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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目标
在COP27上，欧盟委员会呼吁所有缔约方采取紧急行动，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并遵守他们在《巴黎协定》和在COP26会
议上通过的《格拉斯哥气候公约》中做出的承诺。

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欧盟准备在区域内和世界范围内加快
行动，致力于实现全球适应目标（GGA）的明确进展。在损
失和损害这方面，欧盟将寻找有效的解决方案来满足世界各
地脆弱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影响时所面临的需求。欧盟将与
发达国家合作，确保他们在2025年之前将适应气候变化的资
金在2019年的基础上增加一倍，并确保他们增加气候融资捐
款，以实现每年1000亿美元的目标，欧盟在2021年为该目标
捐款230.4亿欧元，这是一个稳定的、迄今为止最大的捐款。

美国：COP27的四个优先目标
全球各国继续保持气候雄心的联合声明（collective message）。
努力接近1.5°C目标。同欧盟合作加速转型计划，包括同德国和欧
洲银行讨论重建问题；与埃及达成减少天然气消费计划，将节约
的天然气输往欧洲，以助欧洲度过寒冬；美国将实施10GW可再生
能源计划。
寻求各种形式的多边合作，加速减排和促进长期转型。美国将加
速实施全球甲烷承诺计划；与挪威探索绿色船运计划（green
shipping initiative）；与巴拿马和希腊等海运国家探讨绿色海运走
廊(green shipping corridors)。
展示美国在减缓与适应方面的成就。美国准备突出拜登的简称为
PREPARE的紧急适应与韧性计划；美国还将承诺支持联合国秘书
长提出的在5年内为所有气候脆弱国家提供早期预警系统。

COP27-Inplementation
From Ambition to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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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俄乌冲突要求加快应对气候变化
11月7日，英国首相苏纳克称，俄乌冲突是加快行动、应对
气候变化的理由之一。

“我们行动中最重要的，是守住我们在气候资金上的承诺。
我知道，对很多国家来说，财务现在很困难。疫情击破了全
球经济，就在我出发来这里前，整整一周我都在为稳住国内
的经济和公众信心做着艰难的决定。不过，今天我可以向你
们宣布，英国正在兑现我们每年提供116亿英镑气候资金支
持的承诺，并且将增加其中用于适应气候变化的部分，让气
候适应资金在2025年增加两倍到15亿英镑。”

法国：支持数万亿美元的气候资金转移
11月7日，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他支持巴巴多斯总理莫特利此前
提出的一项计划，暂停受到气候灾害国家的债务，并要求国际货
币基金（IMF）等组织赶快付诸行动，通过修改国际主要贷款机构
的规则，使在灾难发生时暂停偿债的条款更加普遍。
马克龙表示，到2023年春天，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全球
金融机构需要想出办法，为气候受灾国的债务减免提出具体的方
案，激活这些“创新的融资解决方案”。同时，马克龙提到了莫
特利9月提出的一份计划，并表示愿意和她一起成立一个“智囊小
组”，为改革全球金融体系提出建议。
马克龙提到的举措可能涉及到数万亿美元，这不仅为气候谈判带
来了实质性的内容，也为解决富国和穷国之间的资金转移问题和
推进气候变化的谈判作出了积极贡献。

COP27-Inplementation
From Ambition to Action



IPCC第6次评估报告（气候变化2023）

该报告被称为“拆除气候定时炸弹的指

南”，再次明确了工业化以来人类活动

对全球气候的影响。现在的气温已经比

工业化之前高出了1.1摄氏度。极端天气

愈加频繁和强烈，重要的生态系统面临

越来越不可逆转的损失。报告最令人震

惊的结论之一便是不利的气候影响已经

比预期的更加深渊和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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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立双碳“1+N”政策体系
11月6日，中国角举办“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现环境、气候、经
济效益多赢”主题边会，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出席会议并
致辞。

他指出，中国积极落实《巴黎协定》，进一步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
量，围绕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各项重点工作，取
得显著成效。中国已建立起碳达峰碳中和领导机构，建立了“1+N”
政策体系，制定中长期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战略，推进全国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建设，编制实施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公众参与是绿色
低碳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是每个国家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治理体
系现代化的关键指标。中国将与各方一道按照公开透明、广泛参与、
协商一致、缔约方驱动的原则，共同推动COP27取得成功，为构建
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贡献智慧和力量。

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政策体系建设
From Ambition to Action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
化。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发展绿色低
碳产业，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建立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加强污染物协同控制，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
理，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严密防控环境风险。深入推
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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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逐步转向碳排放
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推动能源清洁低碳高效利用，推进工业、建筑、交
通等领域清洁低碳转型。深入推进能源革命，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完
善碳排放统计核算制度，健全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制度。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法律服务助力“双碳
目标”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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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立法先行原则

指引作用

评价作用

教育作用预测作用

强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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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立法

根据不完全统计，全球34个国家和

地方层面已经有应对气候变化、低

碳发展相关法律成果。



2023/3/27 14

我国气候变化立法情况

《宪法》

《民法典》

有关条文规定

《环境保护法》
《能源法》

（征求意见稿）

推动碳中和
促进法 重构双碳监管

体系

Ø 我国未出台应对气候变
化的专门法律，支撑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的
法制体系薄弱、立法层
级低且碎片化。

