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坛·

浅 析 沙 特 阿 拉 伯 在 国 际 气 候 变 化

谈 判 中 的 立 场 与 策 略

杨 毅

内容提要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中，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

沙特阿拉伯的立场十分引人注目。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对石油生产构成

了制约，对沙特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基于此，沙特确定了它

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的基本立场。但由于自身的影响难以左右谈

判的发展方向，因此该国时常采用 “同步前进”、反复宣传 “负面影

响”、推迟谈判、对程序性规则作出自己的解释等杯葛策略，来表达和

维护自己在气候谈判中的利益和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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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主要的全球环境问题，也是全球化时代国

际社会面临的最大全球性挑战之一。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措施就是要减少人

为温室气体排放，使地球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与吸收能够达到平衡。温室气

体排放的主要来源是能源的生产和消费，而能源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

力，事关国家的重大经济利益和发展空间。因此，在谈判制定 《公约》及其

后一系列法律文件的过程中，要求保护气候系统与要求经济和社会发展始终

是一对矛盾。这实际上是贯穿整个气候变化谈判的核心问题。气候变化领域

的国际谈判实际上已成为各主要国家利益集团在政治、经济、科技、环境和

外交等领域的综合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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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形成了以欧盟、 “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和美

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发达国家为代表的三大利益集团。

这三大集团之间的角逐决定了气候变化谈判的基本格局。其中 “七十七国集

团加中国”代表的是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它们强调发达国家应对全球气候变

化承担历史和现实责任，应当率先采取减排行动; 同时强调在目前情况下，

应按照区别对待的原则来设定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限排温室气体义务。但由

于这个集团过于庞大，内部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其中，以沙特为代表的产

油国，强调自身的经济具有很强的脆弱性，它们担心减排、限排措施会影响

其石油生产与出口，对气候变化谈判采取消极的态度，或要求国际社会给与

必要的资金援助，以适应在新的气候协议下矿物燃料的需求大幅度减少而对

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

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沙特阿拉伯的角色定位

从 1990 年联合国启动国际气候谈判开始，这一进程就涉及到了各个国家

的切身利益，而各个国家在权衡各自的利益、确定谈判立场的过程中又受到

了各种因素的制约。目前对国家在国际环境谈判中立场的形成原因，国际学

术界通常采用由德特勒夫·斯普林兹 ( Detlef Sprinz) 和塔帕尼·瓦托伦塔

( Tapani Vaahtoranta) 提出的“以利益为基础”的分析模式。他们认为生态脆

弱性和减缓成本是决定国家在国际环境谈判中的立场和政策的两个关键因素。

一个国家如果受到环境问题的影响越大，它就越愿意参与该问题的国际谈判;

一个国家如果在解决该环境问题时付出的成本越高，它就越不愿意参加该问

题的国际谈判。根据这一分析模型，作者将国家在国际环境谈判中的表现分

为 4 类: 推动者 ( Pushers) 、态度消极者 ( Draggers) 、旁观者 ( Bystanders)

和中间摇摆者 ( Intermediates) 。

从沙特阿拉伯在气候变化谈判中所采取的方式来看，它扮演的就是类似

于“态度消极者”的角色。沙特阿拉伯石油剩余可采储量为 363 亿吨，占世

界储量的 26%，是世界上探明石油储量最大的国家，石油和石化工业成为该

国经济的主要支柱。据统计，沙特 2009 年原油平均日产量 920 万桶，石油出

口收入 1 347 亿美元，约占财政收入的 86%。该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

便源于减排政策对该国经济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因此，沙特代表在谈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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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公开表示要 “杯葛” ( 由 “boycott”音译而来，有抵制之意) 谈判的进

程。而国际社会也注意到了沙特的这一立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 IPCC) 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石油出口部门理应在温室气体减排上采取必要措

施，这也必然导致它们比那些正在推进减排措施的发达国家要承受更大的代

价。① 而且，按照该委员会的预估，减排措施的推广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国际社

会对石油产品的依赖，这将带来油价的下跌，从而影响产油国国内生产总值

的增长。② 因此，对产油国来说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选择是至关重要的。

对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不同态度的国家分类

生态脆弱性

低 高

减缓成本
低 旁观者 推动者

高 态度消极者 中间摇摆者

Source: Detlef Sprinz，Tapani Vaahtoranta，“The Interest － Based Explan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 48，No. 1，Winter 1994，p. 81.

