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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出台重型车排放新标准
计划到 2027 年减排二氧化碳 11亿吨

国际资讯
Hot Information

中美批准《巴黎协定》掀起几层浪？

域外视点
Oversea View

在 G20 峰会召开前夕，作为全球最
大的两个经济体和碳排放国，中国和美
国于 9 月 3 日同时批准和接受了《巴黎
协定》，这一极具历史意义的行动赢得
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国际舆论高度赞赏

对于中国率先向联合国秘书长潘
基文交存中国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
准文书，国际舆论给予高度赞赏，纷纷
认为中国起到了表率作用，体现了负责
任大国形象。美国也在当天通过了这
一协定，无疑起到了锦上添花的效果。

由于中美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合
作，与耗时 7 年之久的《京都议定书》等
气候变化相关的 条 约 相 比 ，《巴 黎 协
定》都会成为历史上最快被批准的国
际条约之一。有报道提到，实际上中
国的煤炭使用量已经大幅下降，中国
政府也加大了可再生能源投资，这意
味着中国减排的目标将可能比《巴黎
协 定》的 承 诺 提 前 实 现 。《明 镜》在 线
网站报道称，现在是《巴黎协定》由协
议到行动的时刻了，中美应借助 G20 杭
州峰会的机遇，敦促其他国家早日通过
协定。

前美国环保局官员 William Ruck-
elshaus表示，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标
志着中美的决定使《巴黎协定》即将生
效，同时也给其他国家带来启发。这一
方面确保了两个强大经济体势必会在
减少排放上有所作为，另一方面也将加
速向低碳清洁能源经济转型。

美国批准协定引争议

相比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全票
通过，美国的签订协议之路则走得迂回
曲折。美国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约
翰·博纳和即将出任共和党籍参议院多
数党领袖麦康奈尔都表示，批评中美减
排协议，并要予以抵制。麦康奈尔认
为，奥巴马想把这个不现实的计划强加
到他的继任者身上，将导致电、气价格

上升，就业机会减少，届时美国经济不
能承受总统对煤炭发起的意识形态战
争，增加对中产阶级的压榨，并使矿工
们失去工作。为此，他呼吁美国人一起
反对奥巴马的计划，限制美国环保局对
经济带来的负担将成为新一届国会的
主要任务。

但同时，一些美国媒体的想法却大
相径庭。有媒体表示，中美领导人在中
美减排方面达成的历史性协议“从根本
上改变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全球政
治”。中美的减排目标也将是新的全球
气候条约的核心部分。同时，也有媒体
指出，与中国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
声明》，对 于 美 国 总 统 奥 巴 马 和 民 主
党来说，这一举动也是在对 2016 年总
统 选 举“ 押 宝 ”。 因 为 在 气 候 变 化 问
题 上 ，美 国 民 众 远 比 白 宫“ 先 知 先
觉 ”，大 部 分 民 众 认 为 气 候 变 化 正 在
发 生 ，并 为 此 感 到 担 忧 。 由 此 ，应 对
气 候 变化就成了下届美国总统选举的
一个“决胜点”。

在国内不同声音持续发酵的情况
下，不少人关注奥巴马当局批准的《巴
黎协定》是否站得住脚。事实上美国在

这方面已有先例。2013 年，美国同意加
入《关于汞的水俣公约》，而这并未经过
国会批准，因为现行法律已经赋予总统
行驶相应的法定权利。

众所周知，在美国的行政体制中，
通常在美国签订条约必须经参议院 2/3
的议员批准，但总统可以使用行政协定
来避开参议院，直接与其他国家达成协
议。所以，这次奥巴马政府同样可以不
需要 2/3的美国参议院议员投赞成票，总
统具有合法权力来批准《巴黎协定》。

