所占的比例微小、 增长缓慢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随着非洲经济社会的发展ꎬ 非洲二氧化碳排放量缓慢增加ꎬ
２０１９ 年碳排放量约占世界的 ３ ７％ ꎮ 但由于地理环境和发展阶段等因素ꎬ 非

洲是气候变化受影响最脆弱的地区ꎬ 非洲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①都在

气候变化中承受着日益严峻的安全威胁ꎮ 非洲大陆气温上升速度快于全球平

均水平ꎬ 因此全球变暖对于非洲的影响是毁灭性的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ꎬ 世界气象

组织牵头发布的 «２０１９ 年非洲气候状况»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２０１９)
指出ꎬ 气温升高、 海平面上升、 降雨模式改变和更加频繁的极端气候正在威

胁非洲的居民健康、 食品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ꎮ② 气候变化影响非洲的水资源

与粮食安全ꎬ 从安全纽带的影响来看ꎬ 非洲的水、 能源和粮食的相互关联和

传导所产生的安全影响日益严重③ꎬ 随着气候变化对于非洲的影响日益加剧ꎬ
这将进一步加重粮食安全、 水资源等压力ꎮ 据非洲经济委员会下属的非洲气

候变化政策中心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ｅｎｔｒｅꎬ ＡＣＰＣ) 统计ꎬ 气候变化对非

洲国内生产总值变化具有较大的关联性影响ꎬ 全球气温每升高 １ 摄氏度和 ４
摄氏度ꎬ 会使非洲大陆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下降 ２ ２５％和 １２ １２％ ꎬ 其中西部非

洲、 中部非洲和东部非洲比南部非洲和北部非洲负面影响更为严重ꎮ④

总体看ꎬ 非洲大陆极易受到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的复合型影响ꎬ 粮食安全、
可持续供水和极端天气现象是需要非洲和全世界共同应对的重大问题ꎮ 在 ２０１９
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ꎬ 非洲国家呼吁联合国宣布全球气候进入紧急状态ꎬ
并要求各国为气候行动计划加上法律约束力以增加对非洲的各方面支持ꎮ⑤

第二ꎬ 在气候地缘政治上ꎬ 非洲气候共同立场和共同需求已经形成ꎬ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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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重大影响ꎮ 整个非洲碳排放占世界的比例小ꎬ 且非洲经济发展水平落后ꎬ
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低ꎬ 非洲发展的脆弱性决定了非洲国家具有共同的气候立

场和强烈的气候需求ꎮ 非洲国家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ꎬ 并在全球气候变化

谈判的早期由缺乏统一立场逐步形成了共同立场ꎬ 以 ２００９ 年非洲联盟首脑会

议通过的 «非洲关于气候变化共同立场的决定»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为代表ꎮ 非洲国家气候谈判有两个坚实的

支柱: 一个是 “非洲共同立场”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ꎬ 另一个是 “非洲

共同立场” 谈判联盟ꎬ 即 “非洲集团”ꎮ① 保证自身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

利ꎬ 争取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是非洲国家关注的重点ꎮ② 非洲集团强调需要

商定发展中国家所需的优先内容ꎬ 尤其是损失和损害、 应对措施以及长期全

球目标 (ＬＴＧＧ) 的定期评审以及资金等ꎮ 自 ２０１５ 年 «巴黎协定» 签订以来ꎬ
国家自主贡献已成为指导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主要工具ꎮ 目前ꎬ 已有 ５２ 个非

洲国家提交了第一批国家数据ꎬ 目前 ２０２０ 年修订后的国家数据也正在提交

中ꎮ③ 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３ 届非盟峰会成立了 “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应对气候变

化委员会” (ＣＡＨＯＳＣＣ)ꎬ 负责协调非洲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ꎬ 确保

非洲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用一个声音说话ꎮ 近年来ꎬ 非洲环境问题部长级会议

成为非洲最重要的气候变化政策制定机制之一ꎮ 在 ２０１６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

会上ꎬ “非洲行动峰会” 通过 «非洲行动峰会宣言»ꎬ 旨在联合非洲各国就应

对气候变化发出共同声音ꎬ 呼吁其他国家、 特别是发达国家加强与非洲合作ꎬ
为非洲国家提供具体和有效的支持ꎮ④

第三ꎬ 在全球气候谈判和气候治理进程中ꎬ 非洲已成为重要的力量和利

益攸关方ꎮ 非洲气候变化谈判小组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ｏｒｓ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在 １９９５ 年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ＵＮＦＣＣＣ) 缔约方第一

次大会上成立ꎬ 该组织在成立伊始就成为最大的区域气候谈判集团之一ꎬ⑤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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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地缘竞合背景下的非洲议题与中非合作　

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代表非洲地区的利益ꎬ 发出非洲共同和统一的声音ꎮ 非

洲国家一直积极参与历次国际气候变化谈判ꎬ 并且形成了具有特色的谈判机

制ꎮ 非洲国家主要通过 “非洲集团” “七十七国集团 ＋ 中国” “最不发达国

家” 等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ꎮ① 非洲集团在气候变化谈判过程中坚持 “共同

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ꎬ 提出应加大气候适应能力、 技术、 资金支持和应对

气候灾害的援助ꎮ 非洲领导人当前已积极响应ꎬ 遵循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 下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承担发展中国家的责任ꎮ 非洲国家也

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气候变化问题决策机制ꎬ 同时通过不同集团积极参与谈判ꎬ
形成了一股日益复杂的、 不容忽视的力量ꎬ 并成为推动气候变化谈判前进的