Ø 制定《碳中和促进法》
具有一定的法律基础。

Ø 我国已初步构建碳市场
交易机制及配套制度体
系，但涉及环节较多、
要素主体丰富，尚未有
统一的标准，需要加强
监管以夯实基础。



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国内-新市场、新机制缺乏有力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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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碳排放权
交易机制

完善碳金融市
场机制

从能源双控转变
为“碳”双控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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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位阶不高

•地方碳市场-以北京、
深圳为例，即使是地方
人大出台文件，内容也
较简单，其余大多是部
门规章。

•全国碳市场-生态环境
部的部门规章。

强制措施不足

•全国碳市场-罚款数额、
行政处罚种类有限：如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
法（试行）》罚则条款，
对虚报、瞒报温室气体
排放报告、未足额清缴
履约最高罚款数额为3
万元。

配套制度不完善

•司法层面-碳配额查封、
冻结、拍卖等司法处置
程序，尚未明确。

•财税处理-《碳排放权
交易有关会计处理暂行
规定》对会计科目予以
明确，但对碳交易是否
需要缴纳增值税、发票
等问题尚未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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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类型
行政责任

行政管理措施

信用惩戒

民事责任

刑事责任

责任主体
纳入配额管理的重点排放单位

核查技术服务机构

检验检测机构

咨询机构

碳排放权交易主体

典型场景
碳排放信息披露

碳排放报告

碳排放核查

配额履约清缴

碳排放配额交易

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

涉碳法律风险逐渐显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Ø 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 准确把握碳排放权、碳汇、碳衍生品等涉碳权利的经济属性、公共属性和生态属性，依法妥当处理涉及
确权、交易、担保以及执行的相关民事纠纷。

• 支持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查处碳排放单位虚报、瞒报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拒绝履行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义
务等违法行为。

• 依法审理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提起的涉碳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助力形成
以风能、太阳能、水能、核能、气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系统。

• 加大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长三角地区等重点区域涉能源结构调整案件的审理力度，严格落
实减污降碳协同治理。

• 依法审理各类涉受控消耗臭氧层物质违法生产、使用和环境污染案件，助力减少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
放，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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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战略下法律服务的功能和作用

专业服务

04

提供专业法律服务，为
各类主体实施并开展绿
色低碳转型或环境权益
开发等各类工作提供专
业的法律服务，协助提
升各类主体“碳”竞争
力。

争议解决

03

为各类主体化解、处置
涉碳相关纠纷和提供个
性化解决方案。

合规建设

02

协助重点排放单位，金
融机构、上市企业等各
类主体建立健全涉碳合
规管理体系，控制和防
范涉碳法律风险。

01

协助主管部门和立法机
关进行顶层设计和政策
制定，健全完善双碳法
规和标准体系。

政策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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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营业收入计，荷兰皇家壳牌公司（以下简称“壳牌”）是欧
洲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企业，其业务遍布70多个国家和地区。
2019年4月，环保组织荷兰地球之友联合其他六个非政府组织
和17000多名荷兰公民起诉了这家石油巨头，称壳牌加剧了气
候变化，违反了荷兰法律规定的注意义务和企业的人权保护义
务。

2021年5月，法院作出判决，要求壳牌到2030年年底，将集团
的全产业链口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应相比2019年排放水平下降
45%。

2022年3月，壳牌不服提出上诉，此该案目前尚在审理阶段。
不过法院宣布判决当下可以得到执行，这意味着即使在案件上
诉期间，壳牌也必须履行其减排义务。

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开创了企业可因气候变化应对不力
而被追责的先河，要求企业必须为了实现全球气候目标而减排。
本案或已开启了气候诉讼的新时代，将推动更多针对企业排放
的气候诉讼。

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诉讼案件快速增长

经过2015年、2018年两轮在地方法院的胜诉，2019年12月，
Urgenda基金会迎来了荷兰最高法院维持原判的最终判决，最高法
院下令要求荷兰政府在2020年底之前，将荷兰的温室气体排量较
1990年水平至少减少25%。

案件中的原告是Urgenda基金会——一家致力于倡导制定气候变化
应对计划和措施的荷兰环保组织。在本案中，Urgenda还代表了
886名荷兰公民。案件提起前，荷兰政府一直未能达到其既定的减
排目标，甚至一度将其目标降低为在2020荷兰最高法院依据人权
法支持了Urgenda的诉求，法院指出，“鉴于危险的气候变化可能
对荷兰居民的生活和福利产生的严重影响，国家有义务实现减排目
标”。

本案开创了法院判定提高气候雄心属国家法律责任的先河。法院明
确指出，即使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问题，也不意味着单一国家就可
以逃避责任，每个国家必须做好自己“分内之事”。受本案启发，
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爱尔兰、德国、法国、新西兰、挪威、
英国、瑞士等国和欧盟地区也纷纷涌现气候诉讼。

Urgenda基金会诉荷兰政府案

!"#$%&'()*+,-.

环保组织地球之友等诉荷兰皇家壳牌公司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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