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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問題的由來

由於人類活動導致的大氣中溫
 

室氣體濃度增加而對氣候產生
 的長時間尺度的變化—導致了
 

全球氣候變化。



應對氣候變化主要包括：

減緩氣候變化：核心是減少GHG排放、增加對CO2的
 吸收及CO2的收集和儲存。包括：減少化石能源消費、

 CH4的回收利用、HFC23焚燒、N2O分解、植樹造林吸收
 CO2、CO2收集並儲存到地下等。這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和成本。

適應氣候變化：氣候變化可能帶來哪些主要影響（溫
 度、降水、旱澇、海平面上升等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可能

 帶來的後果），以及應該採取何種措施適應這種變化（例
 如：氣候變暖對青藏鐵路永凍層的影響問題）。

氣候變化問題的由來



國際社會為應對氣候變化而採取的行動：

1988年11月，成立了“政府間氣候變化專業

委員會”

1990年12月，第45屆聯大決定制訂《聯合國

氣候變化框架公約》；1991年2月正式啟動

談判。

氣候變化問題的由來



經過歷時一年多共5輪談判，1992年5 

月9日通過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
 

約》；1994年3月21日生效。

氣候變化問題的由來



1992年5月9日，經過歷時一年多共5輪談判通過了《聯合
 

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1994年3月21日生效。

1997年12月11日，通過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
 

都議定書》。議定書是氣候公約第4條“承諾”的一項補
 

充，規定了發達國家在2008年至2012年的具有法律約束
 

力的溫室氣體減排義務。京都議定書於2005年2月16日生
 

效。

氣候變化問題的由來



氣候變化問題的由來

氣候公約的目標:  “將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穩定
在防止氣候系統受到危險的人為干擾的水準上”

氣候公約確定的原則：共5條基本原則，核心是下

麵兩個：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

-- 促進所有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可持續發展的原
 則



氣候公約締約方應承擔的義務：

發達國家在氣候公約下的義務：

報告本國溫室氣體排放水準及採取減排的政策和行動

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新的和額外的資金和技術援助

幫助發展中國家提高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建設

將本國2000年溫室氣體排放水準回復到1990年排放水準

氣候變化問題的由來



發展中國家：

依據所獲得的援助提交以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

單為核心的“國家資訊通報”

採取或合作採取有利於保護氣候的政策和行動

氣候變化問題的由來



發達國家在京都議定書下的義務：

在2008年至2012年，需將其人為溫室氣體排放水

準在1990年基礎上平均減少5%。其中，歐盟為8

％，美國7％，日本6％，澳大利亞增長8％。

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新的和額外的資金和技術援助

幫助發展中國家提高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建設

氣候變化問題的由來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提高生產效率尤其是提高能源效率；

削減化石燃料消費；

尋找替代化石燃料的能源

甲烷、氧化亞氮的分解/利用

二氧化碳的收集和儲存

在沒有顯著的技術發展和進步的條件下，減排將
 影響國家的能源、經濟和社會發展。美國政府不
 批准京都議定書的主要理由就在於此。

氣候變化問題的由來



氣候變化問題的由來

到2000年，附件Ⅰ國家的CO2
 

實際排放量總
 

體上比1990年增長了1.1%。其中北美增長
 

17.8%，歐洲增長3.9%，太平洋國家增長
 

16.5%，只有經濟轉型國家下降了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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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問題的由來

氣候公約和京都議定書允許發達國家通過境外減排方式履行
 

在氣候公約和京都議定書下的義務：

發達國家國內減排成本平均在100美元/噸碳以上

在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減排成本只有幾美元至幾十美元

由於大氣流動性的特點，在地球上任何一個地方實現的溫

室氣體減排，對整個地球大氣的效果是一樣的。這就決定了

不一定限制減排的物理區域。這種巨大的減排成本差異，推

動了CDM的發展。



氣候變化問題的由來

京都議定書允許發達國家採取的的境外減排方式包
 

括：

清潔發展機制（CDM）、聯合履行和排放貿易，簡
 

稱三機制。其中，聯合履行和排放貿易是發達國家
 

之間的合作。

目前大部分情況下所議論的“碳交易”，實際上是清
 

潔發展機制合作，而不是排放貿易。目前，全世界
 

都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排放貿易。



清潔發展機制的基本概念

清潔發展機制（CDM）系 京都議定書第12條確立的機制, 

核心內涵是：發達國家通過提供資金和技術的方式，與發
 

展中國家合作，在發展中國家實施具有溫室氣體減排效果
 

的項目，促進所在國的可持續發展，項目所產生的溫室氣
 

體減排量用於發達國家履行京都議定書的承諾。

簡言之，就是“資金＋技術”換取更多的溫室氣體排放權



清潔發展機制的基本概念

2001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
（UNFCCC）第七次締約方會議通過了
《馬拉喀什協定》，規定了“清潔發展機制
的方式和程序”；該次會議同時選舉產生了
CDM的執行理事會(EB, Executive Board)。