重要力量ꎮ ２０１１ 年南非德班气候变化大会通过的 “德班平台” 以及 ２０１６ 年马

拉喀什气候大会通过的 “伙伴关系计划”ꎬ 既反映了非洲在全球气候治理的非

洲智慧和方案ꎬ 也成为全球气候行动进程的里程碑ꎮ 近年来ꎬ 非洲集团在国

际气候变化谈判中地位日益受到各方的重视ꎮ ２０２１ 年底的 «巴黎协定» 将非

洲纳入到一个崭新的自主贡献减排体系中ꎬ 允许从其自身国情和能力出发进

行气候减缓、 适应等行动ꎬ 非洲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利益攸关方ꎮ
第四ꎬ 在全球气候治理改革方面ꎬ 非洲持续谋求气候正义和气候援助ꎮ

由于地理因素的影响ꎬ 加上经济欠发达ꎬ 非洲国家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ꎬ
正蒙受着比其他地区更为严重的影响ꎬ 且未来很有可能承担更多损失ꎬ 所以

非洲国家特别期待气候公平与气候正义ꎮ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指出ꎬ “作
为对气候危机影响最小的大陆ꎬ 非洲理应获得最强有力的支持和声援ꎮ 非洲

气候适应加速计划ꎬ 以及其他雄心勃勃的非洲倡议必须获得支持ꎬ 以全面实

现相关气候目标联合国坚定承诺将与非洲共同努力ꎬ 我强调是 ‘共同’
努力ꎬ 为非洲描绘繁荣和可持续的未来提供所需的支持ꎮ”② 非洲国家领导人

在各种场合大力呼吁国际社会对非洲及最不发达国家给予特别关注ꎮ 联合国

气候变化大会上 “非洲行动峰会” 和非洲的 “泛非洲气候正义联盟” 不断谋

求对非洲的气候援助ꎮ③ 由于适应能力较弱ꎬ 非洲更加重视气候适应问题ꎬ 非

７９

①

②

③

另外ꎬ 非洲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决策机制也在持续完善ꎮ 非洲环境问题部长级会议、 非洲国

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应对气候变化委员会、 非盟委员会、 非盟首脑会议等机制作为非洲应对国家气候变

化问题的主要决策机制ꎬ 在非洲气候共同立场的塑造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ꎮ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加强气候适应、 将非洲的气候雄心变为现实»ꎬ 载联合国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ｓｔｏｒｙ /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１０８１３９２ꎬ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０６ꎬ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０８ꎮ
“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ꎬ Ａｌｌ Ａｆｒｉｃａꎬ １４ Ｄｅｃ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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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适应倡议 (ＡＡＩ) 和非洲农业适应倡议 (ＡＡＡ) 已经成为非洲气候适应的

重要着力点ꎮ 在 ２０２１ 年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上ꎬ 非洲领导人着重强调全球

温控 １ ５ 摄氏度的必要性、 强调 “损失和损害 ( ｌｏｓｓ ａｎｄ ｄａｍａｇｅ)” 原则和长

期资金 (ＬＴＦ) 的安排ꎬ 特别呼吁发达国家每年 １ ０００ 亿美元气候资金的落

实ꎮ① ２０２１ 年联合国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 “格拉斯哥—沙姆沙伊赫全球

适应目标两年工作计划” (Ｇｌａｓｇｏｗ － Ｓｈａｒｍ ｅｌ － Ｓｈｅｉｋｈ Ｗｏｒｋ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ｏ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ａｌ ｏｎ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ꎬ 其中关于非洲国家气候适应能力建设是核心内容ꎮ

二　 气候地缘竞合中的非洲议题及走向

尽管非洲集团和非洲议题始终是联合国气候谈判历次会议的热点之一ꎬ
但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在应对全球治理中长期处于 “治理客体” 而非 “治理主

体”ꎬ 即使是非洲地区大国ꎬ 如南非、 尼日利亚等国亦在落实气候变化政策和

措施方面的执行力相当有限ꎬ② 这主要是非洲国家普遍缺乏主动作为的经济和

物质条件ꎮ③ 随着全球气候问题恶化及其影响加剧ꎬ 全球气候治理议题迈入世

界舞台的核心ꎬ 全球性或区域性大国在对非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内涵、 广度及

关联度都在持续拓展ꎮ 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客体、 气候谈判博弈参与方、 绿

色低碳投资热点以及对华竞合高地ꎬ 非洲气候议题在大国气候地缘博弈中的

热度日趋上升ꎬ 并成为主要大国竞合的前沿ꎬ 非洲气候议题逐渐成为主要大

国气候治理战略、 绿色经济战略和软实力战略的重点ꎮ
第一ꎬ 非洲集团是气候变化谈判各方争取的重点ꎮ 在 «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 下ꎬ 中国长期坚持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南南合作和 «京都

议定书» 关于发达国家率先减排的原则ꎬ 通过 “七十七国集团 ＋ 中国” 来维

护非洲国家的发展权利ꎬ 合力应对欧盟和美国代表的伞形集团压力ꎬ 并要求

发达国家承担对非洲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ꎬ 与非洲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共同利

益保持一致ꎮ 但美国和欧盟长期注重分化发展中国家团结ꎬ 试图拉拢非洲国

８９

①

②

③

参见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ｆｃｃｃ ｉｎｔ / ｎｅｗｓ / ｃｏｐ２６ － ｒｅａｃｈｅｓ －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
ｏｎ － ｋｅｙ － ａｃｔｉｏｎｓ － ｔｏ － ａｄｄｒｅｓｓ － ｃｌｉｍａｔｅ － ｃｈａｎｇｅꎬ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０８ꎮ

王一晨: «应对气候变化ꎬ 非洲的立场和难点是什么»ꎬ 载 «世界知识» 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４ 期ꎬ
第 ３７ ~ ３９ 页ꎮ

