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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目标下海湾国家气候政策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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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隆　 马晓美

　 　 内容提要　 随着全球气候政治环境的变化ꎬ 海湾国家在国际气候治理体

系中的角色由 “牵制者” 转向 “骑墙者”ꎮ 在利益基础分析模型和选择性激

励视角下ꎬ 海湾国家气候政策演变是内生因素和外部驱动共同作用的结果ꎮ
因其承受全球气候行动加速带来的压力、 生态脆弱程度高、 面临经济转型困

境、 国内减缓成本降低ꎬ 以及提升国际形象的需要ꎬ 海湾国家气候治理势在

必行ꎮ 为此ꎬ 阿联酋、 沙特、 巴林和阿曼等国相继宣布 ２１ 世纪中叶实现碳中

和目标ꎬ 其主要内容包括: 增加清洁能源开发利用ꎬ 降低化石能源依赖ꎻ 研

发推广碳捕集技术ꎬ 减少温室气体结构性排放ꎻ 通过植树造林增加碳汇ꎬ 补

偿碳排放ꎮ 海湾国家在气候治理和绿色发展方面积极作为ꎬ 取得了初步成效ꎮ
与此同时ꎬ 能源系统脱碳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环节ꎬ 这将导致高碳排放的化

石能源使用减少ꎬ 进而冲击海湾国家的地租型经济和食利契约ꎬ 对其国际地

位和国家治理带来挑战ꎮ 海湾国家已开始为达到气候治理目标与可持续发展

付出努力ꎬ 但因其影响因素纷繁复杂ꎬ 实现碳中和目标任重道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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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隆ꎬ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博士生导师ꎻ 马晓

美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博士研究生ꎮ

气候问题因其长期性、 复杂性和公共性ꎬ 成为典型的全球性问题ꎬ 被称

为全球气候政治ꎮ① １９８８ 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 ＩＰＣＣꎬ 以下简称

“气变专委会”) 成立ꎬ 气候变化议题上升至国际政治和全球治理高度ꎮ 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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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ＵＮＦＣＣＣꎬ 以下简称 «公约») 达成以来ꎬ
世界各国围绕温室气体减排问题展开气候谈判ꎬ 最终形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国际气候治理体系ꎮ① ２０１６ 年 «公约» 缔约国签署的 «巴黎协定» 和 ２０１８ 年

气变专委会发布的 «全球温升 １ ５℃特别报告»ꎬ 共同设定了 ２１ 世纪中叶实现

碳中和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的目标ꎮ 碳中和主要指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 (碳源) 与全球人为温室气体吸收量 (碳汇) 在一定时期内达到平

衡ꎬ 从而实现净零排放 (ＮＺＥ)ꎮ ２０２１ 年英国格拉斯哥气候大会 (ＣＯＰ２６) 和

２０２２ 年埃及沙姆沙伊赫气候大会 (ＣＯＰ２７) 前夕ꎬ 阿联酋、 沙特、 巴林和阿

曼等海湾国家②先后提出将在 ２１ 世纪中叶实现净零排放的碳中和目标ꎬ 其政

策取向和具体措施值得关注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至 １２ 月 １２ 日ꎬ 第 ２８ 届联合国

气候大会 (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ꎬ ＣＯＰ２８) 将在

阿联酋迪拜举行ꎮ 此次会议除了根据 «巴黎协定» 对温室气体减排进展进行首

次全面评估外ꎬ 还将围绕 “加速能源转型、 修复气候融资、 关注人民生命和生

计、 以全面包容为基础” 等 ４ 个关键议程展开协商和讨论ꎮ 联合国气候大会是

全球规模最大、 级别最高的气候变化会议ꎮ 此次会议显示以主办方阿联酋为代

表的海湾国家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高度重视与积极应对ꎬ 通过主办高级别气候变

化会议ꎬ 海湾国家在国际气候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得到显著提升ꎮ
学术界对国家行为体参与气候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国ꎬ 对海湾国家

气候政策的相关研究较少ꎮ 既有研究成果中ꎬ 海湾国家对气候变化与环境治

理的态度及措施主要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观点认为海湾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