2002年UNFCCC第八次締約方會議通過了
適用於小型CDM專案的簡化方式和程序



清潔發展機制的基本概念

2003年第九次締約方會議通過了適用於第

一承諾期中的造林和再造林CDM專案的規

則，同意定義小型造林和再造林CDM項目

2004年第十次締約方會議通過了適用於小

型造林和再造林CDM專案的簡化程序



CDM項目類型的劃分：

小型CDM項目：主要項目類型

– 容量不超過15 兆瓦的可再生能源項目活動

– 年節能量不超過6000萬千瓦時的提高能效項目

– 每年直接排放低於1.5萬噸二氧化碳當量同時年最大減排量不

 超過6萬噸。

小型造林和再造林CDM項目

– 每年的淨人為碳去除量（二氧化碳淨吸收量）小於1.6萬噸

 CO2
– 由東道國確定的低收入社區和個人開發或者實施

造林和再造林CDM項目

一般CDM項目：主要的項目類型

清潔發展機制的基本概念



清潔發展機制的基本概念

規劃類CDM（P－CDM）的概念和實施：

2007年，CDM執行理事會批准了關於規劃類CDM（ P- 
CDM）的實施規則，為那些單個專案減排量少但有大量專

 案活動的規劃，提供了開發作為CDM的可能，如，農村沼
 氣、太陽灶、節能燈等等。

所謂規劃類CDM專案，是指那些按照同一技術和方法執行
 的專案活動，可以按照批准的規則，把規劃的專案活動，

 按照專門的規則，在規劃本身並不作為CDM專案活動的條
 件下，把規劃中的各個活動按照一定的要求，開發成為

 CDM專案活動。



清潔發展機制的基本概念

規劃類CDM專案有助於開發那些量大面廣但每個
 

專案活動溫室氣體減排量又非常小的項目。但大陸
 目前開展這些項目還有一些障礙。目前，大陸正在
 組織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修改大陸CDM政策方

