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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与发展：致力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2018 年 2 月 20 日  

 

（摘要） 
 

     PILOT4DEV 智库于今年元月在布鲁塞尔正式成立。2 月 20 日晚，PILOT4DEV 在 Nordic House 举

办了主题为“气候与发展：致力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研讨会暨启动活动。 

 
     研讨会由 PILOT4DEV 主任帕斯卡琳（Pascaline Gaborit）博士主持，应邀出席的发言嘉宾有前联

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副主席、比利时新鲁汶大学地球和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让-帕斯卡尔•范伊

佩舍勒 (Jean-Pascal van Ypersele) 教授；中国日报欧洲分社副社长、首席记者付敬；布鲁塞尔首都地区

议会议员、欧洲绿党委员会成员、前布鲁塞尔环境部部长 Evelyne Huytebroeck 女士以及布鲁塞尔自由

大学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全球关系论坛副主任 Gauri Khandekar 女士。 

 
范伊佩舍勒教授首先介绍了“巴黎气候协定”后的新形势以及世界面对的困难、威胁和挑战。他指

出，我们需要有更大的决心和适应能力，使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 1.5 度之内。除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第 13 条）外，可持续发展目标包括了所有的社会目标。“我们需要打开视野并在不同的可持续

发展目标之间找到协同作用。”他提醒说，现有数据显示，2017 年是最热的一年，气候在变化，海水

涨幅超过了预期，同时其他方面的问题也不能低估。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成立

了 30 周年，巴黎气候协定只是代表了一个框架，这不应该忽略草根社会的行动、低碳经济的潜力（更

少地依赖化石燃料的更清洁经济）。“由于基础设施和健康已经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必须加强适

应性和抗灾能力。在缓解气候变暖的措施方面还存在着许多机会。” 

 
     Evelyne Huytebroeck 女士分享了她在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实施绿色项目方面的经验。她强调了地方

政府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角色作用。她说，每届联合国缔约方大会是各国代表和行动者进行对话

的契机。“缔约方大会之后，我们还需要继续讨论和互动：为加快行动，我们需要预算、政策支持、有

效的管理和广泛的传播！… 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城市的行动比国家迅速，城市是气候变化的第一个受

害者，也是寻找答案和契机的第一个行动体！我们需要从地方到全球开展工作！”在此方面，C40、

《市长公约》（签署城市已超过 1 万多个）、循环经济和零垃圾举措等都为应对气候变化带来了具有意

义的创新项目。    

 
     中国日报记者付敬在会上分享了从根本哈根谈判，特别是巴黎气候峰会以来，中国积极应对气候

变化、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最新政策动态。他在发言中说，40 年前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时，中国的

总体战略是“发展是坚定不移的原则”。经济快速增长了几十年，同时也导致了能源浪费大、环境破坏

严重等问题。自 2012 年习近平担任中国领导人之后，作为实现中国梦的一部分，中国经历了促进生态

可持续发展的巨大转变，并开始引导经济发展“新常态”政策框架下的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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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为令人鼓舞的是，中国承诺到 2030 年限制碳排放，主要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和提高可再生能源

在总能源结构中的比例，即 2020 年达到 15％，2030 年达到 20％。如果协调一致，那么中国可以早于

预期实现这些目标。付敬说，中国已决心通过自动化和机械技术实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使自身转变成

为创新力量，这也将减少环境压力。与此同时，为解决环境问题，中国迫切需要环保技术。所有这些将

为全球的投资者和企业提供巨大的绿色机遇。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Gauri Khandekar 强调，行动者的倍增对协调与行动既是

机遇也是挑战，她提出了每个行业温室气体排放（国际运输、农业）的问责制和可测性以及每个行业的

脱碳问题。“每个行业的具体做法是必要的。比如像铝这样的产业就比其他行业的污染更加严重。… 

气候融资是一种很好的办法，这样银行不会在气候融资中资助化石燃料的项目。”最后，她还介绍了印

度实施的“100 个智慧城市”项目和“太阳能清洁能源计划”。  

 
     随后，与会者就不同行业实现转型、中国和印度模式之间差异以及 PILOT4DEV 的定位等提出了

有趣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