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建设全球生态文明 
——在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的发言 

（2019 年 9 月 23 日，联合国总部） 
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 王毅 

尊敬的古特雷斯秘书长， 

尊敬的各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女士们，先生们： 

中方高度赞赏和支持古特雷斯秘书长倡议举办这次峰会。 

气候变化是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合力应对气候变化，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

球家园，关系到人类未来的命运。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进入关键阶段。国际社会应牢牢把握应对气候变化的正确

方向，坚持信念不动摇，力度不降低。 

——应对气候变化，要有必胜的决心。我们要恪守承诺，落实好《巴黎协定》

及其实施细则，推动本次峰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5 次缔约方会议

取得积极成果，为 2020 年后应对气候变化多边进程注入新的动力。个别国家的

“退群”改变不了国际社会的共同意志，也不可能逆转国际合作的历史潮流。 

——应对气候变化，要有行动的恒心。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发展不是非此即彼

的选择题。我们要把应对气候变化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这篇大文章做好，

在加快发展的进程中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提升应对气变的韧性。要调动全社会力量

和资源，强化 2020 年前行动力度，不向 2020 年后转嫁责任。 

——应对气候变化，要有合作的诚心。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坚持多边主义，在

《公约》和《巴黎协定》框架下讨论和解决问题。尤其要恪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

任”、公平和各自能力原则，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要和特殊国情，帮助发展中

国家提升应对能力。发达国家应承担率先减排义务，履行到 2020 年每年动员 1000

亿美元的承诺。 

女士们，先生们！ 

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中国言必信、行必果，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征程中

不断迈出新步伐。 

中国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着力促进经济实现高质

量发展，决心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2018 年，中国单位 GDP 二氧化碳

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45.8%，超额完成了当年的目标，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52.6 亿吨。同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 14.3%，森林蓄积量比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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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加 45.6 亿立方米。2000 年以来，全球新增绿化面积约四分之一来自中国。

2018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新增 125 万辆，这一数字在全球遥遥领先。中国已启动

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积极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为控制温室气体排

放、加速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助力。 

中国将认真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义务，如期实现

提交给气变公约秘书处的自主贡献目标。 

中国将坚持共建绿色“一带一路”，实施“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计划，通过“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等平台，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汇聚

更多力量。 

女士们，先生们，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是此次峰会 9大行动领域之一。应古特雷斯秘书长邀

请，中国和新西兰担任该领域牵头国，会同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一道，推动该领域

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是为深入理解人与自然关系带来新视角。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我们需要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将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纳入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框

架，最大限度发挥自然的促进作用，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性。 

二是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提出新举措。我们提出林业、农业、海洋、水资

源、全生态系统等领域 150 多个行动倡议，并建立“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之友机

制推动后续落实，巩固相关领域国际合作势头，致力于发挥自然系统每年减少 100

亿至 120 亿吨二氧化碳的减缓潜力。 

三是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新支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改善生态环

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我们汇编了森林碳汇、生物多样性保护、荒漠化防治等 30 余

个示范案例，展现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推动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所产

生的巨大综合效益。相信这些案例将给各国提供有益借鉴，以更好落实 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 

女士们，先生们， 

应对气候变化，道阻且长，但行则将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积极应

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不变，与各国深化气候合作的意愿不变，推动气候多边进程的努

力不变。我相信，只要各国勠力同心，就一定能建成一个清洁美丽、共同繁荣、命

运与共的美好世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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