中采取消极立场和拖延策略ꎬ 如汪波指出ꎬ 海湾国家面对气候变化政治采用

拖延实施气候变化相关协议之策ꎻ③ 杨毅认为沙特时常采用杯葛策略来维护自

身在气候谈判中的利益与诉求ꎮ④ 第二类观点认为海湾国家迫于国际压力被动接

受气候治理ꎬ 但行动迟缓ꎬ 如卡塔尔学者穆罕默德赛义迪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 －
Ｓａｉｄｉ) 等提出ꎬ 海湾国家的环境政策在其发展规划中未得到充分体现ꎬ 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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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成效不佳ꎻ① 於世成、 杨俊敏和许小婵指出ꎬ 海湾国家已虽开始制定气候

治理相关法律与政策ꎬ 但并没有核心应对计划ꎮ② 第三类观点认为海湾国家积

极推进经济多样化和能源转型ꎬ 以达到国际气候治理要求ꎬ 如穆罕默德赛义

迪和苏丹学者纳迪尔阿吉卜 (Ｎａｄｉｒ Ｅｌａｇｉｂ) 认为ꎬ 海湾国家的经济转型与气

候治理密不可分ꎬ 有望通过经济多元化减缓环境退化ꎮ③ 埃及学者穆罕默德
拉乌夫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Ｒａｏｕｆ) 指出ꎬ 海湾国家积极推进能源多样化ꎬ 以应对气候

变化带来的挑战ꎮ④ 德国学者丹耶尔莱切 (Ｄａｎｙｅｌ Ｒｅｉｃｈｅ) 认为ꎬ 海湾国家

将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迎接后石油时代和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措施ꎮ⑤ 以上研究

成果阐明了特定时期内海湾国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立场与策略ꎬ 为研究其气

候政策奠定重要学术基础ꎮ 然而ꎬ 随着国际气候谈判不断深入ꎬ 全球气候治理

形势变化迅速ꎮ 沙特等国业已提出实现碳中和的气候治理目标ꎬ 既有研究大多未

反映海湾国家气候政策动态ꎬ 尚缺乏基于碳中和背景对其气候政策的系统性探讨ꎮ
为研究主权国家环境外交政策的影响因素ꎬ 德国学者德特勒夫斯普林

茨 (Ｄｅｔｌｅｆ Ｓｐｒｉｎｚ) 和塔帕尼瓦托伦塔 (Ｔａｐａｎｉ Ｖａａｈｔｏｒａｎｔａ) 提出利益基础

分析模型ꎬ 其理论核心在于一国是否支持国际环境监管主要受两个关键变量

影响: 一是生态脆弱性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即气候变化对本国公民和生

态环境系统的不利影响ꎻ 二是减缓成本 ( ａｂａｔｅｍｅｎｔ ｃｏｓｔｓ)ꎬ 即国内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所需的成本ꎮ 减缓气候变化有利于生态环境ꎬ 但必须付出一定的经

济和社会代价ꎮ⑥ 根据各国在国际环境谈判中的表现及其生态脆弱性和减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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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高低ꎬ 利益基础分析模型将其分别定义为 “推动者” (ｐｕｓｈｅｒｓ)、 “牵制

者” (ｄｒａｇｇｅｒｓ)、 “旁观者” (ｂｙｓｔａｎｄｅｒｓ) 和 “骑墙者” (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ｓ)ꎮ “推
动者” 会积极促成国际环境规范的制定ꎻ “牵制者” 倾向于反对国际环境监