巴黎协定生效在即

不少国外媒体表示中美两国是气
候变化《巴黎协定》生效的关键所在。
中美两国的这一举动更好地催化了《巴
黎协定》生效。

在中美宣布批准《巴黎协定》之前，
已有超过 20 个缔约方完成了批准协定
的程序，不过这些国家的碳排放量合计
仅占全球 1%，远不及协议生效门槛。

根据规定，《巴黎协定》生效前提是
由至少 55 个缔约方批准、接受、核准或
加入文书 30 日起生效，同时这些缔约方
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至少占全球碳排

放总量的 55%。
目前联合国方面将在 9 月 21 日策

划了特别日程，即在联合国大会期间邀
请所有计划批准《巴黎协定》的国家正
式交存他们的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
文书。

目前中美宣布批准《巴黎协定》之
后，将极大地 推 动《巴 黎 协 定》尽 早 生
效 根 据 世 界 资 源 研 究 所 目 前 做 出 的
最新更新计算，除包括中美之外的 26
个 已 宣 布 批 准《巴 黎 协 定》的 国 家 之
外 ，还 有 31 个 国 家 将 或 极 有 可 能 在
今年宣布批准，这其中就包括巴西等
国，这将令总体参加国家达到 57 个，并
将参加《巴黎协定》的国家的排放量占
全球排放的份额提高到 58.4%，在两项
要求上都超过规定。

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
向低碳清洁能源经济转型已经成为必
然趋势。相关专家表示，各国政府必须
迅速批准《巴黎协定》，并有责任实施有
关政策以完善气候风险披露、控制化石
燃料补贴、建立充足而有力的价格信
号，从而促进巨额民间投资流向低碳解
决方案，以实现巴黎协定目标。

据新华社电 一个由中国研究人
员领衔的国际团队日前在英国《自
然·地球科学》期刊网络版发表报告
说，东亚许多国家的污染物气溶胶对
气候产生影响的现象，与发达国家的
消费行为存在很大关系，因为国际贸
易将这种影响从产品净消费国转移
到了净生产国。

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加拿
大麦吉尔大学等机构的学者，对全球
贸易体系下，经济活动所产生气溶胶污
染给气候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

据研究团队介绍，因消费产品而
需要的生产和相关交通运输、发电等
经济活动会导致大量污染物排放，对
气候和环境产生影响。这些污染物
常导致许多固体微粒或小液滴分散
并 悬 浮 在 空 气 中 ，它 们 被 称 作 气
溶胶。

报告通讯作者之一、北京大学物
理学院大气与海洋科学系长聘副教
授林金泰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这些污染物中的气溶胶会通过吸收
和散射太阳辐射，以及与云和降水过

程相互作用等方式，改变气候系统的
能量平衡，影响气候变化，即所谓的
辐射强迫。

团队估算了全球 11 个地区与服
务和商品生产有关的气溶胶污染物
排放，然后比较了与生产相关的排放
以及与消费相关的排放导致的气候
影响。

他们发现，东亚，包括中国，是重
要的排放密集产品净出口地区，因此
生产带来的辐射强迫比消费带来的
辐射强迫要高很多。而在排放密集
产品净进口地区，比如西欧、北美以
及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国家，如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等，情况正相反。

林金泰说，这显示辐射强迫从发
达地区转移到发展中地区。研究团
队认为，大气污 染 物 的 全 球 化 转 移
和 气 候 环 境 影 响 不 仅 与 经 济 生 产
有关，也与全球的消费行为有密切
关 系 。 林 金 泰 说 ，为 应 对 相 关 问
题 ，希 望 国 际 各 方 加 强 在贸易和环
境方面的理解和合作。

污染物气溶胶或影响气候
东亚气溶胶污染与发达国家消费有关联

据新华社电 日本科学家参与的
一项新研究发现，热带太平洋东部海
域海面水温的 降 低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延缓了全球变暖的步伐，否则地球
平 均 气 温 可 能 比 现 在 还要高出 0.3
摄氏度。

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变暖趋势一
直持续，但 全 球 气 温 升 高 并 非 匀 速
而 是 呈 阶 梯 状 。 比 如 ，20 世 纪 中
期气温上升的速度明显停滞，1998
年 以 来 全 球 变 暖 的 速 度 也 明 显 放
缓，科学界正探索这一现象背后的
机制。