ＷＭＯꎬ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２０２０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ｗｍｏ ｉｎｔ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ｌｖｌ ＝ ｎｏｔｉｃｅ＿
ｄｉｓｐｌａｙ＆ｉｄ ＝ ２１８８０＃ ＹａＵＨｗｃｉ － Ｃｉｈꎬ ２０２１ － １１ －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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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协调气候谈判立场ꎮ①

２００７ 年巴厘岛气候大会以来ꎬ 发达国家致力于削弱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

任” 原则、 拆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 “防火墙”ꎬ 以达到让中国等新

兴发展中大国承担量化减排责任的目的ꎮ 以南非德班第 １７ 次气候变化大会为

主要标志ꎬ 非洲集团尤其南非成为发达国家的重要工作对象ꎮ 欧盟加大了拉

拢南非主席国和非洲集团的力度ꎮ② 欧盟利用非洲集团对资金援助诉求ꎬ 在气

候谈判中把中国等发展中大国减排与发达国家资金援助承诺相挂钩ꎮ 在德班

气候大会上ꎬ 非洲国家支持为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统一减排协议制定

时间表ꎬ 对新兴发展中大国反对全球法律减排框架有所微词ꎻ 南非和埃塞俄

比亚等国还积极推进欧盟关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减排路线图ꎬ 这使

发展中国家内部就减排问题产生一些分歧点ꎮ③ “德班增强行动平台” 作为发

达国家开展对非气候外交的成果ꎬ 它对 “南北国家” 减排 “防火墙” 有所消

减ꎬ 之后的华沙气候大会强调不区分南北国家的国家自主贡献 ( ＩＮＤＣｓ)ꎬ 并

在 «巴黎协定» 中固化为法律约束ꎮ
２０１５ 年欧盟、 美国联合非洲、 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岛屿国家在巴黎气候大

会上组成 “雄心联盟” (Ｈｉｇｈ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ꎬ 要求将 ２１ 世纪末全球温升

目标从 ２ 摄氏度进一步降低到 １ ５ 摄氏度目标ꎬ④ 此后 １ ５ 摄氏度成为欧盟借

助非洲集团分化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关键领域ꎮ 拜登政府也计划借助非洲力量

恢复美国全球气候领导力ꎬ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由美国主办的领导人气候峰会特

别邀请了五位非洲国家领导人⑤参会ꎬ 五国元首聚焦气候适应和抗御力等领域

进行了发言ꎮ 英国和美国气候代表在 ２０２１ 年格拉斯哥气候大会期间ꎬ 频繁与

非洲集团协调立场以推进格拉斯哥成果文件ꎮ

９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Ｕｒｍｉ Ａ Ｇｏｓｗａｍｉꎬ “Ｄｕｒｂａ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Ｔａｌｋ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Ｒｅｇｉｍｅ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ａ Ｎｅｗ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ꎬ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ｉｍｅｓ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３ꎬ ２０１１

德班气候大会的非洲会议中心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ａｖｉｌｉｏｎ) 就是英国资助建设的ꎮ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ＥＵ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ꎬ Ｊｕｌｙ ８ꎬ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ｅｎｅｒｇｙ / ｔｏｐｉｃｓ / ｅｎｅｒｇｙ － ｓｙｓｔｅｍ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ｅｎ＃ｅｕ －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２５

Ｎ Ｒ Ｋｒｉｓｈｎａｎꎬ “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Ｔｕｒｎｅ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ｎｄｉａ ａｔ Ｄｕｒｂａｎ”ꎬ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Ｌｉｎｅꎬ Ｔｈｅ Ｈｉｎｄｕ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ꎬ
２０１１

«巴黎气候大会最后阶段 欧美联手推出雄心联盟»ꎬ 载环球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ｇｊ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１１ / ７６６５９１６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１ － １１ － １０ꎮ

即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 (Ｃｙｒｉｌ Ｒａｍａｐｈｏｓａ)、 加蓬总统阿里邦戈翁丁巴 (Ａｌｉ Ｂｏｎｇｏ
Ｏｎｄｉｍｂａ)、 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费利克斯齐塞克迪 (Ｆéｌｉｘ Ｔｓｈｉｓｅｋｅｄｉ)、 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雅塔

(Ｕｈｕｒｕ Ｋｅｎｙａｔｔａ) 以及尼日利亚总统穆罕默德布哈里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ｕ Ｂｕｈａｒｉ)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第二ꎬ 对非洲实施绿色发展援助成为大国多边合作的高地ꎮ 随着应对气

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化ꎬ 绿色低碳清洁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潮流ꎮ
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全生命周期、 通过绿色低碳发展实现 «巴黎协定»
目标也已经是广大非洲国家共识ꎬ 而推进非洲国家实现绿色发展是联合国和

主要大国的共同责任ꎮ
一方面ꎬ 主要大国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下共同推进绿色开发援助ꎮ ２０１６

年中国主持二十国集团会议期间、 推进了各国协调财政资源以共同促进非洲

等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ꎮ ２０１９ 年马德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ꎬ 中国和欧

盟共同推进马拉喀什全球气候行动伙伴关系的践行ꎬ 并计划将合作聚焦于关

切非洲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和情况ꎮ① 在 ２０２１ 年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上ꎬ 美

国和欧盟同南非结成伙伴关系ꎬ 以支持南非乃至整个非洲地区的低碳绿色发

展转型融资ꎮ 在多边框架下ꎬ 中国和欧美国家能够通过技术和理念分享ꎬ 帮

助非洲这样的欠发达地区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实现可持续发展ꎮ②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ꎬ
世界银行发布的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５ 年气候变化行动计划»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５)ꎬ 强调推动多边金融合作以促进非洲

