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12/22

1

坎昆氣候變遷大會之觀察
與分享

991218 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研究員 鄭佾展

�COP16簡介
�坎昆協議
�見聞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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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COP16簡介
� 墨西哥坎昆 2010, 11/29-12/11 6:22am

� COP15超過4萬5千位參與，COP16超過1萬2千位參與。
其中，5,200位政府官員，5,400位聯合國機構與組織、
政府間組織以及非政府組織代表，1,270媒體人員。顯然
減少很多，但NGO參與之熱情不減。

� 會前普遍期望不高，參與人數驟降。
� COP16包含二個大會與四個附屬機構會議。

UNFCCC V. KOYTO PROTOCAL

� 氣候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的重要區別：公約僅
是 鼓勵 工業化國家穩定他們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形
同道德勸說；而議定書則要求工業化國家 承諾 付諸
行動。

� 具體言之，公約第四條承諾部分僅強調「共同但有區
別的責任」，如果沒有議定書第三條就減排目標做出
實質約束，公約之承諾將不會有任何實質內容。

� 此一差別，是各國關注京都議定書能否繼續的真正原
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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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紐約通過 194個締約國
1994 生效

1997 京都通過 193個締約國
2005 生效

COP13 2007

圖片來源：鄭慕涵。聯合國《氣候變遷框架公約》(UNFCCC)第15次締約國會議(COP15)紀實。產業溫室氣體資訊網。

執行與追蹤
諮詢智庫

二、坎昆協議

Mrs. Patricia Espinosa： 「坎昆協議並不能百分之百讓每個人都
滿意，但是需要一些跡象來表明其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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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昆協議

� 坎昆協議(Cancun Agreements)
包括26份決議(package of decisions)

� Outcome of the work of the Ad Hoc Working Group on 
long-term Cooperative Action under the Convention. (Draft 
decision -/CP.16.)

� Outcome of the work of the Ad Hoc Working Group on 
Further Commitments for Annex I Parties under the Kyoto 
Protocol at its fifteenth session. (Draft decision [-/CMP.6].)

坎昆協議的成果
� 發達國家(附件一締約方)做出減量承諾。2020年時，需較

1990年減量25%~40%。 (Draft decision [-/CMP.6])

� 發展中國家承擔減量責任。在永續發展的原則下，提出
NAMAs達成2020年時，相較於一切依舊（business as 
usual,BAU）情境下，排放量有顯著的削減。 (Draft 
decision [-/CP.6] para 48)

� 議定書締約方繼續展開協商，確保第一承諾期與第二承諾
期之間不出現空檔。 (Draft decision [-/CMP.6] par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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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昆協議的成果
� 到2012年之前發達國家提供總額為300億美元的快速啟動

資金(fast start finance)；並在2020年前提供1000億美元
長期基金(long-term funds)，支援發展中國家氣候行動。
(Draft decision [-/CP.6] para 95-101；Copenhagen 
Accord para 8)

� 綠色氣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建立委員會管理制
度，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有代表權。 (Draft 
decision [-/CP.6] para 102-103)

坎昆協議的成果
� 坎昆適應框架（Cancún Adaptation Framework），以

利發展中國家透過自發達國家得到增加之資金和技術支援，
更好地規劃和執行適應專案。 (Draft decision [-/CP.6] 
para 13)

� 設立技術執行委員會（Technology Executive 
Committee）和氣候技術中心和網路（Climate 
Technology Centre and Network）技術轉讓機制，提
升技術合作以支援調適和減緩行動。 (Draft decision [-
/CP.6] para 117)

� 各國政府同意提供技術和資金支援，迅速採取行動控制發
展中國家因毀林和森林退化所致的排放(REDD+)。 (Draft 
decision [-/CP.6] para 6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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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決爭議
� 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的前景仍不安全，具體而有拘束性

的內容，依舊未能納入。協議中雖述明議定書第一承諾期
與第二承諾期之間不出現空檔(no gap)，但沒有寫明具體
時間，只以儘早(as early as possible)帶過(Draft 
decision [-/CMP.6] para 1)

� 其他財務落實的機制、清潔能源的改革、森林、水的議題
都會繼續發酵，有待解決。

三、見聞與分享

� 參與大會的目的
� 善意的隔離?
� 孤獨的反對者 – 玻利維亞
� 環境教育不是大會的菜
� CCS – 清潔發展機制下的新救贖?
� 從陸域到海域 – 逐漸被重視的生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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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之（一）
參與大會的目的