 面的研究，以便於大陸的CDM政策能夠推動P- 
CDM的發展。需要研究的內容包括：

1.P-CDM的方法學和PDD編寫方法

2.P-CDM政策：誰可以作為協調機構?利益分配？



1. 環境效益：專案必須帶來GHG減排

2. 資金：項目須帶來用於減排的資金，這些資金應該額外
 

於官方發展援助（ODA）

3. 技術轉讓：項目應帶來國際技術轉讓。

主要要核查的是項目是否能夠帶來額外的溫室氣體減排
 

量，即專案的額外性。

清潔發展機制的基本概念



CDM項目分佈在眾多的領域：

發電（高效燃煤發電、燃氣發電、可再生能源、
 水電）、供熱、熱電聯供

煤層氣回收利用、垃圾填埋甲烷回收利用、HFC23分解、
 N2O分解和利用、沼氣利用

工業生產過程節能和節材：化工、冶金、建築

造林和再造林固定CO2

農業減排：畜禽廢棄物排放甲烷的回收利用等。

通常，項目年減排量在1萬噸以上才值得開發實施。

清潔發展機制的基本概念



CDM項目週期

設計

審定/註冊

監測

核查/認證

簽發CERs

COP/MOP：議定書

 締約方會議

DNA:   指定國家主管機構

EB：

 
執行理事會

PP：

 
專案參與方

DOE：指定經營實體

CER：

 
經核證的減排



清潔發展機制的基本概念

編制專案PDD文件：

編制專案的PDD文件，是把一個專案申
 

請作為CDM專案的必備文件。



清潔發展機制的基本概念

CDM的方法學問題：
方法學是審查CDM專案合格性及計算減排量的基礎，是編
制PDD文件的核心內容。

基準線和監測方法學
基準線
– “基準線是一種假設情況，合理代表在不開展擬議專案

 活動的情況下的溫室氣體人為源排放量”
– 為了提供與CDM專案同樣的服務，在沒有該專案的情

 景下將出現的排放量
監測的必要性
• 基準線排放
• 專案排放
• 需要監測的資料、監測和記錄方法、品質保證等



清潔發展機制的基本概念

CDM執行理事會已批准了100多個方法學，涵蓋範圍廣泛：

一般方法學（可再生能源、垃圾填埋氣、提高能效、生

物質能、HFC23及氧化亞氮等）。

整合方法學（可再生能源發電、垃圾填埋氣、水泥生產

能源利用、煤層氣方法學等）

小項目方法學

一般造林方法學

小規模造林方法學



清潔發展機制的基本概念

CDM執行理事會：

是全球的CDM管理中心，負責制定政策、批准專案、委任
 

經營實體、批准方法學等。目前有10名成員和10名候補委
 

員。其下設有方法學委員會和經營實體委任委員會、小專
 

案工作組、造林方法學工作組以及註冊和簽發評審專家
 

組。執行理事會秘書處設在氣候公約秘書處內，約100名工
 

作人員。到2008年9月，EB已舉行了42次會議，每年6-8 

次，每次5－6天。



清潔發展機制的基本概念

EB對專案“額外性”的要求越來越嚴格、對減排量的計算越
 來越嚴格和保守、對產生減排量的監測更加重視、審批專

 案趨於規範。

EB－25（2006年7月）開始否決專案：兩個印度的風電項

目和兩個墨西哥的提高能效項目，因為這四個項目缺乏充

足的“額外性”的證據。到目前，EB已經否決了70個專案。

另外有19個項目主動撤回。這表明，CDM專案存在很大的

風險和不確定性。在剛剛結束的EB-42次會議上，又有6個
項目被拒絕註冊，其中包括3個來自大陸的項目。成為大陸

第一批被拒絕的項目。



清潔發展機制的概念和實施程式

世界銀行：推出CDM國家戰略研究（NSS）、原型碳基金（PCF）、

 生物碳基金（BCF）、社區開發碳基金（CDCF）等，並託管義大利碳

 基金和荷蘭碳基金。目前管理九個碳基金，統稱碳融資，資金總額約

 19億美元。世界銀行現在選擇項目非常注重考慮社會效益。

義大利政府計畫購買1.98億噸減排量，荷蘭政府和西班牙政府各計畫購

 
買減排量1億噸，奧地利

 
3500萬噸，丹麥2200萬噸，愛爾蘭1850萬噸，

 
比利時4200萬噸，盧森堡1500萬噸、瑞典500萬噸。

 
歐盟官員估算：到

 
2012年前，歐盟成員國政府計畫累計購買量（CDM、JI和ET）約5.2億

 
噸減排量；企業另外需要購買量為5--15億噸減排量。



清潔發展機制的概念和實施程序

加拿大：上屆政府和議會曾經批准了一個100億加元的履行京都議定

 書預算方案，其中約30％用於引導加企業與發展中國家開展CDM專

 案合作。加拿大將需要購買約7.5億噸減排量。但2006年政府換屆

 
後，削減了用於氣候變化活動的預算。加拿大現政府不打算執行京

 都議定書。

日本：政府委託NEDO負責政府購買減排量，政府計畫購買量約為1 

億噸；企業可能需要購買的量在8億噸左右。

