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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萌：欢迎来到《新闻会客厅》。十二月十五号，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印度尼西亚

的巴厘岛通过了一项计划，这就是“巴厘路线图”，也被称作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里程碑，

一起来了解一下。 
 
  经过两周的艰苦谈判和努力，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终于在北京时间 12 月 15 号下午通过

了“巴厘路线图”。当天的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在 2009 年之前，就气候变化问题新的安

排完成谈判，并制定了世人关注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巴厘路线图”。 
 
  在当天举行的全会上，美国代表团突然收回了对这项决议的反对，使得整个决议得以通

过。由于会议比原计划延迟了一天结束，很多媒体把这次大会形容为一次“艰苦的”、“无人

入眠的”大会。 
 
  参加此次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苏伟指出：“巴厘路线图”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历史

中的一座里程碑，它将为人类下一步应对气候变化指引前进方向，中国为绘制“巴厘路线图”

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李小萌：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就是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办公室苏伟司长，同时也

是这次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首先请您跟我们解释一下“巴厘路线

图”，表面一听以为是一个旅游路线图呢，它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苏伟：实际上这一次通过的“巴厘路线图”是本次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通过的一个重要

的结果。 
 
  李小萌：如果这是一个路线图的话，这个图要带着我们去哪儿？ 
 
  苏伟：这个图的目标就是要在未来两年就加强公约和议定书的实施来进行有关问题的谈

判，公约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议定书是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1997 年达

成的。 
 
  李小萌：其实之前大家也知道，有《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有《京都议定书》，这

三者之间是怎么样的一个涵盖或者是承接的关系呢？ 
 
  苏伟：实际上“巴厘路线图”是公约和议定书的一个继续。在开会之前，围绕着 2012
年以后如何来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各方有不同的观点，发展中国家坚持还是应当按照

公约和议定书的轨道，这样的道路，来继续加强公约和议定书的实施；发达国家觉得这个公

约、议定书的规定对他们来讲是不利的，他们就想推翻这个东西，否定公约和议定书的模式。

否定公约主要是否定公约里所确认的“共同但又区别的责任”这么一项原则。否认议定书就

是否认他们要率先量化减排的责任，他们认为是有点吃亏了，所以他们希望能够借着《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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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定书》第一个承诺期到期，2012 年这个机会，翻这个案，就想重新推倒公约、议定书，

重新来过，重新谈判新的法律文件，来取代这个东西。实际上这也是这一次巴厘岛会议斗争

的一个焦点问题。 
 
  李小萌：这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这个谈判一直相持不下，致使闭幕的时间都拖后了一

天，这个谈判到底是卡在哪里了？ 
 
  苏伟：实际上气候变化的会历来是这样，很少有按时结束的。当然这个也说明气候变化

问题的确使大家都比较关注，也涉及到各国切身的利益，所以最后谈判的激烈程度也是非常

之大，特别是美国在，因为它没有参加《京都议定书》，它在 2010 年以后应当承担怎样的减

排指标的问题，美国向来是反对接受这种国际上强制的量化减排指标的，所以他没有批准《京

都议定书》，他自己不但不做，反而希望发展中国家采取更多的措施和行动。所以从这个意

义上讲，这是这次会议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 
 
  李小萌：到后来这个谈判能够妥协，“巴厘路线图”能够横空出世，又是在哪儿解决了

这个问题呢？ 
 
  苏伟：实际上也是美国在强大的压力之下，最后也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 
 
  李小萌：是美国在强大压力之下是吗？ 
 

苏伟：对，当然主要是美国和欧盟在一些问题上争得比较厉害。欧盟强调发达国家要率

先减排，要在 1990 年的基础上，到 2020 年的时候要相对于 1990 年减少 25%到 40%这么一

个理想的目标，最后谈成什么样，到时候再说。它提出一个设想来，但是美国不接受，包括

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对这些问题都有很多的保留，所以他们基本上也站在美国这一边，

最后欧盟也做出妥协，在“巴厘路线图”里没有明确提一个什么样的指标。但是各方就这个

问题在“巴厘路线图”之后的具体实施过程当中会进一步展开谈判。实际上“巴厘路线图”

