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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28日，《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

议暨《京都议定书》第7次缔约方会

议在南非德班开幕，在延期一天半

后，于当地时间2011年12月11日闭

幕。会议通过了四个决议，包括批

准《京都议定书》工作组和《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长期合

作行动特设工作组”、实施《京都议

定书》第二承诺期、启动绿色气候

基金、建立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

工作组等。来自全球194个国家的1.6

万余名正式代表参加会议。作为从

《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第二承

诺期的转折期，这次大会显得尤为

重要。它关系着第二承诺期的存续，

关系着发达国家在资金、技术方面

能否兑现承诺，切实支持发展中国

家应对气候变化，甚至关系着《京

都议定书》的存废。

会前，尽管《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菲格雷斯

对会议持乐观态度，但各界对会议结

果并不看好。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

表示，希望各方能够采取合作、建设

性、灵活的态度参与德班气候谈判，

最后找到一个“虽然大家都不满意，

但大家都能接受”的结果。

分歧严重 谈判陷僵局

因各方利益、立场观点的分歧，

会议一召开就步入了艰难谈判期。发

达国家既不愿多出钱、出技术，更不

愿意单方面提高减排目标。而各发展

中国家由于社会经济状况不同，对利

益的诉求和关注重点差异很大。

针对“第二承诺期”，包括77

国集团和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普

遍要求保留，而美国早在2001年就

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日本、俄

罗斯、加拿大等国家也已明确宣布

不再参与第二承诺期谈判，一直自

视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者”的

欧盟虽准备加入第二承诺期，但却

是有条件的。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

任、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

何建坤表示，由于少数发达国家拒

绝承担第二承诺期义务，《京都议

定书》存废问题成为德班会议焦点

和成败关键。某些发达国家试图抛

弃《京都议定书》，旨在要发展中国

家和发达国家在减排责任和义务上

承担同等责任。对此，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存在尖锐的矛盾和冲突，

这也是当前在“巴厘路线图”下谈

判进展不顺利的主要原因。

2011年12月6日，联合国秘书

长潘基文出席高级别会议时表示，

作为国际社会多边合作的基础，《京

都议定书》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

“最后希望”。他呼吁发达国家仔细

考虑第二承诺期，不要在第一承诺

期结束后留下“空白”。

重视变化 缓解生存与发展矛盾

从巴厘岛到坎昆，由坎昆到德

班，尽管气候谈判中各国、各地区

有较大分歧，但谈判一直在继续，

气候大会仍然备受关注。何建坤认

为，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已经

成为世界各国的广泛共识。《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

书》以及“巴厘路线图”都体现了

这种共识，世界主要国家也大都采

取了行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反观历来气候变化大会以及其

后的影响，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低

碳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齐晔表示，

气候谈判进程实际上远远落后于全

球气候变化速度，会议达成的协议

和共识距离适应、减缓气候变化的

需要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他认为，

生存和发展不仅是我们这个时代面

临的挑战，更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

展之间一直存在的矛盾，只是现在

表现得更尖锐，范围涉及更广泛。

具体到某一国家、地区来讲，要平

衡近期发展和长远生存之间的矛盾，

必须要有巨大的技术性突破，必须

考虑削减对财富的盲目过分追求。

未来矛盾可能仍然存在，我们所能

做到的是使矛盾不至于过分尖锐，

不至于对人类造成无法承受的伤害。

不论是何结局  中国绿色低碳

发展思路不变

由于政治与经济上的自顾不暇，

发达国家在德班会议对于热点议题

的讨论显得十分消极，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国际低碳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

长王波认为，中国仍然需要认真做好

减排工作，加快国内政策、法律和机

制建设，加快技术研发和推广工作，

缩短中国能源消费和排放达到峰值

的时间，避免更大的国际压力。

何建坤表示，中国和广大发展

中国家坚决维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所确定的

国际制度框架和原则，这是国际社会

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石。维护自

关注在德班举行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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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议定书》诞生以来人类社会应

对气候变化走过的进程和取得的成

功及共识，要坚持第二承诺期。

齐晔指出，在这一过程中，中

国应坚持兼顾国家利益和全球、全人

类利益的原则，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

家，应对气候变化一定要量力而行。

中国一贯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

题，把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关系

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议题，纳

入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中。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