澳大利:亞正在制定政府履行京都議定書的計畫，主要手段將是

 CDM。

美國:加州等將把CDM專案減排量納入其減排手段。



清潔發展機制發展狀況及展望

CDM的發展經歷了如歷程：

1 基本概念階段－共同執行活動（AIJ）（1995－）

2  制定清潔發展機制（1996－1997）

3  制定CDM實施規則階段（1998－2001）

4  制定CDM實施細則並建立執行機構階段（2002－2003 

年）

5  CDM專案初期階段階段（2004－2006年年中）

6  CDM項目快速發展階段（2006年下半年）



清潔發展機制發展狀況及展望

截至2008年9月26日，已經有1168個CDM專案獲得
 

了CDM執行理事會的正式批准，得以註冊；這些
 

項目到2012年的減排總量預計為13 億噸以上。

EB已簽發CERs186,114,514噸。



清潔發展機制發展狀況及展望

截止2008年9月14日，在EB註冊項目數排前5名的國家：

印度：358個，排名第一。

中國：
 

270個

巴西： 145個。巴西註冊了第一個項目。

墨西哥：106個。

馬來西亞：32個



清潔發展機制發展狀況及展望

CER需求量：世行估計在2012年前京都議定書發達國

家締約方總減排量約50億噸，假設其中在境外的減排

量需求占一半約25－35億噸，這其中主要要依靠CDM
提供。主要需求方為意、荷、西、日、澳等。

前的供應情況：全世界總共有約3000個的項目（含已

經批准的和未批准的），到2012年可生產的CER超過

27億噸。

今後具有供應潛力的國家：中國、印度、巴西、墨西

哥、印尼等。



清潔發展機制發展狀況及展望



清潔發展機制發展狀況及展望



清潔發展機制發展狀況及展望



清潔發展機制發展狀況及展望



清潔發展機制發展狀況及展望

總體來看，CDM的供需市場是一個動態市場，
 

將會隨著發達國家未來幾年的經濟發展狀況、
 CDM供應市場及價格狀況、東歐國家“熱空氣” 

的出讓狀況等
 

發生變化。可以預計，在合適的
 

價格和足夠的CDM供應條件下，CDM市場將會
 

得到擴展。



2007年3月，歐盟春季首腦會議做出了一個未來減
 

排溫室氣體的重要決定：歐盟將在2020年，把溫室
 

氣體排放水準在1990年基礎上減20％，如果其他國
 

家也採取類似的減排行動，歐盟將進一步減到30
 

％。

澳大利亞新政府在2007年12月上臺後，即批准了
 

京都議定書。

清潔發展機制發展狀況及展望



美國出現的新情況：

民主黨獲得國會中期選舉後，美國國會出臺了一系列涉及

減排溫室氣體的法案，包括對不採取減排行動的國家進口產

品徵收碳稅條款；以及要求美國的大企業，在2020年時把溫

室氣體排放回復到1990年水準，到2050年，在1990年基礎上

減排30－50％。

美國兩總統候選人都提出了減排溫室氣體的主張和目標。

加州和新澤西州已經立法，要求企業減排溫室氣體。

美國有20多個州都制定了減排溫室氣體的政策和措施。很

多企業聯盟制定了行業減排計畫。

清潔發展機制發展狀況及展望



發達國家在京都議定書下第二承諾期談判已正式啟動：

目前的議定書只規定了發達國家到2012年減排GHG的義
 

務。為儘快達成2012年後的減排義務，2006年正式啟動了這
 

項進程的談判。

巴厘會議為該談判特設工作組在未來兩年的工作制定了
 

一個詳細的時間表，目標是在2009年完成談判。

清潔發展機制發展狀況及展望



清潔發展機制發展狀況及展望

未來氣候變化制度的談判：

誰應該減：發達國家繼續減？

應該減多少？以CO2大氣濃度為標準（550PPM？），確
 

定未來減排義務的基礎：人均、總量、趨同、效率或綜
 

合？

如何減：國內減及通過市場機制減？

不減或未能完成義務的後果：是否有懲罰機制？



清潔發展機制發展狀況及展望

2007年巴厘氣候變化會議：

2007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會議在巴厘舉行，會議通過

了一系列決定，其中 重要的是通過了“巴厘行動計畫”。

“巴厘行動計畫”強調要加強國際長期合作，提升履行公約

的行動，以充分、有效和可持續地履行公約，從而在全球範

圍內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實現公約目標。

“巴厘行動計畫”重申要依照公約業已確定的原則，特別是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及各自能力的原則，綜合考慮社會、