只是其中一项谈判，好多问题都是悬而未决的，可能下一步各方还有一番激烈的争斗。 
 
    李小萌：这种接下来有可能出现的争斗和谈判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才有一个最终的明朗化

的结论？ 
 
  苏伟：这个时限是设定在 2009 年年底之前，初步定的是在丹麦的哥本哈根举行第十五

次缔约方的会议，一般是在十一、十二月份举行。但是到时候能不能达成一项结果，现在看

来还很难说，因为这也涉及到美国最后态度能不能根本地变化。说到美国这个态度，今年以

来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一些积极的迹象，但是实质的立场并没有

根本的改变，但是当然美国明年也有总统选举的问题，是不是新的总统上来之后这种立场会

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个可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但是现在看来还看不出美国在气候变化

问题上，从政府的角度看，能采取根本转变的一个立场。 
 
  李小萌：总之还是有一些未知数的。我们再说回到这次联合国的气候变化大会，这么一

个应该算是严肃的会议，但是也出现了很多戏剧性的场面，就是说难到了让大会的执行秘书

长当众洒泪，您当时在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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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伟：我在场，他为什么流泪呢？其实挺复杂的，因为这个谈判的确非常紧张，秘书处

也做了很多工作，也非常紧张，因为参加这个会议的人数也比较多，有一万两千多人。这么

一个大会，因为谈判的问题也比较敏感，争论得也比较激烈。最后一天，本来说十四号下午

应该结束的，结果一直谈到十五号凌晨两点多钟，将近三点，在关键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下。

最终这个磋商小组提出了一些案文，达成了一些协议，但是在第二天出来的文件当中没有反

映。第二天早晨大家一拿到文件的时候，大家感到非常惊讶，没有反映头一天晚上，应该是

夜里，凌晨磋商的结果，大家看到文件之后就马上要求跟东道国的外长和大会主席，就这个

问题进行磋商。东道国的外长印尼的维勒尤达召集有关的集团，先召集了美国和澳大利亚、

日本这样的一些国家，另外同欧盟也谈了，然后找了 77 国集团+中国。就在外长正跟 77 国

集团+中国一些部长和代表团团长进行磋商的时候，这时候大会主席是印尼的环境部长，就

开始开会了。当时我不在现场，我是在跟印尼的外长，正跟 77 国集团一块磋商呢。我同事

打电话告诉我，说这边要开会通过这个东西了，我说这肯定不行，因为 77 国集团没有最终

同意，没有反映昨天晚上谈判达成的一致，也没有反映 77 国集团+中国一百多个国家的立

场，所以我跟我同事说立刻举牌子提出程序问题，要求大会主席休会。这算第一次，这应该

说就算过去了，结果又有了第二次。休会之后，77 国集团进行了磋商，在 77 国集团磋商完

之后，在回到会场的路上，印尼的外长觉得这个问题可能还没有解决，又把 77 国集团有关

的人都召到一起，要去继续就这个问题进行磋商。这时候我刚到外长的会议室，那边我同事

又来电话了，说这个会又开始了，又要通过这个东西，我说你再次举牌子，提出程序问题，

要停止这个磋商，让印尼的外长跟 77 国集团+中国的主要部长和代表团就这个问题磋商之

后再开会，这是第二次。如果是第一次，由于秘书处跟东道国之间有些沟通上的不畅造成了

一些误会，这还是可以理解的，但第二次，这个就有点不可接受了。所以我们代表团也向秘

书处正式要求，希望他能够做出解释，甚至说如果说涉及到是有意这样做的话，要表示道歉，

歉意。因为这的确涉及到 77 国集团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和中国这么一个大的集团不在场的情

况下，你强行通过东西，秘书处应该是知情的，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他应该是一个严重的程序上的过失。 
 
  李小萌：所以这个大会秘书长是道歉的眼泪、委屈的眼泪还是怎么样？ 
 
  苏伟：他有点委屈。具体他究竟为什么流泪，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觉得他的确是觉得