沙特阿拉伯始终关注与减排成本相关的那些负面因素，关注着对其经济

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沙特在宣布批准 《京都议定书》之时，该国的石油和

矿产资源大臣纳伊米 ( Al Naimi) 就曾预测，到 2010 年，随着工业化国家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政策的推进，沙特每年的经济损失至少为 190 亿美元。③ 与此

同时，工业化国家大力推进的新能源政策，减少了对矿物燃料的依赖，也招

致沙特等产油国的不满，成为沙特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立场的主要依据。而且

从历史上看，沙特对待气候变化问题就持一种怀疑的立场，它更多的是强调

气候变化问题产生的不确定性，从而低估它的影响。到目前为止，沙特政府

不断强调气候变化协议绝不能成为能源协定。这一点对各国谈判代表来说不

言自明，沙特政府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尽最大努力，表明现有的应对气候变化

机制对其自身已构成了严重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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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Climate Change 2007，Mitigation of Climate Change，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chapter 11.

Ibid.
“Saudi Government Approves Kyoto Climate Protocol”，Reuters，21 December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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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

基本立场及行动方式

面对着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特别是应对气候变化机制对沙特经济带来的

冲击和影响，沙特利用自身的影响力，采取一系列措施，凸显自己在这一问

题上的立场。

(一) 突出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 “负面影响”

在一个“限碳”的世界中，沙特对确保自身经济发展保持关注的做法是

可以理解的。气候变化框架协议中也承认了发展中国家在不同的情况下所面

临的特殊境遇，包括那些国民收入高度依赖燃料生产的国家。《京都议定书》

也承认这种状况的存在。在后 《京都议定书》谈判阶段，沙特阿拉伯的立场

主要通过对应对气候变化措施 “负面影响”的争论体现出来的。作为这一争

论的主要内容，沙特强调了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对该国石油出口带来的潜在负

面影响，力图在应对气候变化机制中能够获得一种特殊对待。在这样的议事

日程以及更加广泛的谈判范围内，沙特鼓励继续使用石油的方式并积极促进

通过非能源的方式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比如碳捕捉和储存技术 ( CCS) ，取

消煤炭补贴，调整煤炭消费税等。

与“负面影响”相关的议事日程有其自身的发展历程。1996 年底，在

《京都议定书》谈判的关键时刻，由于沙特不断抱怨减排目标对经济产生的影

响，大会主席号召就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展开建设性的协商。其结果就是提出

了一项计划，旨在对经济发展受到减排政策带来负面影响的国家提供相应的

财政补偿，这一计划是由伊朗、科威特、尼日利亚、沙特、阿联酋和委内瑞

拉等欧佩克国家共同提出的。但那些接受了减排目标的发达国家，对于这一

补偿是难以接受的，他们认为该计划的目的只是为了缩小气候变化协定的适

用范围，提出该计划的这些国家并不是为了实现他们名义上要求的目标，而

仅仅是为了阻挠各国在此问题上达成一致。

在《京都议定书》出台后，围绕“负面影响”而展开的议事日程成为沙

特阿拉伯采取更加合作性的谈判策略的基础。沙特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出它愿

意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作出让步，修正或按比例降低它们的要求，以此与国际

社会求得一致。针对相关议题，沙特集合相关国家召集了工作组，并举行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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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会议，他们主张要确保这些国家的经济具有更大的 “收缩余地”，在确保经