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实现ꎮ③ 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绿色气候基金

(ＧＣＦ) 下ꎬ 欧盟、 世界银行已经筹资 １００ 亿美元ꎬ 而欧洲投资银行与世界银行

合作为非洲的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资金ꎮ 非盟制定的 “非洲基础设

施发展方案” (ＰＩＤＡ) 是一个多部门方案ꎬ 涵盖交通、 能源、 跨界水以及信息

和通信技术等领域ꎬ 致力于通过改善区域基础设施促进非洲大陆一体化ꎬ 该方

案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ＡＩＩＢ) 国际机构等支持ꎮ
另一方面ꎬ 非洲始终是美西方国家气候变化对外战略布局重点ꎮ 欧盟长

期注重与非洲的气候合作ꎬ 特别是注重与非洲气候立场的协调ꎬ 以及对共同

关心的气候议题的合作ꎮ 在 ２０００ 年非洲—欧盟峰会上ꎬ 欧洲国家强调在欧非

协同应对气候挑战和环境退化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ꎬ 第二届欧盟—非洲首脑会议通

过了 «非洲—欧盟战略伙伴关系» 的联合战略文件ꎬ 并为落实该战略制定了

００１

①
②

③

周逸江: «德国对外气候援助的行为及其动因分析»ꎬ 载 «德国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ꎬ 第１７ ~３８ 页ꎮ
张永生、 巢清尘、 陈迎、 张建宇、 王谋、 张莹、 禹湘: «中国碳中和: 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和绿

色转型»ꎬ 载 «国际经济评论»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９ ~ ２６ 页ꎮ
参见世界银行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ｏｐｅ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０９８６ / ３５７９９ / ＣＣＡＰ －

２０２１ － ２５ ｐｄｆ?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 ２＆ｉｓＡｌｌｏｗｅｄ ＝ ｙꎬ ２０２１ － １１ － ２４ꎮ



气候地缘竞合背景下的非洲议题与中非合作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 行动计划»ꎬ 其中气候变化被列为双方合作的八个优先领域之

一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ꎬ 非洲和欧盟部长级会议还通过了 «非洲和欧盟关于气候变

化的宣言»ꎬ 表明了双方对国际气候谈判的立场与合作的意愿ꎮ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ꎬ
欧盟发布了 «对非洲全面战略»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文件ꎬ 强调欧盟对非洲气候援助承诺ꎮ 美国拜登政府以应对气候危机为着力

点ꎬ 将非洲纳入其全球气候治理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使得非洲的全球气候

角色将更加凸显ꎮ 当下ꎬ 美国提出 “气候融资计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ｌａｎ)ꎬ
预计到 ２０２４ 年将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公共气候财政合作资金翻一番ꎬ 推

动发展中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ꎮ① 美西方国家针对包括气候变化领域在内的

非洲基础设施不足状况ꎬ 不断推出各种战略和方案ꎬ 以期利用援助和经贸合

作等手段掣肘非洲国家的内外政策ꎮ 欧盟—非洲基础设施信托基金 (ＥＵ －
ＡＩＴＦ) 和欧盟发展合作工具 (ＤＣＩ) 资助的泛非计划ꎬ 都旨在促进发达国家

对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基础设施的投资ꎮ②

实际上ꎬ 美西方国家对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援助一直处于

一种 “口惠而实不至” 的状态③ꎬ 如联合国 «巴黎协定» 下发达国家需向发

展中国家每年援助 １ ０００ 亿美元气候基金 (ＧＣＦ)ꎬ 目前仅到位 １００ 亿美元左

右ꎬ 而援助最不发达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尚未到位ꎮ 美国

奥巴马政府时期提出的 “电力非洲” 和 “非洲青年领袖倡议” 计划ꎬ 在特朗

普当政时期则出现被搁置情况ꎮ 在非洲国家最期望达成成果的气候援助问题

上ꎬ 发达国家长期无法有效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ꎮ④

第三ꎬ 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成为美西方国家对华地缘竞合的工具ꎮ 西方国

家对于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感到担忧⑤ꎬ 致力于化解和对冲以经济合作和基础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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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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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ｎ －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ｆｒｉｃａ － ｅｕ －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ａｎ － ａｆｒｉｃａｎ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２４

参见 «应对气候变化需各方加强合作———访中国 ＣＯＰ２６ 代表团团长赵英民»ꎬ 载 «光明日报»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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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ｌｋｓ － ｆａｉｌ － ａｆｒｉｃａꎬ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２５

赵晨光: «美国 “新非洲战略”: 变与不变»ꎬ 载 «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１５ ~
１２６ 页ꎻ 张春、 赵娅萍: «美国对非洲政策的战略指向及未来走势»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３ ~ ２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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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建设为重点的 “一带一路” 影响力ꎬ 并追求自身在非洲的主导地位ꎮ 在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上ꎬ 为制衡中国的影响ꎬ 与会国决定推出应

对 “一带一路” 倡议的替代方案 “清洁绿色倡议” (Ｃｌｅ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①ꎮ
峰会发布的联合公报提出 “改变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方式ꎬ 包括通过一项清洁

和绿色增长倡议ꎬ 为世界建设更好的基础设施ꎮ 与会国决心深化目前的伙伴

关系ꎬ 与非洲达成一项新的协议ꎮ”② 美国也提出旨在同中国 “一带一路” 倡

议相竞争的 “重建更美好世界” 倡议 (Ｂｕｉｌｄ Ｂａｃｋ Ｂｅｔｔｅｒ Ｗｏｒｌｄ)ꎬ 强调价值观

驱动、 高标准ꎬ 重视气候变化、 卫生安全等公共领域ꎬ 特别是致力于从价值

和环境标准方面发挥其主导力量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ꎬ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在访问非洲三国时ꎬ 强调推进美非气候变化合作ꎬ 与非洲共同重建更具包容