自己也挺辛苦，觉得有点委屈。实际上主要可能是他也感到是不是不好意思的感觉，的确这

事儿做得不是很好。 
 
  李小萌：在去参加这次大会之前，你做好那样的心理准备了吗？就是说这是一次跌荡起

伏的一个会，而且随时考验你们的应变能力？ 
 
  苏伟：事先有所准备，知道这一次会肯定会谈得非常艰苦，我们压力也会非常大。因为

从中国来讲，世界都比较关注。因为最近中国的经济发展比较快，随着经济的发展，能源的

消耗，温室气体排放也必然会增加，所以国际上也比较关注。实际上这个问题又回到了刚才

提到的历史责任问题，现在气候变化的问题主要还是发达国家在两百多年的工业化过程当

中，毫无约束、毫无节制地大量排放温室气体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实际上从中国来讲，从发

展中国家来讲，他们是最大的受害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问题有着切

身的感受，也希望发达国家能够拿出诚意，能够真正承担起历史的责任。在这个问题上一方

面发达国家要率先大幅度地减少他们的温室气体的排放，另一方面要为他们这个历史过度排

放埋单，要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援助，帮助发展中国家能够有能力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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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当中来，能够采取减缓气候变化措施，能够适应已经发生的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和后果。 
 
  李小萌：既然是大会开始之前就做好了一个心理上的准备，中国代表团的底线和原则是

什么？ 
 
  苏伟：中国代表团是本着一个非常积极、建设性的态度来参加印尼巴厘岛的会议。我们

也知道，印尼是亚洲的一个国家，是中国的友好国家，在亚洲开会，我们也是抱着非常希望

能够推动会议取得成果这样的态度来参加这样的会。另一个方面，我们中国也认识到，气候

变化是当今人类所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本着对人类，对世界的未来，对地球的未来

负责任的态度，也出于我们自己国内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的需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要

求，也还是要非常高度地重视气候变化问题，采取积极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包括积极参

与到有关的国际谈判、国际合作当中来。我们希望能够按照公约和议定书的轨道继续前进，

能够加强公约和议定书的实施。我们认为公约、议定书已经规定得非常全面，非常具体，只

要按照这个路子走下去，我相信我们会很好地、妥善地处理好气候变化的问题，能够最终实

现国际社会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 
 
  李小萌：这样一个联合国的大会在巴厘岛上召开，一万多人到那里去，对当地的能源也

是一种消耗，我看到大会的花絮说，巴厘岛本身也有一个活动，叫拔掉插头，关掉电源，享

受美丽巴厘岛，你们参与到这样一个活动当中去了吗？ 
 
  苏伟：我们把西装都脱了，因为实在是为了节能，我们希望把空调调得温度高一些，这

样西装可能就不适合穿了。 
 
  李小萌：我在新闻画面里看到您穿个短袖衬衫吧。 
 
  苏伟：对，这也是大会主席的要求。除了大会的开幕式、闭幕式和高级别会议期间，代

表们都可以穿便装，可以穿短袖。 
 
  李小萌：有没有什么出门就关灯，随手拔电源？ 
 
  苏伟：这也是一个倡议，也是一个号召。另外联合国我看网站上也提到了，他要为这一

次开会而产生的增加了二氧化碳的排放，来搞碳中和，花钱在别的地方去采取节能或者种树

的措施，来抵消他们因为参加这样的会而排放的二氧化碳。当然还有一个插曲就是会上有一

天下午，在大会议室开大会的时候，空调非常凉，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举牌子，我说主

席先生，能不能请秘书处，请东道国把空调给调得高一些，这样我们一方面可以节能，另外

我们可以感到更舒服。 
 
  李小萌：其他人应该给你掌声。 
 
  苏伟：一片掌声。 
 
  李小萌：真的，祝贺你。 
 
  苏伟：后来主席下来之后专门跟我说，表示非常同意我的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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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萌：有媒体评价说在这次联合国的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的态度和作为是非常值得

关注的焦点之一，我们来看看在这次大会当中中国的表现。 
 

12 月 12 日上午，本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重头戏——部长级会议开幕，在当天下午

举行的会议中，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气候变化工作的副主任解振华

发言指出：保护全球气候是一项神圣和崇高的事业，因此必须跨越自私、自利和唯利是图，

少一些美丽的词藻，多一些实实在在的行动；当务之急，就是加强公约和议定书的履行。 
 
  解振华强调：从 1990 年至 2005 年，仅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和提高能源效率，中国就累计

