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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阐释中国理念
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
绿色发展”“坚持系统治理”“坚持以人
为本”“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共同但有
区别的责任原则”……

峰会上，习近平主席用“六个坚
持”系统阐释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
共同体理念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路径。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阮宗泽表示，在大自然一次又一次的
警告面前，人类不能再沿着只讲索取
不讲投入、只讲发展不讲保护、只讲利
用不讲修复的老路走下去，必须要重
新审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拿出切实的行动，保护我们共同生活
的这个星球。“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
念，为各国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
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指明了方向，而

‘六个坚持’则为实现这一目标明确了
路径和原则。”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体现出中
华文明对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崇尚，
以及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追求。”中

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
苏晓晖表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同
时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生态环
境领域的具体延伸。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
环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
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
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山水林田湖草
沙是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保护生态
环境，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受访专家认为，这些理念已经在中
国有了多年的实践。如今，中国提前
并超额完成了 2020 年气候行动目标，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保持着可观的
增长，中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绿
色发展的理念和经验给世界以启迪。

践行中国承诺
做全球气候环境治理的行动派

“这是中国基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内在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谈
到中国将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愿景时，
习近平主席这样说。

专家指出，中方宣布的碳达峰和碳
中和目标愿景，反映了《巴黎协定》“最
大力度”的要求，体现了中方应对气候
变化的坚定决心。据有关机构分析，
中国的碳中和承诺将使全球温升缩减
0.2至 0.3摄氏度。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
际合作中心主任徐华清认为，中国承
诺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碳中和愿
景，绝不是简单地伸一伸手、踮一踮脚
尖就能够到，需要助跑、加速、奋力向
上跃起才能实现。“尽管需要付出极为

艰巨的努力，但中国选择迎难而上，展
现出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担当和对
子孙后代的负责。”

“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
碳达峰到碳中和，需要开展的是一场
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
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说。

事实上，这样的变革正在华夏大地
逐渐展开：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
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制定碳达峰行动
计划；广泛深入开展碳达峰行动；支持
有条件的地方和重点行业、重点企业
率先达峰；将严控煤电项目，“十四五”
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
期逐步减少；决定接受《〈蒙特利尔议
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加强非二氧化
碳温室气体管控；将启动全国碳市场
上线交易……

徐华清表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中国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
化国家战略，把应对气候变化融入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通过法
律、行政、技术、市场等多种手段，加快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应对气候
变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分析人士注意到，继中国宣布碳达
峰、碳中和愿景后，去年日本、韩国也相
继宣布各自实现碳中和的目标。阮宗
泽表示，在世界面对诸多不确定性之
时，中国重振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信
心，促进更多国家采取更大的行动。

贡献中国方案
推动完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

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
贡献者、引领者，中国坚定践行多边主
义，努力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

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
习近平主席在峰会上强调，“共同

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全球气候治理
的基石”，“发达国家应该展现更大雄
心和行动，同时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
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和韧性，为
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能力建设
等方面支持，避免设置绿色贸易壁垒，
帮助他们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阮宗泽说，对发达国家而言，实现
碳排放达峰是一个技术、经济发展的
自然过程，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所处的
发展阶段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无法
与发达国家同日而语。眼下，发展中
国家面临抗击疫情、发展经济、应对气
候变化等多重挑战，鉴于此，对气候变
化负有不可推卸历史责任的发达国
家，应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支持和帮
助，而不应一味指手画脚。

怎样凝聚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合
力？习近平主席指出，要携手合作，不
要相互指责；要持之以恒，不要朝令夕
改；要重信守诺，不要言而无信。

苏晓晖说，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
类共同的事业，中方一直坚持，各方应
该以《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等国
际条约为法律基础，支持联合国等国
际组织发挥应有作用，而不是将应对
气候变化演变成为地缘政治的筹码、
攻击他国的靶子、贸易壁垒的借口。

在《巴黎协定》达成、生效、落实过
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将生态文明领域合
作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内容；通过
多种形式的南南务实合作，尽己所能帮
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同美方共同发布《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
明》；下一步，中方还将在今年10月承办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
会……中国坚定维护多边主义，以实际
行动推动全球环境治理国际合作，展现
负责任大国的胸怀与担当。

“面向未来，推动全球环境治理的

中国方案将持续汇聚构建人与自然生
命共同体的强大力量，也将为世界应
对各类全球性挑战带来更多信心和希
望。”阮宗泽说。

新华社记者 郑明达 许可 王宾
高敬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2019年12月20日11时22分，我国在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中巴地球资源卫星04A星，此次
任务同时搭载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
合作”项目——赠埃塞俄比亚微小卫星以
及“天琴一号”技术试验卫星等8颗卫星。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一
家锂电池企业的工人在生产
线上工作。

新能源小镇“城市客厅”采用分布式光伏建筑一体化发电系统，年发电量达28万
千瓦时，在满足建筑主体自用的前提下，多余电量还可并入电网，产生“绿色收益”。

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动动
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同体

———习近平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的重要讲话解读—习近平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的重要讲话解读

这是2019年1月19日拍摄的老挝南欧江六级电站。

在江苏省泰兴市公交总站，一辆
纯电动公交车入站充电。

工人在
北汽新能源
黄骅分公司
总装车间内
工作。

空中俯
瞰浙江省长
兴县画溪街
道新能源小
镇“ 城 市 客
厅”。

“面对全球环境治理前所未有的困难，国际社会要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动，勇
于担当，勠力同心，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共商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之策，共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4月22日，世界地球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首次全面系统
阐释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为加强全球环境治理提出中国方案，指明应对环境挑
战、打造清洁美丽世界的合作之道。

这是在福建南日岛海域拍摄的风力发电场。

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唐津运河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