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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庆国谈新形势下全球治理与中美气候合作 

 

（贾庆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一、何为全球治理&气候治理 

贾庆国：全球治理是什么？在中国这是个新词。记得几年以前，在一次筹

划大型国际会议的内部会议上，我提出要不然把会议主题定为全球治理，我发

言后会场先是一片寂静，后来有一位军队背景的很有名气的专家发言说不行。

理由是这是个西方的概念。当时我想，全球治理是西方提出来的，但马克思也

是西方提出来的，谁先提出来的并不重要，关键它是不是一个好的理念。如果

是，为什么不能用！ 

几年以后，这个概念逐渐被接受。中国政府正式文件里面开始提“经济全

球治理”。再往后更是直接说全球治理。全球治理到底是什么？我想可能还是

人类社会，或者国际社会应对国际上出现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采取合作应对

的态度和做法。现在我们这个世界由于科技和经济关系的发展，使得国家间的

关系越来越密切，使得生活在不同国界的人，受到国际上发生事情的影响越来

越大，相互依存程度越来越高。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国际上越来越多的问题好

像不是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处理的，比如说气候问题，比如说环境问题。有一次

我在美国加州开会，有一个发言嘉宾说，他们研究了一下洛杉机上空的空气，

发现有的污染物来自中国。当时我想这有点太过分了，怎么会飘那么远。但是

可能还真是来自中国。当然，即使是这也算不上这方面的先例。当年美国底特

律由于是工业化地区，他们那边产生的废气飘到加拿大，然后经过化学作用变

成酸雨，落到加拿大，加拿大就抗议，而且抗议了好多年。所以现在的气候问

题、环境问题，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包括大型杀伤性武器扩散，移民，

等等这些问题，都属于所谓的全球性的问题。全球性的问题不是一个国家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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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国家能够解决的，需要多个国家、甚至于整个国际社会共同合作才能有效

的应对或解决。 

这种共同应对或解决本身就叫治理，这个治理跟政府那种管理是有区别

的。政府的管理主体是政府，而治理刻意回避了政府主导这部分，是强调政府

和民间共同努力来解决全球性的一些问题，包括气候问题。所以，气候治理不

光是政府间的合作，也是各国民间共同参与的合作。现在全球治理问题越来越

多的被提到国际社会的政策议程上来，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

大国，也越来越多地面临这方面的挑战和责任。如何在崛起的过程中发挥好自

己的作用，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是中国人需要思考的问题。 

    二、新形势下美国气候行动未来走向 

贾庆国：我不是研究气候问题的专家，我觉得特朗普上台以后，联邦政府

对气候问题的重视程度可能会大幅下降。这是因为特朗普本人根本不相信气候

变暖有科学依据，他认为这是编造出来忽悠美国的。有意思的是，中国国内有

一部分人认为是美国人编造出来忽悠中国的！国内有一些人，资历很深，有的

还是中科院的院士，他们一直在挑战这种说法。当然，大多数科学家还是认同

气候正在出现变暖这样的看法的，他们认为人类社会有必要采取手段、采取措

施加强合作来应对这个问题。特朗普本人可能要想退出这个气候合作，上台后

也会推，但难度很大。奥巴马政府已经签了巴黎协议。按照协议，巴黎协定签

署国要退出的话，需要几年的时间。 

第二，即使想做，也需要花时间和经历才能做成。那么，特朗普会不会花

很多时间和很大的精力处理这样的事情呢？我觉得可能不会。为什么？因为得

不偿失，他要想退出气候机制的话，他在国会就会面临相当大的阻力，他就需

要说服国会议员来跟他合作。这就意味着一方面他要在时间上、精力上付出很

多，另一方面他要耗费很多政治资源，这些都会影响他在国内要推的事情所

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他可能不会在推动美国从气候机制里边退出这个

议题上做很多事情，不会花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来做这个事情。最可能发生的

可能是在推动节省减排方面的措施上，他领导的美国联邦政府不会像以前奥巴

马政府那么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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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就是，前一段看布鲁金斯网站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觉得很有道理，文章认

为特朗普上台不会从根本上扭转气候变化领域目前的格局，文章提出三个方面

的理由。一是美国的地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有相当大的自主性。现在很多美国

地方政府已经认同节能减排这些措施，认同气候变化的危害和扭转气候变化的

重要性。所以气候变化落地政策上，很多事情都是地方政府在做。而美国的地

方政府，相对于联邦政府来说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特朗普想做什么对它们的影

响有限，尤其像加州这样的地方，特别重视环境。第二，科技的发展使得新能

源生产成本越来越低。现在新能源技术的变化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由于新能源

技术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新能源技术，结果生产新能源的成本越

来越低，进一步加快了新能源产品的普及。最后，市场方面的变化趋势已经形

成。由于前一阶段的努力，现在新能源技术在市场上逐渐形成了气侯，一些基

础设施得到了建立，比如说电动汽车的充电设施等。所以这种市场开始出现，

而且大量的投资已经花在这个上面，很多人在这个里面已经获得利益了，未来

投资收益也在这个地方。所以要想彻底扭转这样一个局势，特朗普政府即使想

做，也很难做到。从这个角度来讲，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政策在联邦政府这

个层面的变化可能会比较大一点，但是在地方层面上，科技方面，还有市场层

面的变化可能不会像许多让你所想象的那么大。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美之间在气候上的合作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美国

