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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6/2021_2022__E9_99_88_E

6_9C_89_E8_A5_BF_EF_c122_486043.htm “三月三日天气新，

长安郊外多丽人”。古时候,早春往往是令人向往的。因为春

天使万物复苏莺飞草长。但2007年的早春带给人们的不是喜

悦，而是对“全球变暖”的隐忧。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现代

人类的技术发达和认知自身、认知自然的能力的提高。其中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人类社会共同签订的一个国际条约《

京都议定书》对全球国家的影响。 《京都议定书》是1997

年12月於日本京都签订的一个国际条约，是对联合国1992年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一个生效约定。中国1992年

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3年批准了这一公约

。1998年，中国签署《京都议定书》，2002年核准了这一议

定书。《京都议定书》在人类历史上首次以国际条约法规形

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规定在2008年至2012年间，发达国家

的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将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

减少5.2％。由于占签字国排放二氧化碳31%的美国的退出，

这个议定书一直拖到2005年2月16日才生效。 《京都议定书》

属于国际公法范畴，是国与国之间的一种共同协议，不象国

内法有法院去执行和裁决。国际协定的规定主要是靠各国的

自觉遵守和联合国框架内的协调和制裁解决。同时，是否加

入，各国也有自由选择权，是对一个国家是不是遵守国际规

则、承担人类共同责任的一种检验。对于这样一个远之又远

的国际协定，我们一般老百姓都不会去关心，这是宏观上的

国家高层机构要管的事。但是，《京都议定书》又有非常现



实的意义。我们都是这个协定的约束对象，又同时又是这个

协定的受益者。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这个看似“肉食者谋

之”的遥远的国际法问题，一下子又同我们普通百姓的日常

生活挂上了钩。因为中国汽车时代和电器时代的到来，发达

国家十多年前注意到的问题，现在已经实实在在地出现在我

们面前了。2006的暖冬现象，则好象是有意让我们亲身感受

到这个问题。 人类自从工业革命以来，开始大量使用地球化

石燃料，把几亿年的地球矿物能量蕴藏（化学上似乎归功为

太阳给地球的长久恩赐），在短时间内转化释放出来了．已

造成大气中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浓度急速增加，产生愈来

愈明显的全球增温、海平面上升及全球气候变迁加剧的现象

，对水资源、农作物、自然生态系统及人类健康等各层面造

成负面影响。为了抑制人为温室气体的排放，先从发达国家

引起了重视，在联合国的框架内有了这个保护人类共同家园

的条约。 《京都议定书》的约束对象主要是国家。因为控制

六种有害气体的排放将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能源使用、工

业规模和经济增长。另外还有环保的投入。美国退出这个条

约就是因为其现有能源使用和排放程度已经是地球之最，按

议定书标准执行就会严重影响其经济增长。我国属于发展中

国家，这个议定书从现状看影响还不大，但我国近年的能源

问题和环保问题日益突出，这个协定对我国工业发展和国民

经济、人民生活的影响也会日益显现。因此，这个国际协定

对我国未来产业的发展和国民生活，都会产生影响。 通过国

家产业政策、能源政策、环保措施的调控和国内法律的规定

，京都议定书的一些承诺条款对每一个国民也将产生直接影

响。一是消费领域的汽车住房和家电消费；二是每个家庭的



能源消耗和成本开支；三是基础建设重点的投放对产业和就

业的影响；四是环保措施对人的行为要求和道德要求，节约

型社会和环保型社会的养成。对我国的产业也将产生影响，

一是能源开发的思路和替代能源的研究；二是产业结构的调

整和能耗的控制；三是从《京都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

”（CDM）中可以得到巨大的融资机会。因为联合国一些资

金机构，为了鼓励各国治理能耗和排放，以货款甚至补贴的

方式，进行以清洁生产为核心的资源循环利用。《京都议定

书》对各国的一些生态建设、资源回收利用、植树造林、草

原建设和管理等都可以提供贷款和投资。 暖冬把一个陌生的

国际协定和我们的日常生活非常现实地联系起来。作为已经

加入这一协定的负责任的国家的国民，我们应该自觉地了解

和遵守这个国际协定的要求。陈有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知

识产权委员会副秘书长、京衡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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