节约 8 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减少 18 亿吨二氧化碳排放。此外，中国根据公约的要求制定了

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并明确提出到 2010 年单位 GDP 能耗在 2005 年基础上降低 20%的

目标。 
 
  李小萌：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团长，解振华先生的发言比较突出的一个主旨，你在这里再

跟我们重复一下。 
 
  苏伟：实际上这次对中国代表团反映比较好的就是解主任的讲话，其中提出了三点建议：

第一是要按照公约和议定书的原则，按照公约和议定书的渠道来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

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要在《京都议定书》下，发达国家要尽快拿出政治上的诚意，

能够尽快达成他们在 2012 年以后的进一步的减排指标的问题。当时在 8 月份的维也纳会议

上曾经提到过一个大致的减排的范围是 25%到 40%，我们希望这次能够对这个问题有进一

步的确认。第三点就是要加强公约实施的对话，就公约所涉及到的减缓、适应、技术转让和

资金问题进行实质性的讨论，也可以设立一个专门的进程和工作组来推动，争取尽快能够达

成协议，我们希望达成协议越快越好，2008 年最好，如果说 2008 年不行，2010 年之前肯定

要有个结果。 
 
  李小萌：在参加会议期间你们感受到中国成为整个大会的一个被关注的焦点吗？ 
 
  苏伟：对，大家对中国的立场还是比较关注的。 
 
  李小萌：怎么感受到这种关注呢？ 
 
  苏伟：因为在每一个议题上，中国都要有声音，都要参与，都要跟中国磋商。中国如果

要说这个问题不行的话，这个案文是过不去的。当时谈判非常紧张，谈判分三十几个谈判工

作组，同时在开会，中国代表团虽然人数比较大，有将近四十个人，但是真正要照顾到每个

工作组的谈判来讲，有时候也觉得是有点照顾不过来，但是我们还是非常积极地参与了所有

的谈判磋商。 
 
  李小萌：这一次中国代表团给大会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印象，除了你当众提议说把空调

调高点之外？ 
 
  苏伟：其它国家普遍的感觉就是中国这一次的态度比较积极，是正面的、有建设性的，

也反映了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对全人类的未来，对地球的未来负责任的这么一个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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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联合国秘书长在会见解振华副主任的时候，也专门对中国这一次会议的表现给予高度

评价，他一是对中国在参加会议的态度上，觉得很积极，对于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采取

的措施和行动也感到印象非常深刻。在巴厘岛会议之前，他也同温总理专门通过一个电话，

也是希望能够就气候变化问题，中国采取一个更加积极的态度，温总理也向他进行了介绍，

介绍了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基本立场和我们积极采取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他的印象

还是非常深刻的。 
 
  李小萌：在解读“巴厘路线图”的过程中，你总结了四个要素，同时你也把它称作是《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装上了四个轮子，其中有一条就是适应气候变化，为什么适应本身

也成为启动的轮子之一呢？ 
 
  苏伟：因为应对气候变化实际上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减缓气候变化，控制温室气体的排

放，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使气候变暖的趋势能够缓下来，这是减缓的角度。另一个方面就

是适应，因为气候发生变化，这是一个不再争论的事实，确确实实发生了，而且有的时候甚

至是不可逆转的，所以在气候已经发生变化的这种情况下，已经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和不

利的后果，人类社会来讲就必须要适应已经发生的这些变化和不利的影响，来积极地应对气

候变化的不利后果。适应，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更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因为他们缺少

经济上的手段，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来说比较低，他们没有经济上的能力，来很好地适应已经

发生的这些变化，所以对发展中国家来讲，适应气候变化是更为紧迫的问题。 
 
  李小萌：哪些具体的做法是属于适应气候变化的？ 
 
  苏伟：比如说要在做国民经济的规划里头要考虑到可能发生气候变化的因素，包括海平

面的上升，包括你在沿海搞经济建设的时候，就要考虑气候可能发生变化，海平面上升。另

外在农业生产、气候、降雨各方面都会发生一些异常的情况，要在做有关规划的时候就要考

虑到这些方面的一些问题，包括沿海要筑坝，要考虑到海平面可能要上升的因素，比如说以

前要筑三十厘米，以后考虑到气候变化的因素之后可能需要筑五十厘米甚至六十厘米这样一

个概念。 
 
  李小萌：另外的几个轮子也包括了技术和资金的问题，这又主要针对什么呢？ 
 
  苏伟：技术，因为应对气候变化最终还是要靠技术，因为经济的发展肯定要消耗能源，

要不断地增加，温室气体排放肯定也会增加，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完全不用化石能源也不可