管ꎻ “旁观者” 从环境治理中获得的生态利益较少ꎬ 但很可能在国际谈判中采

取积极立场ꎬ 因其减缓成本低ꎻ “骑墙者” 有参与国际环境治理的生态动机ꎬ
但不愿承担其高昂成本ꎮ① 利益基础分析模型通过生态脆弱性和减缓成本两个

变量对国家行为体的环境外交政策进行初步分析ꎬ 有其合理性ꎬ 但不够全面ꎮ
海湾国家等能源生产国的气候治理成本应分为内外两部分: 一是国内减缓温

室气体排放所需的经济社会成本ꎻ 二是全球气候行动导致石油需求提前达峰ꎬ
进而对其政治经济造成冲击ꎮ 因此ꎬ 国际制度建构中的选择性激励也是分析

一国环境政策不可或缺的影响因素ꎮ② 选择性激励是美国学者曼瑟尔奥尔森

(Ｍａｎｃｕｒ Ｏｌｓｏｎ) 为克服集团成员在集体行为逻辑中的搭便车倾向而设计出的

一种动力机制ꎬ 主要指在国际气候谈判中ꎬ 为集团公共利益做出贡献的个体

除获取公共利益份额外ꎬ 还能得到不同于其他集体成员的额外收益ꎮ③ 它既包

括正向奖励ꎬ 如经济收益ꎬ 也包括负向惩罚ꎬ 如制裁、 谴责等ꎻ 既包括物质

奖励ꎬ 也包括非物质奖励ꎬ 如荣誉、 国际形象等ꎮ④

　 　 　 　 　 　 生态脆弱性

减
缓
成
本

低 高

低 (１) 旁观者 (２) 推动者

高 (３) 牵制者 (４) 骑墙者

图 １　 利益基础分析模型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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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海湾国家以往的气候政策ꎬ 并考虑其世界主要油气产区的战略地位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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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拟运用利益基础分析模型ꎬ 并结合选择性激励这一影响因素ꎬ 构建分析框

架ꎬ 考察全球碳中和趋势下海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气候政治ꎬ 研究其在全

球气候政治中的政策转向及战略考量ꎬ 分析海湾国家气候政策取向与特点ꎬ
以及实施相关政策面临的挑战ꎮ

一　 海湾国家在全球气候政治中的角色变化及其原因

国际气候谈判直接关系到各国经济、 社会等诸多领域ꎬ 对国家未来发

展和国际地位影响重大ꎬ 所以全球气候政治成为各国的重大关切ꎮ① 海湾国

家经济高度依赖化石能源收入ꎬ 是典型的地租国家ꎬ 国际能源体系转型将

重塑其传统的地租型经济和食利契约ꎬ 对其造成重大政治、 经济影响ꎮ 因

此ꎬ 海湾国家长期对气候治理持消极甚至反对态度ꎮ 沙特等国曾是国际气

候谈判的 “牵制者”ꎬ 试图拖延甚至阻挠国际社会就气候问题达成协议ꎮ②

近年来ꎬ 海湾国家逐渐转变过去在国际气候治理体系中的消极立场ꎬ 成为

有气候治理意愿、 但对其高昂成本有所顾虑的 “骑墙者”ꎮ 沙特等国气候政

策的转向及其碳中和目标的制定ꎬ 折射出全球气候行动加速背景下其利益

诉求的变化ꎮ
(一) 全球气候行动加速给海湾国家造成压力

根据选择性激励中的负向惩罚ꎬ 海湾国家改变在国际气候治理体系中的

立场并做出实现碳中和的承诺ꎬ 动因之一是全球气候行动施压ꎬ 以及利益攸

关方和环保组织的舆论压力ꎮ 近年来ꎬ 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大减排力度ꎬ 更新

国家自主贡献ꎬ 提出碳中和目标ꎬ 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国际共识ꎮ 欧盟一向

是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行动方ꎬ ２０１９ 年以来提出一系列绿色新政ꎬ 继续收紧

其减排目标ꎬ 加速推进碳边境税的出台ꎬ 要求进口商品支付与其同类产品同

等水平的碳价ꎮ③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 (ＣＢＡＭ) 对海湾国家碳密集型产品出

口构成挑战ꎮ ２０２０ 年ꎬ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承诺在 ２０６０ 年实现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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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ꎮ 拜登上台后ꎬ 美国重返 «巴黎协定»ꎬ 将应对气候变化上升为国家战

略ꎮ① 美国学者马维尔 (Ｍａｒｗｅｌｌ) 与奥利弗 (Ｏｌｉｖｅｒ) 指出ꎬ 在集体行动形成

过程中有一个临界点机制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ꎬ 当加入某一集体行动的人越多ꎬ 人们

不加入这一行动所需承受的压力就越大ꎮ② 全球气候行动加速、 碳中和议程国

际化促使海湾国家对其气候政策做出战略调整ꎮ
因其以往在国际气候治理体系中的消极立场ꎬ 海湾国家不断受到来自西

方国家与国际环保组织、 气候活动人士的批评和施压ꎮ ２０２１ 年ꎬ 在更新其国

家自主贡献之前ꎬ 气候行动追踪组织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ｒａｃｋｅｒ) 将沙特和阿联