济多样化的前提下，国际社会对这些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并协助这些国家化解

财政风险，而不再单纯给与简单的经济补偿，通过上述方式，力图实现应对

气候变化与确保经济发展双赢的局面。

但是，“负面影响”很多时候又成为沙特加以利用的一种杯葛气候变化谈

判的方法。这方面最主要的事例表现在它对气候变化所产生影响的适应问题

上。在《京都议定书》谈判的初始阶段，沙特试图将自己的立场与许多其他

发展中国家对这一问题的普遍立场联系起来。① 通过发掘这样的联系，在工业

化国家关注有限的情况下，沙特确保了它能够获得七十七国集团的足够支持。

事实上，发达国家曾承诺要援助发展中国家，使其能够适应气候变化所产生

的影响。然而，这一联系对气候变化谈判产生了相当严重的负面后果，沙特

时常按照它自己对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关注程度来决定它对相关进程的支持

程度。

(二) 组建跨国政治联盟

沙特的杯葛立场应该被置于气候变化政治的背景中加以分析。其中值得

注意的是，沙特在这一问题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内部强大的石油

和煤炭游说集团结成了联盟。在这个意义上，沙特与那些反对在气候变化问

题上采取强有力行动的矿物燃料利益集团的利益是一致的。这些利益集团所

拥有的经济和政治实力更增强了沙特手中的筹码。在气候变化会议举行的同

时，欧佩克国家的代表们也在不断与发达国家知名的游说集团进行沟通，而

且那些得到良好资助的气候变化怀疑论者会为这些欧佩克代表们提供战略和

司法上的建议。在美国拒绝批准 《京都议定书》之后，沙特和美国的代表常

常以同一立场来反对该协定，彼此之间似乎有了一种默契。

在正式场合，沙特是在海湾合作委员会和欧佩克的架构内展现它的立场

的。这两个组织虽然很少开展正式的合作，但它们的成员国则采取一种协调

一致的立场，特别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在国际气候谈判上采取一个统一的政

策。但在欧佩克这一规模更大的组织内部，成员国的立场迥然不同。虽然像

利比亚、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等一些非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也时常支持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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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场，但这种支持绝不是盲目的追随。

决定着沙特采取行动的更为重要的动力是它与以七十七国集团为代表的

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七十七国集团在联合国的诸多会议及论坛中，时常

自己内部先协调好谈判立场。欧佩克国家是七十七国集团中重要的成员，其

中的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伊朗、委内瑞拉和卡塔尔在过去十年间曾经分

别担任过联合国大会的主席，这也大大提高了欧佩克国家在气候变化议题上

对七十七国集团立场的影响。

同时，气候变化产生的负面后果威胁到了许多七十七国集团成员国的生

存与发展，例如，气候变暖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海平面的上升，将使那些岛

屿国家面临灭顶之灾，而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更让那些最不发达国家

的经济雪上加霜。① 但沙特的国家财富能够有效地帮助这些国家度过一时的经

济难关，通过向这些贫穷国家提供财政上的援助，获取这些国家在气候变化

谈判上的支持。也就是说，沙特在气候变化机制之外与那些需要得到帮助的

贫穷的发展中国家间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

除了直接的物质补偿外，沙特还依靠自己在气候谈判中强有力的协调能

力和沟通技巧与七十七国集团建立了信任与合作关系，特别是巧妙地利用了

许多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发自内心的不信任，以及希望七十七国集团保持

团结的强烈愿望。因此，发达工业化国家在应对温室气体排放方面进展缓慢、

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给与发展中国家援助有限、缺少关键技术转移措施，所有

这一切都是十分现实的问题，都为发展中国家采取杯葛措施创造了便利条

件。② 在这种情况下，沙特的立场真实地反映了这些发展中国家所共同关注的

问题。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程序性的推脱反映了发展中小国在有效参与谈判

过程中真正面临的困难。它们对减排政策所产生的负面经济影响的强调也唤

起了诸多发展中大国的担忧。因此，沙特阿拉伯有时担当起了这些国家的

“传声筒”。

可以说，沙特与七十七国集团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共生关系。针对那些发

展中国家积极倡导，甚至已经超越了气候变化机制之外的议题，例如技术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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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财政支援以及发展中国家报告制度等，沙特通常保持最大限度的沉默。