日本东京大学副教授小坂优、美
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斯克里普斯
海洋研究所教授谢尚平日前在英国

《自然·地球科学》杂 志 网 络 版 上 报
告 说 ，过 去 120 年 间 ，热 带 太 平 洋
东 部 的 海 面 水 温 出 现“ 间 歇 性 ”降
低，并且水温降低与全球变暖减缓

在 时 间 上 有 很 高 的 一 致 性 。 他 们
进行的模拟认为，这种海面水温的
降 低 起 到 了 给 地 球 降 温 的 作 用 。
如果没有这种降温效果，全球平均
气温将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持续加
速上升，比目前的实际值高出 0.3 摄
氏度。

他们认为，热带太平洋东部海域
海面水温的这种周期性变动，可能与
太 平 洋 上 的 赤 道 东 风 强 弱 变 化 有
关。目前这一海域的海面水温正处
于较低时期，而今后水温一旦开始上
升趋势，可能将加速全球变暖。

此前也有国际研究显示，气候系
统特别是海洋的内部变化过程可能
会调控全球变暖的节奏。虽然近来
全球变暖速度放缓，但科学界普遍认
为，这种变化可能是一种短期的自然
波动而不是长期趋势，人类社会的减
排努力不应松懈。

热带海水降温或延缓全球变暖
太平洋东部海面水温与全球变暖一致性较高

◆本报见习记者张倩

美国环保局和美国国家高速公路
管理局近日针对中重型车辆发布了温
室气体排放和燃油效率新标准。新标
准长达 1690 页，制定了到 2027 年实现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1 亿吨的目标，这
个数字和现行的标准相比降低了 25%。

重在应对气候变化

今年杭州 G20 峰会前，中美携手
批 准《巴 黎 协 定》。 不 少 业 内 专 家 认
为，这次发布的新标准，也是美国减排
计划中的重要一步。

前美国环保局、纽约市空气资源
部汽车排放专家 Michael Walsh 表示，
美国针对每个汽车类别都有两套独立
的标准，一套是针对城市空气污染（比
如氮氧化物或者颗粒物），另一套则是

应对气候变化及温室气体效应（例如
CO2 等）。美国这次收紧的标准主要
是针对 CO2 和燃效性两方面，从而能
够尽早兑现去年 12 月在巴黎气候大会
上做出的承诺。

据悉，目前美国卡车排放温室气
体数量占整个交通运输业的 20%。这
项新标准适用于 2021 年~2027 年的中
重型卡车，其中包括半挂牵引车、大型
皮卡、封闭货车和公交车等。美国环
保局预测，按照这一标准，整个卡车行
业将减少 20 亿桶原油消耗，节省 1700
亿美元燃油支出。

促进减排技术创新

美国环保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新的排放标准在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的同时，能够推动技术的创新，为美
国下一个 10 年在燃油经济性方面保持

世界领先水平提供保障。
对此，Michael认为，汽车技术的创

新和完善是减少碳排放、提高燃效的
重 要 保 障 ，包 括 提 高 发 动 机 燃 油 效
率 ，更 科 学 的 空 气 动 力 学 设 计 ，以 及
降 低 滚 动 阻 力 的 轮 胎 研 发 等 。 这 些
技 术 的 革 新 将 会 给 汽 车 排 放 达 标 提
供 坚 实 的 基 础 ，从 而 杜 绝 让 汽 车 环
保沦为空谈。

当然，更高的环保要求在一定程
度上增加了车辆的生产成本，给物流
公 司 、特 别 是 小 型 企 业 未 来 更 换 新
车 带 来 不 小 的 资 金 压 力 。 物 流 公 司
能 否 有 能 力 购 买 环 保 车 型 ，是 最 终
决 定 新 标 准 成 败 的 关 键 。 新 政 策 的
实 施 、成 本 的 增 加 ，对 于 小 型 企 业 来
说 是 一 项 巨 大 的 负 担 。 出 于 这 方 面
的 考 虑 ，美 国 政 府 给 予 这 部 分 企 业
一 定 的 宽 松 政 策 ，并 且 简 化 了 部 分
条款。