能，所以只有通过技术的创新。技术的进步，能够提高能效，能够开发新的可再生能源、清

洁能源，这样才能很好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以技术在这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技

术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更为重要的是有个技术转让的问题，因为现在好多先进的技术、

先进的开发能力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所以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特别规定了，发达国家有义

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这是明明白白，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的一项规定。 
 
  李小萌：另外这次大会也特别强调了一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也需要您给我们再解

释一下。 
 
  苏伟：实际上这是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体制一个核心的原则。所谓共同，

气候变化会影响到地球上所有的人，影响到各个国家，所以使大家都会受到影响，是大家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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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面对的一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家应该通过合作来沟通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

这是共同。但是对于造成气候变化的责任，各个国家是不一样的，各个国家历史的排放、人

均的排放也是不一样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要求和消除贫困的要求

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在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方面，各国具体的规模、幅度和方式也

应该是不一样的。 
 
  李小萌：就比方说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减少排放这个责任，是目前这个阶段中国

所不能够承担的，是吧，这个理由怎么解释？ 
 
  苏伟：你说的是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这些措施，实际上中国已经在做。咱们国家

的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也包含了一些具体的，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的一些措施，包括我们

单位 GDP 能耗到 2010 年要相对 2005 年的水平要降低 20%这样的指标。国内也是花了很大

的力度来重视抓好节能减排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节能降耗也是在国内来讲承担了，是

可以测量，可以报告，也可以核实的这样的行动。 
 
  李小萌：在国内是如此，那么对外来讲呢？ 
 
  苏伟：另外关于可报告、可核实，可测量的义务同样也适用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

供资金和转让技术这样的措施，他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也应当是可测量，可报

告，可核实的，所以这也是这次会议争论的一个焦点，最终也主要是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觉

得不愿意在技术资金问题上做出这样的承诺。 
 
  李小萌：那现在的结果就是妥协了？ 
 
  苏伟：实际上现在一方面要求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国内采取适当的可测量，可报告，可核

实的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同时也要求发达国家能够提供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技术转

让和资金。 
 
  李小萌：作为发达国家来讲，这种支持可以兑现吗？ 
 
  苏伟：这个就要看发达国家这方面的诚意了，我们希望能够兑现。但是过去，从公约十

几年谈判的历史来看，还是有一定难度，我们希望发达国家能够真正地认识到气候变化对人

类，特别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危害，带来的威胁，能够拿出诚意来，能够各尽所能，能够兑

现他们在公约、议定书下所承诺的有关的技术转让，提供资金的法律义务，因为这是法律上

的义务，他们必须得做。 
 
  李小萌：像发达国家提的一些理由，一些技术是属于私人公司的，国家没有办法要求他

把这个技术拿出来。这是不是一个问题，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呢？ 
 

苏伟：因为这个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人人都要做贡献，涉及到人人的利益，所以我一样

主张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还是应该讲点奉献精神，用中国的话说还是应该讲政治。你是有这

个知识产权的问题，但是因为对于人类所面临前所未有的这么一个大的共同的挑战、共同的

问题，不是说你不能够从这个技术进步、技术开发、知识产权当中获得利益，你可以赚钱，

但是你不能过度地依靠这个来发气候财，这是不对的。所以我觉得发达国家把这个技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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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资金的问题推向市场，借口要保护知识产权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发达国家从政府角

度来讲，首先他们有法律上的义务。根据公约，他们承担了这样的义务，另一方面，他们政

府也还是有手段、有责任来采取一些激励的措施。财政上、税收上采取一些鼓励的办法，能

够促使私人，能够引导私人掌握的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如果发展中国家得到了这样的技

术，可以以相对来说比较低的经济代价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是对全球都有利的。 
 
李小萌：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在节能减排方面究竟做了

怎样的承诺和努力，再一起来了解一下。 
 
今年 6 月 4 号，《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在北京正式对外发布。这是我国第一部