性的全球经济ꎮ③ 欧盟也提出了与 “一带一路” 倡议相对应或相替代的 “全
球门户倡议”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ａｔｅｗａｙ) 方案ꎮ④

第四ꎬ 在非洲的气候地缘竞合态势使南南气候合作呈现复杂趋势ꎮ 当前

的全球气候治理格局从传统的 “南北分野” 朝新的错综复杂变局发展ꎬ 大国

在非洲的竞合对以 “七十七国集团 ＋ 中国” 为核心的南南气候变化合作形成

冲击ꎮ １９９２ 年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开启了南南合作共同要求发达

国家率先减排并承担资金技术义务的局面ꎮ «巴黎协定» 实质上已将发展中国

家纳入全球减排行列ꎮ⑤ «巴黎协定» 第三条规定ꎬ “所有缔约方努力将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加”ꎬ 而 ２０２１ 年 «格拉斯哥协议» 完成了给予国家自主

贡献的实施细则ꎬ 制定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减缓、 适应、 能力建

设等方面的全球盘点时间表ꎮ «巴黎协定» 后 “南北分界” 更加模糊ꎬ 如欧

盟和非洲集团、 小岛国联盟以及最不发达国家长期共同推进推动全球严格减

排时间表ꎮ 此外ꎬ 美国和欧盟也通过 «在国内和国际应对气候危机» «欧洲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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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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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１ 期ꎬ 第 ３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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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协议»、 “重建更美好世界” 倡议等来加紧影响非洲地区绿色发展方向ꎮ 传

统的南南合作面临日益上升的压力ꎮ 与此同时ꎬ 发展中国家也在探寻各自符

合国情的绿色低碳发展道路与合作模式ꎬ 中国宣布努力争取 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碳

中和ꎬ 巴西公布了一项 “绿色增长” 计划 (Ｇｒｅｅ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ꎬ 南非将其

排放目标调整到与联合国相关 １ ５ 摄氏度目标要求一致ꎬ 其他一些新兴经济

体也普遍采取措施推进其国家经济社会绿色转型ꎮ 全球南南气候合作面临来

自发展中国家内部具体要求差异和西方国家压力下的双重变局ꎮ

三　 气候地缘竞合下的中非气候合作趋势

过去几十年来ꎬ 中非合作领域不断拓宽ꎬ 其中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是

新亮点ꎮ 随着 ２０２１ 年 «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言» 的发布ꎬ 中非合作将继

往开来ꎬ 推进双方合作走深走实ꎮ
(一) 中非气候变化合作现状

中非气候变化领域合作起步早、 成果多ꎬ 中非合作对发展中国家参与全

球气候治理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ꎮ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环境最脆弱地

区非洲可持续发展战略契合ꎬ 发展优势互补ꎬ 中非合作成为国际对非合作的

先锋ꎬ 可带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发展ꎮ
在战略与政策对接方面ꎬ 中国与广大非洲国家利益趋同ꎬ 双方均强调在多

边框架下团结一致ꎬ 携手应对气候变化问题ꎮ 在 ２０１８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上ꎬ 中方宣布在非洲大幅度推进实施绿色发展和生态环保援助项目ꎬ 重点加强

在应对气候变化、 海洋合作、 荒漠化防治等方面的交流合作ꎬ 并提出为非洲实

施 ５０ 个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援助项目ꎬ 推进中非环境合作中心建设ꎬ 开展中非

绿色使者计划ꎬ 在环境治理等领域为非洲培养专业人才ꎮ① 当下ꎬ 绿色 “一带

一路” 建设已经涵盖 ４５ 个非洲国家②ꎬ 并与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对接ꎮ③

２０２１ 年ꎬ 由中方发起的 “支持非洲发展伙伴倡议” 也特别关注非洲应对气候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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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携手共同命运　 同心促发展———在 ２０１８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

讲话»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４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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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能力的建设ꎮ①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ꎬ 中国政府发布的 «中国应对气候变

化的政策与行动» 强调ꎬ 维护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以及 “七十七国

集团 ＋中国” 的团结ꎮ②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非合

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中ꎬ 明确支持 “非洲绿色长

城” 建设ꎬ 在非洲建设低碳示范区和适应气候变化示范区ꎮ 此次论坛还通过

了 «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言»ꎬ 强调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京都

议定书» 和 «巴黎协定» 是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最主要的渠道和最重要的

多边框架ꎬ 中非双方合作按此要义来实施ꎮ③

在机制建构与交流方面ꎬ 中非注重信息互动与发展经验交流ꎮ ２０１２ 年以

来ꎬ 中非共同举办了 “中非绿色合作引导未来经济” 研讨会和 “中非环境合

作部长级对话会”ꎬ 推动加强环境治理政策沟通协调ꎮ ２０２０ 年启动中非环境合

作中心ꎬ 搭建中非双方以及相关国际组织、 研究机构、 企业等多方参与的重

要平台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ꎬ 安哥拉、 肯尼亚等七个非洲国家相关机构已加入

“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国际联盟ꎬ 为推进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作出积极贡献ꎮ④

在项目实施方面ꎬ 目前中方 １４ 个非洲国家签署 １５ 份合作文件ꎬ 通过实

施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 共同建设低碳示范区、 开展能力建设培训等方

式为非洲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支持ꎮ 例如ꎬ 由中国商务部主办、 甘肃自然能源