对待发展中国家有关气候议题承诺的关键问题，沙特采取了积极行动进行反

对。而在针对那些七十七国集团没有形成一致立场或者从传统上他们就不予

关注的问题上，比如“负面影响”或船用燃料等问题，却正是沙特特别关注

的。由于七十七国集团能够容忍沙特的主张，沙特也在追求它的利益主张上

完全依靠七十七国集团的帮助。

沙特在气候变化机制的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 ( SBSTA) 、附属执行机构

( SBI) 的会议上，以及预期成效较低的缔约方大会上表现得最为积极，而在

那些会作出重要决议的会议上，沙特则不愿发挥积极作用。七十七国集团的

代表同其他国家集团的代表一样，在重要的谈判阶段，他们积极参与且有备

而来，这种情况下，他们经常进行更高层级的协商，这时沙特可操纵的空间

也就显得更加狭小。

(三) 最大限度发挥沙特代表团的影响力

沙特派出的谈判代表通常是训练有素的。目前，该国气候谈判代表团负

责人穆罕默德·奥萨玛 ( Mohamed Al Sabban) 由于能够找准时机将该国所主

张的议程进一步向前推进，因而声名显赫。有人评价他具有 “自信、坚韧、

雄辩的口才、流利的英语，以及对手头待处理的事务拥有深邃的知识和理解

能力”①，这些他具有的特点使之能够在谈判中施加有力的影响。有人认为他

是“拥有着多年工作经验，知道如何搅乱谈判计划并延缓气候变化谈判进程

的人。”②

沙特代表团的规模是中等的。自 2002 年以来，沙特在附属机构的会议上

一般派 13 名成员参加，在缔约方大会上则有大约 18 名代表团成员出席。这

一规模也是按照沙特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确定的，但这一代表团的显著特征

就是他们在内部立场协调上取得了一致。这将有助于增强代表团谈判的效率，

同时保持沙特在气候谈判上立场的一致。例如，奥萨玛自 1991 年以来参加了

每一次气候变化议题的谈判，这在政府代表团中是绝无仅有的。石油和矿产

资源大臣纳伊米也自 1998 年就开始代表沙特参加了全部缔约方大会。而且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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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和矿产资源部在谈判进程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纳伊米和奥萨玛都来自该

部门，他们的工作人员始终成为沙特代表团的核心。这种由能源部门负责气

候谈判事务的情况，在气候谈判机制中也是非常罕见的。①

上述情况反映了沙特在制定气候变化政策时首先考虑的就是经济事务而

非环境事务。在沙特看来，撇开经济影响因素，气候变化问题本身充其量只

是一个次要的问题，根本不应该在国家政策的高度上予以考虑。它首要关注

的是气候变化政策对经济事务产生的影响，而不是气候变化对环境所产生的

负面意义。

沙特阿拉伯的气候变化谈判策略

一般说来，沙特在气候变化谈判中采取积极行动。自 1999 年以来，沙特

采取了以下策略，以提升它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力和受关注程度。
(一) “同步前进”策略

沙特所采取的一个关键性策略就是 “同步前进”的策略。顾名思义，这

种策略就是如果沙特代表团在其关注较多的 “负面影响”议题上不能取得显

著进展时，在其关注程度较低的议题上就会不断公开威胁采取阻挠措施。例

如，1999 年沙特在有关气候变化负面影响议题协商的谈判达成一致之后，便

在另一项关于履行条约的文本上撤回了它原本反对的立场。② 2000 年，在第

六次缔约方大会上，沙特威胁如果 “大会主席的盟友”组成的团体在相关政

策和措施上采取行动，它将不再对建立灵活机制予以支持。③ 2002 年，沙特

以涉及“负面影响”的谈判缺乏进展为由，拒绝了随后举行的有关政策和措

施的谈判。④ 2007 年，沙特警告，如果发达国家不同意其在 “负面影响”上

提出的要求，它将在其他重要议题上予以阻挠。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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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前进”的关键在于如何适应气候变化问题。这一问题不但在正式的

谈判中被提及，而且在七十七国集团内部，沙特也不断主张讨论适应气候变

化问题。2008 年，沙特一方面坚决主张在援助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转移上使

用对等的语言; 另一方面，则主张在关于应对措施的影响上是属于关于 《京

都议定书》谈判最后予以解决的问题。①

(二) 反复宣传“负面影响”

沙特针对气候变化产生的 “负面影响”采取了 “反复宣传”的策略，也

就是在这一问题上不断规划出新的议程条款，并不断在其他议程条款内也唤

起对这一问题的注意。在其他议程中坚持聚焦于 “负面影响”问题会使正在

讨论中的条款陷入僵局。在 2007 年的巴厘岛会议上，由于沙特在评价 《京都

议定书》的谈判中针对“负面影响”采取了坚定立场，其结果是，有关政策

及措施的条款在 2008 年最终从附属科学技术咨询机构的议程中去掉。尽管从

表面上看是为了避免重复，但毫无疑问体现了一直寻求淡化这一问题的欧佩

克国家的胜利。

(三) 推迟谈判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政策和措施，以及船用燃料等相关的议程

条款，都是沙特阿拉伯采取这种措施时的主要关注点。2001 年在第七次缔约

方大会上，沙特认为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三次评估报告的后续工

作上难以达成一致，主张推迟这项活动直至下次会议召开。通过这样的方式，

它在其他问题上获得了重要的让步。2001 年初在筹划第六次缔约方会议时，

沙特就主张将关于政策与行动的工作推迟到第七次会议进行。而到了 2002

年，它又主张直到下一次会议召开之前，应推迟在这一议题上达成任何实质

性结论。② 2006 年，沙特同美国和澳大利亚联合反对一项计划中的路线图，

认为 4 年之内应将关于政策与行动的条款从相关议程中去除 ( 最终的结果是

决定推迟两年)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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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对程序性规则提出自己的要求