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性文件，也是发展中国家在该领域的第一部国家方案。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主任马凯在当天的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强调：这个方案是根据我国可持续发展

的内在要求，和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义务而制定的。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方案的颁布实施，彰显了中国政府负责任大国的态

度。” 
 
这个国家方案确定了到 2010 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目标、基本原则、重点领域

及政府措施。方案指出：应对气候变化，中国要一手抓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一手抓提高适

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尽管实现可持续发展，大力地节能减排，困难和问

题很多，但是我们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而且一定能取得明显的成效。” 
 
李小萌：其实在节能减排方面中国一直在做着努力，有一些目标也在逐步地去实现，为

什么现在还要以一个国家方案的形式把它制定和公布出来？ 
 
苏伟：国家方案，是一方面，就是刚才你提到的，中国内在的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发

展内在的需求，刚才马凯主任也提到了这一点。另外一个根据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各个缔约

方有义务来制定、公布、定期地更新，并且要实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和方案。我们也

是为了落实公约当中我们所承担的义务来制定这样的方案，主要是结合我们国内可持续发展

的一些要求，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也本着对世界，对人类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地在国内落

实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李小萌：在这个国家方案当中具体的一些约束指标给我们讲一些。 
 
苏伟：约束指标基本上也就是十一五规划当中所提到的 2010 年单位 GDP 能耗相对于

2005 年来讲要降低 20%，可再生能源开发要达到 10%。另外还有一些关于森林覆盖率的一

些指标，这跟国家十一五规划的指标是一致的。另外国家方案还包含了若干项关于调整经济

结构、产业结构有关的节能降耗的一些具体政策，包括各个行业、各个重点领域的有关具体

措施。 
 
李小萌：所以这个国家方案应该看作是既对内也对外的一个承诺，这样理解准确吗？ 
 

8 
 



苏伟：实际上从形式上讲是履行了公约下的一项义务。从内容上来讲，主要是根据我们

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根据我们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这也是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内

在要求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李小萌：像您所在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前身叫做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

调小组办公室，这个称谓上的不同背后体现了一些什么？ 
 
苏伟：原来的叫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它是一个部门间的协调机制，这个小组是

由国家发改委来牵头，马凯主任是对策协调小组的组长。今年以来气候变化问题，国际上也

是炒得非常热，最近几年我们也的的确确感触到气候变化对中国来讲影响很大，影响到我们

的粮食生产。我们灾害频发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国际上对中国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也提出了

一些很高的要求，希望中国能够采取减缓温室气体增长的这样的一些措施。今年六月份，国

务院也正式决定，要成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由温家宝总理亲自担任组长，曾培炎

副总理和唐家璇国务委员作为副组长，有十八个部门的部长或者首长担任领导小组的成员，

办公室设在国家发改委，马凯主任兼任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主任。 
 
李小萌：级别的提高具体在做工作的时候会有哪些更方便的地方？ 
 
苏伟：实际上如果说有了这个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更容易各个部门之间更好地

协调，也利于加强国家对应对气候变化这项工作的一个组织协调。这样对外也是表明了中国

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是高度重视，高度负责任的这么一种形象。 
 
李小萌：这次开完会回来，我想你也是经历了非常疲惫的几天，现在缓过来没有？ 
 
苏伟：现在还好。 
 
李小萌：除了疲惫，除了要随时应对之外一个比较突出的感受，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是

什么呢？ 
 
苏伟：因为巴厘岛通过这个结果，它只是一个开端，实际上硬仗还在后头，只是启动了

这样的谈判进程，下一步最终会达成一个什么结果，能不能真正地推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减

缓、适应、技术转让、资金问题上取得进展，还有一场硬仗、恶仗在等待着我们。 
 
李小萌：你说还有一场恶仗在后面，考验主要会在哪儿出现？ 
 
苏伟：这个可能要到最后的，我估计应该是在 2009 年的时候，因为在 2008 年可能大家

还是在相互之间相互摸底的过程当中，真正摊牌可能要到 2009 年，各方才能拿出真实的东

西来。 
 

  李小萌：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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