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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美国总统在美国国
内的权力和施政空间十分有
限，但依托民意奥巴马正积
极推动《总统气候变化行动
计划》。

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就职演说中

高调地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提上了

新的执政纲领，并再次重申美国将致

力于构建可持续的能源体系，奥巴马

甚至强调：“我们应该对气候变化带

来的威胁做出反应，如果我们不这样

做，将是对子孙的背叛。”

这一表态令美国上下惊讶不已，

因为总统就职演说通常主要阐述执

政理念和原则，不谈具体问题。接着

奥巴马又在国情咨文中表示，“期望

这届国会可以协商一致，达成一个两

党都同意的、以市场为基础的解决全

球变暖的方案⋯⋯但如果国会不及

时行动以保护子孙后代，我也将会采

取行动。我将让我的内阁讨论一些我

们可以采取的行政措施⋯⋯”

6月26日，奥巴马果然主要依靠

行政措施推出了《总统气候变化行

动计划》，强调“我们应该对当前气

候变化带来的威胁做出反应”。尽管

《总统气候变化行动计划》主要从属

于其内政的施政范围，由于美国在全

奥巴马和他的《气候变化行动计划》
文 | 于宏源

球经济、政治和外交中具有强大的综

合实力和影响力，其应对气候变化政

策最新动向将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

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奥巴马气候能源政策的出发点

是建立一体化的减排市场。就其基本

理念而言，长期以来，美国学界的主

流观点和思潮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碳

减排等问题上主导着美国的对外政

策。包括美国现任经济学会会长诺德

豪斯（Will iam Nordhaus）等在内

的一批主流经济学家都坚持认为，全

球气候变化治理应遵循“市场一体

化”的最优效率原则。无论是发达国

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应统一加入到

碳减排的一致行动和市场中，否则，

将形成所谓的“碳泄漏”，不利于提

高减排的效率，当然也就不利于美国

的国家利益。

这也正是在历史上，美国国会及

政府消极对待国际减排框架的原因

所在，在奥巴马执政以来，尽管在气

候变化应对的态度上趋于积极，并有

所变化，但就根本而言，美国政府在

制定气候变化政策上并未真正摆脱

上述思潮的影响，只不过，奥巴马政

府改变了行动的策略，即从过去的被

动应付，转为现在的主动出击。

为此，奥巴马政府采用行政措

施加大国内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

力度。首先是利用清洁能源减少发电

厂的碳排放：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奥

奥巴马气候能源政策的出发点是
建立一体化的减排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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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马向环保署签发了总统备忘录，要

求环保局短期内完成对新建以及现

存发电厂碳排放标准的制定（2013-

2016年）。

其次是发展新能源：奥巴马设定

了要在2020年前将可再生能源发电

量翻番的目标。为此将加速清洁能源

许可证的发放。美国决定在2020年

前增发1万兆瓦的可再生能源发放公

共土地许可证。

第三是发展清洁能源创新的

长期投资，刺激新一代化石能源项

目的投资。奥巴马要求能源部将颁

布一项“联邦登记通知”（Federa l 

Regis ter  Not ice），发布一项贷款

请求的草案，在1703号贷款担保项目

下，提供给新一代化石能源项目80亿

的贷款资金。 

奥巴马政府确立四年一次的能

源评估制度。要求美国政府停止支持

在海外用公共融资去建燃煤电厂。

最后是节能，奥巴马要求提高

油耗标准：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任期

内，美国政府将再次与领军企业以及

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制定2018年后

重型交通工具的油耗标准。

以能源自主提升能源领导地位。

奥巴马第二任期均将全球能源安全、

效率和清洁视为其经济和外交政策

以及国家安全利益的内容之一。

首先，美国能源独立发展迅速，

奥巴马政府承诺建设“一个我们能够

自主掌控能源的未来，并且我们的安

全和繁荣不会系于世界上的不稳定地

区。” 美国总统奥巴马把美国比作天

然气界的沙特阿拉伯，美国政府计划

把能源作为其全球领导的工具。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托

马斯·多尼隆（Thomas Donilon）提

出，“能源正在从债务角色转换成为

美国的资产角色，帮助确保美国的国

家实力和世界领导力”。在页岩气革

命的推动下，美国一跃成为天然气第

一大资源国和生产国。

其次，美国通过提高能效持续加

强减排力度。自第一个任期开始，奥

巴马政府便致力于在交通、建筑、商

业等领域全面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包

括提高油耗标准，开发和利用先进的

交通技术，为建筑以及家庭和商业发

展设置能效标准等措施。

进入第二个任期后，奥巴马更是

加快了提高能效的进程，美国政府于

2012年设置了新能源标准，减少发电

厂的碳排放，这导致煤炭在美国电力

消费中不断下降，美国煤炭生产量占

全球产量14.8%。所有这些措施都可

以带来大小不同的减排效应，根据国

际能源署的数据，美国是自2006年

以来已减排最多的国家。2011年美

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是67.02亿吨二

氧化碳当量，比2010年下降1.6%，比

2005年下降6.85%。

如上所述，在民意的推动下，自

奥巴马第二任期之后，美国气候能源

政策不断加速，这样一来，就能源行

业本身而言，必将带来三方面的影

响，一是促进包括能效行业在内的新

能源大发展，这在本次的《总统气候

变化行动计划》中有明显的体现。二

是促进过渡性清洁能源的应用，主要

体现为页岩气资源的开发利用。三是

打击传统石化资源行业，主要是煤炭

行业。

三方面的影响加总起来，结果是

新兴能源部门因其低起点而供不应

求，传统能源部门则因其高补贴而供

过于求。因此，美国的《总统气候变

化行动计划》也正是为了提升美国在

未来应对环境挑战的发展潜力，就此

而言，该《总统气候变化行动计划》

会令美国在世界的能源竞争战略位

置得以提升。

从哥本哈根到中美联合减排计划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以失败告终后，联合国(UN)谈判官员一直在研究

制定一项新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协议，以应对温室气体排放。这项已被冠以

《哥本哈根协议II》之名的协议，估计将在2015年巴黎会议上最终敲定，并于2020

年前生效。

但奥巴马在美国国内的施展空间有限。他的政府只能利用监管规定来努力兑

现2020年前将排放在2005年基础上削减约17%的承诺。然而，不少旨在限制碳排

放的规定已遭遇漫长的法律挑战。

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污染国，中国和美国起草了包含五个部分的碳减排计划，

承诺将提高重型车辆的燃油效率，并采取更多措施限制燃煤电厂的产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