酋的 ２０３０ 年国家自主贡献评定为 “严重不足”ꎮ③ ２０２１ 年英国格拉斯哥世界

气候大会目标之一是更新 «巴黎协定» 提出的国家自主贡献ꎬ 西方国家多次

要求海湾主要产油国做出具有雄心的气候承诺ꎬ 采取积极行动应对气候变化ꎬ
这是推动海湾国家承诺实现碳中和的因素之一ꎮ

(二) 海湾国家生态脆弱性不断上升

根据利益基础分析模型假设ꎬ 一国生态环境状况越恶劣ꎬ 降低其生态脆

弱性的动机就越强ꎮ④ 海湾地区生态环境脆弱ꎬ 沙漠和荒漠地貌分布广泛ꎬ 降

水量少ꎬ 淡水资源稀缺ꎬ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炎热干旱的沙漠气候使该地区受

气候变化影响显著ꎮ⑤ 近几十年ꎬ 全球变暖导致海湾地区气温持续升高ꎮ 科威

特、 阿曼和伊拉克是位居世界前十位的炎热国家ꎮ⑥ 酷热不仅影响海湾地区的

宜居性ꎬ 而且对其经济发展带来挑战ꎮ ２００５ 年以来ꎬ 受高温影响ꎬ 海湾国家

油气设施火灾频发ꎬ 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ꎮ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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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短缺一直是海湾地区面临的生态挑战ꎮ 海湾国家人均可用水量长

期处于极低水平ꎬ 沙特、 科威特和卡塔尔人均年水资源拥有量分别仅有 ２４９
立方米、 ９５ 立方米和 ９１ 立方米ꎮ① 稀缺的水资源无法承载人口增长、 城市化

和工业发展ꎮ② 在气候变化影响下ꎬ 水资源危机将在地区引发社会环境问题ꎮ
一方面ꎬ 它对粮食安全构成挑战ꎮ 由于淡水资源匮乏ꎬ 海湾国家粮食对外依

存度高ꎬ 仅沙特一国就占全球谷物进口总量的 ６ ４％ ꎮ③ 随着全球气温升高ꎬ
到 ２０５０ 年海湾地区平均降水量预计下降 ５０％ꎬ 农业生产力下降 ３０％ ~ ６０％ꎬ④

将进一步威胁地区粮食安全ꎮ 另一方面ꎬ 海水淡化加剧环境问题和用水问题ꎮ
海湾国家高度依赖淡化海水解决用水问题ꎬ⑤ 海水淡化系能源密集型处理过

程ꎬ 其产生的碳排放将加剧气候问题ꎮ 海水脱盐产生的副产品 “盐水” 被排

入海洋ꎬ 破坏生态系统ꎬ 增加海水淡化所需能耗ꎬ 造成严重的环境后果ꎮ⑥ 此

外ꎬ 空气和水污染可能加剧地区公共卫生问题ꎬ 气温升高将导致热应激相关

疾病ꎬ 缓解夏季高温所需能耗上升ꎬ 社会经济不平等加剧ꎬ 进一步危及该地

区的边缘群体ꎮ 面对环境、 经济的不可持续性和日益恶化的生态脆弱性ꎬ 海

湾国家不得不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ꎮ
(三) 经济多元化驱动海湾国家向低碳经济转型

随着全球气候行动加速和能源地缘政治持续动荡ꎬ 全球能源转型步伐加

快ꎬ 对国际油气供需变化产生影响ꎮ 美国学者丹尼尔耶金 (Ｄａｎｉｅｌ Ｙｅｒｇｉｎ)
指出ꎬ 能源转型的情景下ꎬ 产油国将成为全球权力格局中的最大输家ꎮ⑦ 海湾

国家对油气收入依赖度高ꎬ 石油需求和价格的结构性下降ꎬ 将对其经济模式

产生冲击ꎬ 导致油气行业融资困难ꎬ 能源资源搁浅ꎬ 相关金融资产贬值ꎬ 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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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可能引发宏观经济失衡ꎮ① 以非常规油气资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为代表的第