研究所承办了 “２０１２ 非洲法语国家太阳能应用技术培训班”ꎬ 来自多哥、 中

非共和国、 突尼斯、 喀麦隆等 １２ 个国家的 ２４ 名学员学习了太阳能实用技术

和知识ꎮ 经过学习培训、 实地考察ꎬ 非洲学员表示将与中国一起共同致力推

动研究利用可再生能源技术ꎬ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改变能源结构、 维护生态

环境、 促进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ꎮ⑤ ２０１９ 年底ꎬ 目前东非最大的光伏电

４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王毅: 欢迎更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 “支持非洲发展伙伴倡议”»ꎬ 载人民网: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２１ / ０５２０ / ｃ１００２ － ３２１０８０６９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１ － ０５ － ２０ꎻ 习近平: «同舟共济ꎬ 继

往开来ꎬ 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演

讲»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ꎮ
«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言» (全文)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０２ / ｃ＿１１２８１２１９３５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０５ꎮ
«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言» (全文)ꎮ
«甘肃为非洲 １２ 国传授太阳能应用技术»ꎬ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ｓｏｌａｒｂｅ ｃｏｍ / ２０１２０７ / ０６ / ２５２４６８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１ － １１ － ０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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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加里萨光伏发电项目在肯尼亚竣工并网发电ꎮ 该项目年均发电量超过 ７ ６００
万千瓦时ꎬ 可满足附近 ３５ 万人用电需要ꎬ 惠及东北省首府加里萨郡一半的人

口ꎬ 每年还可帮助减少 ６ ４ 万吨二氧化碳排放ꎮ①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９ 日ꎬ 中国向

博茨瓦纳提供了多星一体化气象卫星数据移动接收处理应用系统ꎬ 以加强与

博方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交流合作ꎬ 这也是中方落实 “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

化南南合作计划” 的重要举措ꎮ②

(二) 中非气候合作面临的挑战

非洲气候议题存在自我呈现与发展的逻辑ꎬ 非洲正成为各大主要力量博

弈和竞争的舞台ꎮ 受到地缘政治、 内外环境变化等影响ꎬ 近年来中非气候领

域合作面临一系列挑战ꎮ
从中非气候合作的外部环境来看ꎬ 双方合作易受到西方地缘政治的冲

击ꎮ③ 随着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不断提升ꎬ 西方大国在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诉

求下阻挠中非合作进一步发展的动作不断增多ꎬ 特别是西方国家凭借非政府

组织、 媒体舆论等优势不断干扰中非合作ꎮ 个别国家宣扬 “一带一路” 引发

“债务危机” 等不实言论ꎮ 地缘政治、 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和国际形势的不稳定

性、 不确定性更加突出ꎬ 这对中非气候合作构成压力ꎮ 中国面临日益严峻的

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压力ꎮ
从非洲自身情况看ꎬ 非洲国家面对的绿色低碳发展转型艰难ꎬ 且气候复

合型风险加剧ꎮ 一方面ꎬ 非洲大陆新能源利用水平仍处于低位ꎬ 能源转型难

度较大ꎮ 随着全球能源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ꎬ 加快风能、 太阳能等开发

利用可再生能源已成为全球应对日益严峻的能源环境问题的必由之路ꎬ 也是

世界各国保障能源安全、 加强环境保护、 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ꎮ 而从非

洲现有能源消费结构看ꎬ 受到经济发展水平、 技术能力等方面的局限ꎬ 非洲

大陆可再生能源利用不足ꎮ 非洲大陆拥有全球最丰富的光照资源ꎬ 但其光伏

发电不到全球 １ ４％ ꎮ 据英国石油公司统计ꎬ 尽管非洲地区可再生能源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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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万宇: «中非光伏合作惠及更多非洲民众»ꎬ 载人民网: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ｇｂ / ｎ１ /
２０２０ / ０８２３ / ｃ１００２ － ３１８３２９７８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０５ꎮ

«驻博茨瓦纳大使赵彦博就中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发表署名文章»ꎬ 载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馆

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ｃｅ / ｃｅｂｗ / / ｃｈｎ / ｘｗｄｔ / ｔ１８３２１３３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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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３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ｔｒｕｍｐ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ｇｏｖ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ｓ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ｄｏｎａｌｄ － ｊ －
ｔｒｕｍｐｓ － ａｆｒｉｃａ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２０２１ － １１ －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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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９ 年间实现了 ２１％的较快增长ꎬ 但在全球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占

比中偏低ꎬ ２０２０ 年非洲占比仅为 １ ２％ ꎮ① 非洲电力供需缺口大、 能源结构单

一、 以生物材质能源为主的能源现状加剧了非洲安全困境ꎮ 相比较与非洲清

洁能源发展的潜力和现实需求ꎬ 非洲清洁能源投资严重不足ꎮ
另一方面ꎬ 非洲地区碳排放虽仅占全球 ３ ７％ ꎬ 但大部分气候变化最脆弱

地区分布在非洲②ꎬ 因此该地区应对气候变化风险较高ꎮ ２０２０ 年持续至今的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叠加风险ꎬ 则使这种困难局面更为复杂化ꎮ 据联合国有

关机构数据ꎬ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非洲地区经济损失估计为 ９９０ 亿美元ꎬ 而气

候变化对经济产出的影响预计到 ２０３０ 年将拉低 ３ 个至 ５ 个百分点的国内生产

总值ꎮ③ 在气候适应和减灾领域ꎬ 非洲许多国家缺乏必要的应对能力ꎬ 财政投

入有很大缺口ꎮ 随着气候问题的复合性影响增加ꎬ 特别是气候危机对粮食安

全、 贫困、 地区安全等深度互动及负面趋势的影响ꎬ 需要创新更多合作形式ꎬ
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问题ꎮ 此外ꎬ 非洲气候治理需要聚焦非洲主要碳排放