的地方政府如果接着做，美国公司的这种产品是有市场的，因为中国这边有很

大的市场。双方的企业合作、开发新的技术、生产新的产品有很大的空间。再

一个就是，节能减排是一个价值高地，对于中国来讲，既有很大的利益，同时

也有政治影响方面的需求。在国际上，搞新能源、节能减排，对于国家的形

象，对于国家的软实力，会很有帮助的。 

最后我想就世界发展趋势再简单谈谈三个看法。第一，西方整体的实力在

出现下降的趋势，2000年，是西方作为一个整体实力最强的时候，据统计，那

时候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 37%多，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

占世界生产总值的 17%左右。像德国、意大利那个时候可能都有 8%，有 6%。

2014 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 GDP28%，日本占 8%左右，欧洲作为一个

整体也出现明显下降，德国表现不错，但它的份额也在下降。所以，从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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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来讲，欧洲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在下降。它的经济能力的下降，同时也影

响到它在其他方面的实力，包括政治上影响力的下降。所以，传统的以西方为

中心的世界现在正在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第二，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模式在走向一个尽头。这个全球化的模式主

要有三个特点，一个是重效率，强调市场竞争。第二就是重公平，强调竞争的

公平性，好多规则都是跟这个相关。最后一点，就是它忽视平等，特别是通过

竞争产生的效益，在分配上出了越来越大的问题。结果现在世界，不光是世界

层面上出现两极分化，在包括发达国家的内部，也出现了两极分化这样一个趋

势。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还是中国，或是其他的一些国家都是这样。无论是

英国脱欧，还是美国的特朗普当选，都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应该说，大多数

国家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都得到了好处，但是这个好处没有被合理地分配，

有的人得到了好多好处，很多人没有得到太多的好处，还有一部分人不仅没有

得到好处，反而深受其害。很多人对全球化的不满就是对这种类型的全球化不

满。所以我说的美式全球化模式正在走向一个尽头。 

第三，全球性的问题越来越多，而且它给国际社会造成的挑战越来越大。

无论是经济问题，环境问题，还是恐怖主义问题，都是没法回避的问题，这些

问题正在给我们的生活产生了直接而现实的影响。世界经济怎么样，现在直接

影响到了我们每个人的家庭，不再是别的国家的事情。 

最后一点，国际社会对合作的需求越来越大。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如何评价特朗普当选的影响，现在好多人很悲观。我

觉得悲观是有理由的，但是这不是世界的末日，因为很多事情不是特朗普本

人，或者他的团队能够改变的。比如说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没有变，美国在世

界上的基本利益，包括集体安全，自由贸易，还有和他国合作共同应对全局性

挑战这个利益没有变；美国维护自身利益的路径，通过维护国际秩序维护自身

利益这点也没有变。那美国维护自身利益的主要手段就是通过联盟体系、国际

机制，还有其他多边和双边合作，通过以最小的成本维护国际秩序从而维护美

国的国家利益，这个也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特朗普个人的这个作用和影

响，有必要合理定位，尽管特朗普性格强悍、我行我素，但他能够做的事情也

是有限的，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比他强大不知道多少倍的体制，是多数主流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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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的共识，还有就是一个谁都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他还面对美国的国家利

益。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够改变的东西不可能太多。美国实行的三权分立政治

制度的初衷就是限制坏人做大事，当然同时也限制了好人做大事，所以没有必

要过度夸大特朗普当选对美国国家政策的影响。 

    三、中美气候行动展望 

    贾庆国：特朗普在气候问题上不是很积极，或者说很不积极，所以在联邦

层面上美国可能会做一些政策上的调整，如减少或取消对节能减排的支持。过

去这些年，中美之间在环境问题上，在新能源开发问题上，在很多其他相关问

题上签署过很多协议。这些协议有的直接跟气候相关，有的则没有直接关联。

我觉得在那些像环保、新能源这方面的合作，中美合作还会继续，只不过联邦

政府的支持力度不会像过去那么大。我认为，只要中国政府认为是对的事情，

就应该自己坚持去做，而不是看美国做还是不做。我们参加巴黎气候协议，不

是因为美国需要我们才做，而是因为我们认为是对的，是符合中国利益的，所

以才跟它一起合作来做这件事。所以，不应该美国撤出了所以我们也就不做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