� COP會議 = 大拜拜？ 有必要大老遠跑過去嗎?
� 越來越多的參與者，特別是NGO觀察員。WHY？

臺
北

坎
昆

17,751公里

1,297

80

AWG-LCA DRAFT TEXT

�第一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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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接觸

友邦支持：
尼加拉瓜國家聲明

�豐富的資料與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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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感與刺激

�新訊息 - REDD監測幫手

周邊會場Cancunmesse裡，
Google展出並發表最新衛星影
像平台Google Earth Engine。

以其強大的資料分析運算和衛星
圖庫，協助聯合國進行REDD森
林保育計畫。透過處理過去25年
來大量的衛星影像，幫助科學家
追蹤和分析森林地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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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之（二）
善意的隔離?

� 會議場館分散，代表
與ＮＧＯ交流不易。

� 戒備森嚴，周邊展覽
多以西語呈現，但當
地民眾參與低

Moon Palace
(大會會場)

Green Solution
@COP16

Cancunmesse
(周邊會場)

Klima Forum 10
(NGO)

Climate Village

三之（三）
孤獨的反對者 – 玻利維亞

� 弱勢國家的舞台，堅持氣候正義的孤軍?

� 公約向來強調共識決，為了達成協議，玻利維亞成為唯一
站出來公開反對的國家。影響：從共識決邁向多數決？

� 大會主席：共識並不表示１個國家就有權否決，讓其他
193個國家裹足不前。

Source:http://tropicalforestgroup.blogspot.com/2010/1

2/bolivias-rates-of-deforestation-highe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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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之（四）環境教育不是大會的菜
� 大會期間周邊活動與教育有關者甚少。

� Climate Change Information Network (CCinet)，是2002年
(COP8)通過New Delhi Work Programme所設立，目的是促進
國際教育合作、氣候變化培訓與宣傳，但實質活動與運作少。

三之（五）
CCS – 清潔發展機制下的新救贖?

� 碳捕獲與封存（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CCS）技術係指
能將能源或產品生產過程中排放出之CO2從排放源分離，再經
過濃縮與壓縮送至適當地點進行長期的封存的相關技術。

� 此次大會將CCS納入清潔發展機制(CDM)中，以便推動更大的
投資和更重要的技術，並為發展中國家帶來環境有益且永續性
的減排專案。

� CCS可望成為熱門議題，大會周
邊活動IEA DAY亦專題介紹。

Source: IEA (2009) Technology 
Roadmap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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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A (2009) Technology Roadmap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P6.

� 2050年全球CO2排放量若要減至現行預估值一半，沒有運用CCS
技術，減排總成本至少提高70%。

� CCS聽起來很棒，但民眾了解嗎? 臺灣CCS潛力在哪?

三之（六）
從陸域到海域 – 逐漸被重視的生態服務
� 自COP13峇里島會議提出後，REDD漸受重視。

� 各國政府同意提供技術和資金支援，迅速採取行動控制發
展中國家因毀林和森林退化所致的排放(REDD+)。 (Draft 
decision [-/CP.6] para 68-79)

� 確保有關利益相關者充分和有效地參與，特別是原住民和
當地民眾 。 (Draft decision [-/CP.6] para 72)

� 除了REDD由陸域森林系統提供的碳儲存外，類似概念正
擴展到海域，衍生出藍碳(Blue Carbon)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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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生態系的碳儲存
� 藍碳(Blue Carbon)是指，如海草床、潮間帶鹽澤與紅樹

林等被捕捉與儲存在海岸生態系之碳儲存。

� 不同於陸域森林可以快速累積生物量，反而緩慢的將有機
碳累積於土壤與沉澱物當中，一旦受到環境破壞與影響，
恢復的過程更為漫長且艱難。

� 較陸域更難界定邊界與範疇，方法學尚待釐清；在後京都
存亡之際，大會僅著重於大方向進行討論。

� 船運與航運等碳排放與管制亦少有討論，SBSTA33僅
「注意到」國際空運和海運所使用的燃料引起的排放之問
題。（ FCCC/SBSTA/2010/L.19 ）

結語
� 坎昆會議的結束，將開啟氣候變遷國際合作新時代。距離

一個全面性，且有約束力的協議還有很漫長的路要走，一
切留待明年南非德班COP17解決。

� 一掃COP15後低霾氣氛，談判仍將繼續……

感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