□ 专家说法

中美重型车对CO2

排放控制有何不同？

中国环科院环境标准所研究员袁
盈指出，中美重型车的油耗及 CO2 排
放控制标准，因为各种因素存在不小
的差异。

中国当前对于重型车的油耗检测
方式是通过底盘测功机等设备对整车
进行测量，而美国是通过控制 CO2 排
放的方法对重型车的燃油经济性提出
要求。

美国对重型车油耗和温室气体的
控制是同时对整车和发动机分别提出
要求，一方面是对发动机进行测试，在
进行污染物排放（如：颗粒物、CO、氮
氧化物和碳氢化合物）测试时，同时测
量 CO2排放量；而另一方面，是对整车
的油耗和 CO2 排放进行模拟计算，从
而 得 到 整 车 的 油 耗 和 CO2 排 放 的
数据。

还有一点不同的是在监管方面，
目前，中国节能和温室气体减排的主
管部门是发改委，油耗标准实施的主
管部门是工信部，污染物减排的主管
部门是环境保护部；而美国污染物和
温 室 气 体 的 减 排 均 由 美 国 环 保 局
负责。

中重型车对减少环境污染、控制
温室气体排放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
力，Michael 认为，中国目前已有针对
汽车（尤其是卡车）行之有效的燃效项
目和政策，但挑战仍然存在。当前，中
国需要确定合规性方案，从而保证汽
车在离开生产线、进入市场、抵达消费
终端的各个环节都能够达标。并且在
汽车缺陷被检查出来后，需要投入更
多的精力去加以解决，加上严格执法，
才能对汽车环保进行高效管理，例如
高额罚款、停止生产不合格汽车，甚至
召回已投入使用的不达标汽车等。

本报综合报道 美国新泽西州的
AeroFarms 公司为了应对农田流失，
决定建立垂直农场。这家农场建在
纽瓦克市，距离纽约曼哈顿仅 1 小时
路程。它占地 6500 平方米，将是世
界上最大的垂直农场，每年可产 90
万公斤食物，比户外农田产量增加
75%，耗水则可减少 95%。

垂直农场是一种新型室内种植
方式，它的出现在于解决资源紧缺
问题，能有效地扩大农作物生产面积
和生产产量。垂直农业这一概念最
早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迪克逊·
德斯帕米尔提出。德斯帕米尔希望
在由玻璃和钢筋建成的光线充足的
建筑物里种植本地食物。在他看来，
到 2050 年，世界人口的 80%（现在是
60%）都将居住在城市中。届时全球
人口总数将增至 92 亿，其中大多数
来自发展中国家。

垂直农场采用无土溶液栽培方
式，可以将污水转化成电力，大大降
低能源成本，同时能够提供更多的食
物。垂直农场还可以将传统的农场

解放出来，用来种植更多树木，从而
减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减缓全
球变暖过程。而且，垂直农场本身就
在都市，可以直接运往有需要的地
方，从而节约运输成本，减少运输带
来的污染，并且有助于农作物的改良
和优选，使农作物向高产、小型化方
向发展，以适应高楼的建筑构造和生
长环境。

新加坡等严重依赖于进口食品
的 国 家 早 就 开 始 了 更 大 规 模 的 实
践。新加坡有 547 万人，却没有多少
农田和农业，90%以上的食物需要进
口。新加坡垂直农场大厦高 26 层，
将尽可能多的太阳能电池板堆积到
855 平方米的狭小空间内，令这栋大
厦 至 少 40% 的 用 电 量 都 来 自 太 阳
能。大厦将全部采用已回收材料和
可回收材料建设，外立面一半的区域
将种植当地有机植物。除了使用再
生材料，这座垂直农场还将采用雨水
收集系统、中水系统等环保技术，同
时可能还有一个将污染物转换为生
物气的项目。

脑洞大开

城市农业狂想曲——垂直农场

（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