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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问题的经济学性质在于，

它是至今为止世界各经济体系所遭遇

到的最大的外部性问题，其作用的空

间范围之大（影响至全球）、时间之长

（响应周期从几十年到数百年甚至更

长）是以往环境经济决策所不曾考虑

过的。迎接这样一个新的重大挑战，现

有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能源管理体

制远不能胜任，需要与时俱进，迈出创

新的步伐。

各国的普遍共识是：解决气候变化

问题，最终的出路是科学技术进步。因

此，技术开发与转让始终是《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谈

判的主要议题，也被列为2007年底形

成的巴厘路线图的四个要素之一，因而

也将是正在谈判中的后2012年国际气

候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有180多个缔约方的《公约》第

4.5条款明确规定：“发达国家缔约方应

当适当地采取所有实际步骤去促进、推

动和资助向其他缔约方，特别是发展中

国家缔约方转让环境有益技术，或者使

他们能够接触到这些技术，以使他们能

够实施《公约》的条款。在这一过程中，

发达国家缔约方应当支持发展中国家缔

约方自主能力与技术的发展和加强。”

此条款应当视为讨论国际环境有益技术

开发与转让问题特定的政治和法律基

础，是国际气候管理体制的一块基石，

不容动摇和削弱。发达国家应当履行公

约4.5条款规定的这一法律责任，不要

在这一问题上采取消极态度。

在推进巴厘行动计划的背景下，应

当坚持将技术开发与转让问题与减缓、

适应和资金机制问题紧密结合并作为一

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去考虑问题。这

是因为：目标是需要依靠采取的措施来

实现的。设置任何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的目标，都需要考虑其影响和实现的可

行性。而这种可行性则主要是由拥有的

技术手段和财力所决定。因此，脱离技

术和资金条件而孤立地讨论目标，目标

就会成为海市蜃楼。

当前，在推进形成国际气候管理体

制的多边谈判中，技术开发与转让问题

是一个热点问题。如何形成一套促进环

境友好技术国际合作的机制，是出给国

际社会的一个考题。就目前的考虑而

言，这一机制是一个体系，其整体框架

主要应当包括：政府间合作机制，资助

气候变化领域技术开发与转让国际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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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开发与转让的资金机制，技术转让

效果评价、核查和监督机制，国际联合

研发机制，技术交易平台（含相应交易

规则），专门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促进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及公众（特别是作为

消费者）参与机制。

其中，当前的国际谈判又主要集中

在政府间合作机制、资金机制和技术转

让效果评估体系几个关键问题上。由于

气候变化问题是最大的全球外部性问

题，也是全球公共物品保护问题，不可

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去解决，政府必须

出面行使公共管理职能。而在处理全球

公共管理问题中，需要形成强有力的政

府间合作机制。就国际环境有益技术合

作而言，需要专门的政府间合作机构和

机制，以实现提供指导原则和建议、制

定管理规则与战略计划、协调不同国际

利益相关方的行动、协调政策、促进交

流对话与信息和知识共享、提供信息等

服务、监督和评价技术合作绩效等方面

的职能。

就技术开发与转让资金机制而言，

首先，依据公约4.5条款的精神，需要

进一步明确要求发达国家从公共财政研

发预算、环境税收入（或能源税收入、碳

税收入等）、在碳市场上拍卖碳排放权

的收入及其他收入来源中提取一定比例

资金，建立发达国家公共财政主导的技

术转让特别基金，作为政府促进和支持

跨国技术转让的种金来源。能否提供数

量充分的公共财政资金来支持跨国技术

开发与转让，是对发达国家解决全球气

候变化问题政治意愿的真正检验，既所

谓的“听其言，观其行”。这也是环境经

济学理论所指出的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一

个基本措施。而问题的焦点和未来谈判

的难点还在于，如何进一步确定筹措和

使用该基金的具体规定和决策方法。对

此，总的原则应当是：投资需求要由发

展中国家根据国家驱动的原则来决定，

资金安排决策要有发展中国家充分参

与，简化审批程序，适当照顾捐资国的

意见以促进其捐资的积极性。其次，在

拥有上述公共财政基金的前提下，还需

要建立以公营－私营伙伴关系（PPP）

为基础的资金机制，以有限的公共财政

基金为基础，通过税费优惠、补贴、贷

款担保、投资保险、提供服务等政策措

施提供经济激励去引导和带动更大数额

的私人部门资金，将上述公共财政基金

与资本市场建立联系，形成诸多金融衍

生产品，吸引私人投资，通过风险投资

等方式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特定的气候有

益技术研发、转让与推广，以起到“四

两拨千金”的作用。

发展技术转让效果评估指标以及监

督核查体系，要着重从转让速度、转让

规模、转让范围、利用程度、减控排效

果及经济效率等几个方面去发展评估指

标体系。

此外，要加强对技术开发、转让、部

署重点领域、重点技术需求和重点行动

的识别，从控排效果、成熟阶段、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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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的资金机制，技术转让效果评价、核查和监督机制，国际联合研发机制，技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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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对应部门的产业组织特征等多

个角度对技术进行细致分类，并探讨对

应不同类型技术适用的激励政策措施。

另外一个重要的关注点就是知识产

权保护问题。这一问题与外部性和公共

物品问题相比，与在WTO论坛下的谈判

相比，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不是一个实质

性问题。因为即使知识产权得到了完美

的保护，依然不能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况且，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对这一问题的

关注，我们什么时候看到其对国际贸易

和投资产生过重大影响呢？历史经验告

诉我们，没有。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会永

久性地持续下去，然而，这不应当成为

发达国家拖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的

借口。这样说无非是要避免将注意力分

散到非实质的问题上去，并不意味着放

松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总而言之，如果说在1944年二战即

将结束的时候，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

受主要发达国家政府之托设计了布雷顿

森林体系和世界银行制度，形成后来半

个多世纪国际金融和开发投资管理体

制，那么我们今天所从事的工作就是要

设计一个长期的国际气候管理体制，而

这一体制的影响之大、内容之广泛和复

杂，要远远超过当年设计布雷顿森林体

制。而且，参与这一新的国际政治、经

贸、能源、环境综合规则体系设计的，也

远不止是几个经济大国。另外一个重要

变化是：中国在这一新国际规则体系的

形成中，扮演着史无前例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