經濟條件以及其他相關因素，承擔減緩氣候變化的承諾或行

動。



清潔發展機制發展狀況及展望

“巴厘行動計畫”主要內容：

“巴厘行動計畫”主要包括4個方面的內容。即減
 

緩、適應、技術和資金,也被形象地稱為未來應對
 

氣候變化的四個“輪子”。其中，減緩又包括發達國
 

家的減排承諾與發展中國家的減排行動。



清潔發展機制發展狀況及展望

發達國家減排問題：

《巴厘行動計畫》要求公約發達國家締約方，依據其

不同的國情，承擔“可測量的、可報告的和可核實的”與

其國情相符的溫室氣體減排承諾或行動，包括量化的溫

室氣體減排和限排目標，同時要確保發達國家間減排努

力的可比性。



清潔發展機制發展狀況及展望

發展中國家的適當減緩行動：

發展中國家要在可持續發展框架下，在得到技術、資金

和能力建設的支持下，採取適當的國內“可測量、可報告和

可核實的”減排行動。這是發展中國家為促進全球保護氣候

做出的重大讓步和妥協。

發展中國家的減排行動的承諾，與得到技術、資金和能

力建設支持掛鉤，而且，這些支持也是“可測量、可報告和

可核實的”。



可以預期，在歐盟的推動、美日澳積極參與、發展中國家等也表

 示積極參與的情況下，2009年達成某種協議，規定未來發達國家具

 有約束力的溫室氣體減排指標以及發展中國家不具有約束力的減排

 行動，是非常可能的。

一旦能夠達成國際減排協議，CDM必將成為其中的主要內容，

 成為發達國家履行減排義務的主要手段，從而獲得大發展。

排放貿易將繼續可以在發達國家之間開展，而排放貿易是否能夠

 延伸到發展中國家，需要看是否能夠對現有的排放貿易規則進行大

 幅度的修改，使其一方面能夠進行全球貿易，另一方面，也能夠確

 保發展中國家不需要承諾約束性減排行動。

發展中國家需要在政策、技術和人才方面做好應對的充分準備。

清潔發展機制發展狀況及展望



大陸氣候變化與清潔發展機制工作

大陸氣候變化工作：

2007年，成立“國家氣候變化領導小組”，國務院總理任組長。

2008年6月27日，胡錦濤總書記：“妥善應對氣候變化，事關我國經濟

 
社會發展全局和人民群眾切身利益，事關國家根本利益

 
”。

 
“必須以對

 
中華民族和全人類長遠發展高度負責的精神，充分認識應對氣候變化

 
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堅定不移地走可持續發展道路，採取更加有力的

 
政策措施，全面加強應對氣候變化能力建設，為我國和全球可持續發

 展事業進行不懈努力 ”。



大陸氣候變化與清潔發展機制工作

大陸已經採取了大量應對氣候變化工作：

1.2007年6月，頒佈“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

2.2007年6月，13個部門共同頒佈“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科技專項行

 動”，作為落實國家方案的具體行動。

3.一直是氣候變化國際談判的主要參與方，在制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

 架公約、京都議定書、以及大量的相關決定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4.2005年頒佈“清潔發展機制管理辦法”，以及大量涉及減排溫室氣

 體、提高適應氣候變化能力的法律、規章和政策。香港的CDM管理

 辦法也已經頒佈。

5.目前正在編制“中國氣候變化白皮書”。



大陸氣候變化與清潔發展機制工作

當前和未來的氣候變化工作：

1.研究制定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總體戰略，包括發展和適應戰
 

略、對外談判戰略。

2.研究制定和實施應對氣候變化行動，提高減緩氣候變化和
 

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

3.加強應對氣候變化的機構建設和能力建設。

4.把應對氣候變化納入政府部門規劃、計畫及日常工作。



大陸氣候變化與清潔發展機制工作

目前，大陸已經擁有很多CDM技術服務機構開展
 

PDD編寫服務及CDM其他技術服務工作。從2002年
 

以來，大陸在27個省市區建立了CDM技術服務中
 

心。在北京、上海還有大量的CDM技術服務機構。

大陸的CDM技術服務在世界上屬先進水準。

截止2007年8月13日，大陸已經批准的項目達
 

1443個；每個月約有50個項目申請批准。



“77國集團＋中國”在談判中



中國代表團，面對艱難的談判，信心充足！



挑燈夜戰



記者焦急等待結果，也很辛苦





會議成功了，大家都高興



鮮為人知的談判場面：沙發、地板也作床



睡眠比風度更重要！



能趴一會兒也不錯



我就不批准京都議定書！



美國不批准京都議定書，
 引發全球抗議浪潮



民眾為拯救京都議定書搖旗呐喊





要動用武裝力量
 維護談判秩序



乾杯！中國代表團會後的喜悅





呂學都
 

博士

CDM執行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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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
 

大
 

學
 

兼 職 教 授

科學技術部全球環境辦公室
 

副
 

主
 

任

北京市復興路乙15號, 100862
電話:(010) -5888-1436
傳真:   (010) -5888-1471
电邮: luxuedu@gmail.com,  lvxd@mos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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