国实现低碳发展模式ꎮ 目前ꎬ 南非、 埃及等非洲国家的非洲温室气体排放量

居该地区前位ꎬ 这些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的减排措施对非洲整体绿色低碳发

展转型至关重要ꎮ 这使得中非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需系统化、 多领域

开展合作ꎮ
从中非合作情况看ꎬ 中方从事中非气候合作的主体不甚平衡ꎮ 如前所述ꎬ

中非环境合作主要在中非合作论坛和 “一带一路” 倡议框架下开展ꎬ 合作形

式包括绿色低碳发展项目建设、 人力资源培训、 政策对话交流、 环保对外援

助等ꎬ 政府通过搭建中非气候变化领域合作机制和平台、 创造良好的外部环

境ꎬ 起到了主导作用ꎮ 企业作为对非的实施主体ꎬ 通过践行绿色 “一带一路”
发展观ꎬ 开展贸易、 投资、 工程承包等活动ꎬ 尤其是中非产能合作促进其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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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升级转型ꎬ 为非洲国家气候治理赋能且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相比西方国家注

重通过非政府组织、 智库等方式实现在非洲气候影响、 气候行动塑造、 气候

科学共同体建构等方面ꎬ 中国在这些方面仍有较大差距ꎮ 伴随着非洲社会治

理风险持续上升或各种突发性事件增多的大背景下ꎬ 中非气候合作需要政府、
企业、 非政府组织协同施力ꎬ 努力提高与非洲更为全面的互动和深度合作ꎮ

(三) 深化中非气候变化合作的路径

面对中非合作的现实需求ꎬ 深化中非气候合作已经摆在中非官方合作议

程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ꎬ 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通过的 «中非应对

气候变化合作宣言» 宣布ꎬ 中国、 ５３ 个非洲国家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代表团团

长共同决定建立新时代中非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ꎬ 将在应对气候

变化多边进程中加强协调与合作ꎬ 共同维护中非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合理权

益ꎬ 进一步加强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等ꎮ①

第一ꎬ 推进大国在非洲气候议题上的合作ꎮ 中国可以深化中欧、 中美对

非气候合作与协同治理ꎮ 其一ꎬ 推进非洲议题成为大国气候政治合作亮点ꎮ
中国可以深化中欧、 中美对非气候合作协同ꎬ 建构共商共建的非洲气候治理

共同体ꎬ 注重与美国、 欧盟等发达经济体保持积极互动、 增信释疑ꎬ 在对非

气候合作与关键性的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形成更多的共识ꎮ② 在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ꎬ
习近平主席在同法、 德领导人举行视频峰会上提出欢迎法国、 德国加入中非

共同发起的 “支持非洲发展伙伴倡议”ꎬ 开展三方、 四方或多方合作ꎮ③ 不断

丰富和发展的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将协同助力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

国家绿色低碳发展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ꎬ «中美关于在 ２１ 世纪 ２０ 年代强化气候行

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 中强调ꎬ 中美应携手并与其他国家一道加强并加速

旨在缩小差距的气候行动与合作ꎮ④ 这意味中美将在未来就全球气候治理的国

际合作进一步加强对话协作ꎮ 其二ꎬ 推进非洲议题成为中国和发达国家经济

合作的纽带ꎮ 由于经济发展和资源禀赋的差异ꎬ 中国、 美国和欧盟等主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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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言» (全文)ꎮ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保持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定力　 努力建

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２ 日ꎮ
«习近平同法国德国领导人举行视频峰会»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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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于在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ꎬ 载 «中国环境报»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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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可以在非洲气候合作中形成了一定的资源和技术互补ꎬ 发挥各自的比较

优势ꎮ 中国可以不断推动绿色 “一带一路” 发展ꎬ 加强 “一带一路” 第三方

合作的气候治理ꎬ 深化中国—非洲—第三方气候治理合作关系ꎬ 建构全球气

候命运共同体ꎮ 中国、 美国和欧盟等主要力量都有责任加强对非洲的支持ꎬ
特别是形成在非洲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绿色发展共同体ꎮ 此外ꎬ 中国、
欧盟和美国是世界清洁能源发展的引领者ꎬ 基于非洲国家对清洁能源的重要

需求ꎬ 中国、 欧盟和美国应加强合作ꎬ 支持并深化非洲清洁能源获取能力建

设ꎬ 团结更多国家给予支持和帮助ꎬ 共同推进非洲绿色化发展ꎮ 中国应继续

加强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机构在气候治理、 发展

治理方面开展合作ꎬ 并肩携手ꎬ 合作助力非洲落实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

目标和 «巴黎协定»ꎮ
第二ꎬ 在全球气候谈判进程中继续维护和深化团结合作ꎮ 中非同属于发

展中世界ꎬ 由于非洲国家在历史责任、 发展水平、 发展阶段、 能力大小方面

和发达国家差距甚远ꎬ 中国应继续在全球气候谈判中支持 “共同但有区别的

责任” 原则和非洲 “发展优先ꎬ 兼顾气候” 的公平发展权利ꎬ 在 «巴黎协

定» 实施过程中ꎬ “七十七国集团 ＋中国” 应继续向发达国家争取为非洲发展

和气候变化适应提供资金、 转让技术ꎮ 面对美国和欧盟在气候谈判中拉拢非

洲国家分化发展中国家阵营的企图ꎬ 中国应不断扩大同非洲国家在参与全球

气候治理的利益契合点ꎬ 以发展中国和非洲集团气候合作为依托ꎬ 维护发展

中国家在后 «巴黎协定» 时代的团结ꎮ 包括南非在内的 “基础四国” 是夯实

非洲集团的重要基础ꎬ 也是维系非洲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阵营的纽带ꎮ 中国可

坚持把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和 «巴黎协定» 作为气候变化国际谈判

和合作主渠道ꎬ 避免美欧对非的小多边 “气候俱乐部” 治理形式升级ꎮ 目前ꎬ
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渠道多元ꎬ 中方可注重内部多方的协调整合ꎬ 建设整体资