司司长、中国气候谈判首席代表苏

伟认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

选择就是“十二五”规划。“十二五”

规划确立了今后5年绿色、低碳发

展的政策导向，明确了应对气候变

化的目标任务。不管会议结局如何，

中国都会朝着减排、发展绿色低碳

经济的道路前进，没有国际监督中

国也会做出更大的努力。

通讯员拜存星报道  河南排污权

交易试行两年来，已取得初步成效，

有望在全省正式推广排污权交易。这

对于造纸行业来说，是个利好消息。

自2009年11月起，河南省选定

焦作、洛阳、平顶山和三门峡4个省

辖市作试点，至2011年9月，实现排

污权交易413笔，交易总额8935万元。

为减小试点难度，排污权交易首先在

省辖市以上审批的新建项目中开展，

排污单位必须一次性购买5年排污权，

现在排污单位暂不开展排污权交易。

目前，全省排污权使用者是从政府手

中购买排污权，还没有一笔排污单位

之间的交易。在交易方式上，焦作市

将排污权交易委托给焦作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有了独立的交易平台。

经探索，试点城市已先后出台

了规定排污权分配和管理、交易方

式、主体及价格等方面的政策，全省

初步探索出一套较为可行的排污权

交易体系。最近，《河南省水污染防

治条例》已获通过，允许有偿取得排

放总量控制指标的排污单位可有偿

转让节余的排放指标。作为被纳入全

国排污权交易试点省的鼓励措施，国

家环保部今后也将为河南提供3000

多万元的省、市交易平台建设和相关

技术研究资金，同时为交易时的排污

权定价、交易平台建设等提供软件开

发方面的技术支持。

据河南省环保部门相关负责人

透露，未来扩大后的排污权交易的监

管机制、排污的确权定量及排污权的

市场定价机制都将是亟待完善的政

策领域。

通讯员牟发章报道  随着欧盟

对华瓷砖反倾销案终裁结果的出炉，

广东佛山大部分陶瓷企业将被征收

高达69.7% 的税率，期限为5年。众

多陶瓷企业遭遇“停产潮”。在反倾

销风波等压力下，属于陶瓷装饰加

工产业的陶瓷花纸企业也正在将其

领域拓展到玻璃、低温转印等领域。

据调查显示，50% 以上的陶瓷

花纸企业仍以陶瓷领域的花纸产品

经营为主，30% 以上企业已经开始

经营其他产品，如：商标标签、印

刷、包装等。还有一部分企业保留

经营陶瓷花纸产品，但该产品所占

公司份额极低。调查还表明，大部

分经营陶瓷花纸的企业，同时也经

营着玻璃花纸。一些已经完全转型

的企业经营了低温转印纸、烫金纸、

转移纸、标签等多个产品。厂商所

涉及的领域也更为广泛，包括陶瓷、

玻璃、礼品、玩具、服装等。目前，

有的陶瓷花纸企业维持了15% 左右

的利润，而有的通过转型能达到约

20% 的利润率。转型不仅包括主营

业务的转变，有的企业通过加大市

场开拓力度，实现了提高盈利水平

的目标。

业内人士表示，陶瓷花纸生产

依赖于陶瓷产业，属于陶瓷装饰的加

工企业，处于陶瓷产业链的低端。大

多数生产型花纸企业，只负责按照客

户需要来加工即可完成订单。在一个

产业链中，设计和营销往往占据了更

高的利润分配点，这也就决定了那些

加工型企业的低利润。小作坊式的加

工，技术团队缺乏，大多数陶瓷花纸

企业竞争力低。市场上的产品同质化

越来越严重，大多数企业都迫切意识

到产品创新的重要性。

专家认为，陶瓷花纸产业链较

短，要更好地提升、塑造产业链价值，

要突破的环节并不多。大多数企业

有三大选择，一是提升产品附加值，

这意味着要进行技术研发、花面设

计、提高品质；二是扩展花纸应用

范围，向邻近领域转变；三是在与

陶瓷企业的紧密合作中推进行业进

一步发展。

河南省有望正式推广排污权交易

受欧盟反倾销影响  陶瓷花纸企业纷纷转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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