传统的杯葛策略就是利用程序性规则来拖延谈判，沙特通过对某些特别

的规则作出自己的解读来限制气候变化机制发展进程。例如，在 《京都议定

书》谈判期间，沙特对气候变化公约的规则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它认为议定

书草案的全部文本在议定书被通过之前应该在成员国中传阅 6 个月，通过之

后就不能作出改动。这样的解释最终被联合国法律事务办公室驳回。① 许多常

规的程序性规则都被沙特要求进行解释或翻译。这样的要求对于非英语国家、

特别是那些发展中小国而言也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在实际的谈判过程中英语

往往成为一种唯一的工作语言。② 例如在协商 《京都议定书》下的履约体系

时，沙特和其他欧佩克国家就拒绝按程序进入草案的一读程序，理由就是传

阅的文本只有英文一种。③ 在海牙举办的第六次缔约方大会上，七十七国集团

从程序性角度提出反对，最终使得这次谈判归于失败。仅在一天的协商中，

沙特自己就反对提议召集小组会议来研究报告制度、政策与行动以及遵约议

题。④ 这种对程序性规则的要求对谈判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沙特阿拉伯谈判措施的有效性及未来发展趋势

沙特的杯葛措施改变了日常进行的气候变化谈判的气氛，如在德国波恩

举行的气候谈判会议上，沙特就与小岛国集团展开了公开对抗，为此也遭到

了现场代表和非政府组织的强烈反弹。⑤

尽管沙特采取了杯葛策略，但它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有

限。在巴厘岛会议上，主要的争执表现在美国、欧盟及发展中大国间，它们

决定了谈判的最终结果。这也证明了沙特只是试图在那种低收益的谈判中采

取更主动的姿态，而不是在那种事关重大的谈判中发挥作用。尽管如此，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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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还是在气候变化机制的讨论及其议程设置上，将其反对的议题推向前台进

行讨论，采取积极的姿态进行应对，这同它在与 “负面影响”相关的问题上

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形成鲜明对照。①

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近几年来，沙特的立场也有些许松动，开始正视

气候变化问题的存在，特别是它对人类生存与发展带来的挑战。

沙特向气候变化大会递交的第一份反映其国家立场的文件是在 2005 年，

暗示沙特的立场会有所变化。这份报告是由沙特负责气象与环境事务的部门

起草的，展示出了一种中间的立场。虽然这份报告仍然坚称应对气候变化的

措施会严重损害该国的经济，但它也开始承认沙特也在遭受着气候变化问题

带来的影响，并对沙特自身在气候变化面前的弱点进行了详细讨论，而且针

对经济多样化这样的情况提出了合理可行的援助方案。另一项大的进展就是

2006 年由沙特发起组织了关于清洁发展机制的国际会议。② 这表明沙特内部

对于清洁发展机制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机遇开始有了进一步认识。

2007 年底，沙特主办了第三次欧佩克峰会，环境议题成为了此次会议的

重要议题之一。峰会最终发布的宣言对人类导致的气候变化予以明确认可，

认为欧佩克国家有责任来应对这一问题。这次会议强调应考虑石油依赖型国

家的特点，从技术层面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在这次峰会上，沙特宣布提供 3

亿美元作为基金用于研究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其他欧佩克国家也承

诺为这项基金注资。③

上述举措说明沙特和其他欧佩克国家至少开始朝着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方向迈进，依照自身国家的情况制定一种建设性的解决

办法。但这是否意味着以沙特为代表的产油国开始改变其在国际气候变化谈

判中的立场，这种改变是否能够为整个谈判格局带来新的变化，现在下结论

恐怕为时尚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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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Analysis of Saudi Arabia’s Position and Tactics
in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Yang Yi

Abstract: As the biggest oil producer，Saudi Arabia’s position in the interna-

tional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is very conspicuous. There is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protecting climate system and maintain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growth in the

action of dealing with the climate change. Based on the adverse effects from the cli-

mate change regime，Saudi Arabia has formulated its fundamental position and tac-

tics. Saudi Arabia can not steer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by it-

self. To express and protect its own interest and appeals，several obstructionist tac-

tics，such as advancing at the same pace，frequent propaganda of the negative in-

fluence，postponing the negotiations and making its own explanation of the procedur-

al rules，are used by Saudi Arabia in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imate Change; Saudi Arabia; Ad-

verse Effects; Obstructionist Tac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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