金援助管理体系ꎬ 加强南南气候与环境合作ꎬ 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发展ꎮ
第三ꎬ 抓住绿色发展与合作的机遇窗口ꎮ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发布的

«为非洲绿色复苏而奋斗» 指出了绿色复苏对非洲的意义ꎮ① 在非洲环境问题

部长级会议第八届特别会议上ꎬ ５４ 个非洲国家一致同意实施绿色复苏计划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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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地缘竞合背景下的非洲议题与中非合作　

致力于推动更低碳、 更具韧性、 可持续性及包容性的经济发展ꎮ 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发布的 «２０２１ 年排放差距报告»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Ｇａｐ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１) 指出ꎬ
非洲国家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实施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计划ꎬ 努力推动各国

实现绿色复苏ꎮ① 在此方面ꎬ 中方可有所作为: 一是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和低

碳发展领域积累了适用非洲的丰富经验ꎬ 中国方案的转化将助力非洲国家绿

色复苏进程ꎮ 二是加强跨国、 跨地区能源清洁低碳技术创新和绿色复苏合作ꎮ
推动联合国、 二十国集团、 金砖国家等国际组织加强对非洲的气候关注和资

源投入ꎬ 推动共建非洲绿色发展的外部支持ꎮ 习近平主席在 ２０２１ 年联合国大

会提出 “全球发展倡议”ꎬ 呼吁国际社会合作推动实现更加强劲、 绿色、 健康

的全球发展ꎬ 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ꎮ 中非可以深化在全球发展倡议下的

密切交流与合作ꎮ 三是加强绿色 “一带一路”、 全球发展倡议与非洲可持续发

展战略的对接ꎬ 中方在共建 “一带一路” 在非洲治理气候灾难问题上ꎬ 可发

挥经济发展建设者、 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宣传者、 国际环境交流和气

候合作的践行者的角色ꎮ② 中非共建 “一带一路” 对非洲生态环境治理的贡

献主要有: 加强非洲基础设施建设ꎬ 尤其是做优做精光伏、 水电站等清洁能

源项目ꎬ 为应对生态环境问题奠定基础ꎻ 推动绿色 “一带一路” 建设ꎬ 加强

“一带一路” 沿线生态环境治理、 加强气候安全问题治理国际合作ꎮ
第四ꎬ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对非应对气候变化项目合作ꎬ 补齐短板ꎮ 中国

可以通过发挥企业、 智库、 地方等主体的作用ꎬ 推进多元民间气候合作ꎮ 在

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迈向碳中和目标的背景下ꎬ 中非应推进城市、 企业和社

会组织等多利益攸关方与非方交流与合作ꎬ 促进中非各层级政府、 企业、 城

市和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及合作ꎮ 中非民间合作正方兴未艾ꎬ 有潜力成为中

非气候合作的新增长点ꎮ 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召开的第六届中非民间论坛上ꎬ 习

近平主席的贺信提出要把中非民间论坛办成加强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的纽带ꎬ 共同开创中非民间友好合作新局面ꎮ③ 中非双方可以将气候合作纳入

中非民间合作的核心议题之一ꎬ 推进非洲人民福祉建设ꎬ 共建人类命运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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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３２ ~ １５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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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ꎮ 为此ꎬ 中国政府可倡导并鼓励环保社会组织 “走出去”ꎬ 切实改善环境民

生ꎬ 营造有利的社会舆论氛围ꎬ 同时推动中企在非开展气候治理合作示范项

目ꎬ 为低碳产业、 技术合作创造更好条件ꎮ

四　 结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

演讲指出ꎬ 面对气候变化这一全人类重大挑战ꎬ 中非双方要倡导绿色低碳理

念ꎬ 积极发展太阳能、 风能等可再生能源ꎬ 推动应对气候变化 «巴黎协定»
有效实施ꎬ 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ꎮ① 气候危机不断推动非洲地缘竞合关系

处于变化之中ꎮ 在后新冠疫情时代ꎬ 非洲需要应对气候危机和经济社会危机

等多重性挑战ꎮ 面对地缘政治、 气候复合风险、 基础设施薄弱和平台机制存

在短板等挑战ꎬ 中非气候合作也应与时俱进进行调整和深化ꎬ 特别是需要开

展气候合作的超前布局和长远谋划ꎮ 中国和非洲国家同属气候变化发展中国

家阵营ꎬ 长期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合作维护共同的发展权利ꎬ 并推进以联合

国为中心的气候治理进程ꎮ 面对美西方主导的全球气候治理失序现象ꎬ 中国

推进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改革也需要非洲国家的大力支持ꎮ 在全球绿色低碳发

展时代下ꎬ 中非合作被赋予了 “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的意涵ꎬ 中非合作的外

溢效应有待扩大ꎮ 随着美西方对非洲的深度参与及加强与中国在非洲的竞争ꎬ
特别是美国正在将大国竞争引入非洲ꎬ 进而挤压中国外交空间②ꎬ 以碳中和为

核心的气候议题也存在向大国地缘气候竞争转移的趋势ꎬ 并牵动大国权力竞

争与国际秩序的塑造ꎮ 为此ꎬ 中国需要以打造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

同体为指引ꎬ 在传统气候合作的方式、 方法上进一步探索创新、 提升中非合

作效率和成效ꎬ 继续深化引领国际对非合作ꎮ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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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同舟共济ꎬ 继往开来ꎬ 携手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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