三次全球能源转型业已拉开帷幕ꎬ 促使海湾国家不得不采取经济多元化和能

源低碳化等措施理性应对ꎮ
可再生能源和脱碳技术等新兴产业可通过气候治理与减排政策获益ꎬ 实

现绿色增长ꎬ 发展低碳经济ꎬ 从而助力海湾国家实现经济转型目标ꎮ 根据选

择性激励中的正向奖励ꎬ 通过气候治理实现经济收益是海湾国家气候政策转

向的动因之一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 国际油价大幅下跌ꎬ 地租型经

济的不可持续性促使海湾国家调整发展战略ꎬ 制定国家发展规划ꎬ 推动经济

多元化转型ꎬ 致力于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ꎮ 但囿于财政困境和国际环境等

不利因素ꎬ 其经济改革计划成效甚微ꎮ 近年来ꎬ 地缘政治冲突延宕引发国际

油价持续波动ꎬ 新冠肺炎疫情的次生伤害导致油价一度跌至负值ꎮ 化石燃料

价格危机更频繁、 更不可预测ꎬ 对资源国金融稳定的威胁持续上升ꎬ 海湾国

家实现经济转型的任务更加紧迫ꎮ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指出ꎬ 未来十余

年是海湾国家实现转型的关键时期ꎬ 随着石油供需结构变化ꎬ 若不进行持续

经济改革ꎬ 其石油财富可能将于 ２０３４ 年耗尽ꎮ③ 海湾地区太阳能、 风能等可

再生能源禀赋和成本优势突出ꎬ 具备良好的营商环境和较完善的基础设施ꎬ
成为发展氢经济的坚实基础ꎮ 由此ꎬ 以碳中和为目标的气候治理也是海湾国

家的战略机遇ꎬ 可为其实现经济转型目标发挥积极作用ꎮ 通过经济多样化战

略应对气候问题ꎬ 不仅能减缓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ꎬ 而且可以提高能源安全、
粮食安全、 公共卫生等领域潜在的经济和社会效益ꎮ④ 同时ꎬ 快速增长的人口

加重海湾国家电力、 淡水、 就业压力ꎬ 而新能源产业一定程度上可缓解这些

问题ꎬ 到 ２０３０ 年海湾国家可提供约 ２２ 万个可再生能源就业岗位ꎮ⑤ 此外ꎬ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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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结构多样化将使各国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ꎬ 提高能源长期稳定性ꎬ 推动

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脱钩ꎮ① 从长远看ꎬ 海湾国家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ꎬ 未来

可向欧洲出口可再生电力ꎮ②

(四) 海湾国家减缓成本逐渐下降

从经济角度看ꎬ 沙特等国的高额能源补贴使其国内油气、 电力价格长期

处于较低水平ꎬ 形成 “高能耗、 低能效” 的消费模式ꎮ 海湾国家能源需求位

居世界前列ꎬ 人均一次能源消耗约为欧盟的 ２ ５ 倍ꎮ③ ２０２１ 年ꎬ 沙特石油消耗

量接近 ３６０ 万桶 /日ꎬ 已成为世界第六大石油消费国ꎮ④ 而 ２０１７ 年沙特化石能

源补贴达 ３７０ 亿美元ꎬ 阿联酋达 ９０ 亿美元ꎬ 科威特达 ７０ 亿美元ꎬ⑤ 高额能源

补贴给海湾国家财政收支造成压力ꎬ 因此降低并最终取消化石能源补贴是海

湾国家应对气候挑战的战略重点ꎮ 与此同时ꎬ 新能源成本竞争力日益突出ꎬ
气候治理的经济社会效益逐渐显现ꎬ 国内减缓成本下降是催生海湾国家气候

政策转向的因素之一ꎮ 减缓气候变化的成本是一个复杂的概念ꎬ 在气候治理

初期ꎬ 能源系统脱碳转型、 新能源技术研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需要海湾

国家额外的财政支出ꎬ 这被视为短期经济成本ꎮ⑥ 根据利益基础分析模型ꎬ 减

排技术的发展和治理成本的降低可提高一国支持国际环境监管制度的意愿ꎮ⑦

随着全球清洁能源技术创新加快ꎬ 可再生能源成本大幅下降ꎮ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９ 年ꎬ 公用事业规模光伏电站的全球加权平均电力成本下降 ８２％ ꎮ⑧ 新能

源有利的融资条件和成本竞争力吸引海湾国家加大投资力度ꎬ 进行技术研发

和基础设施部署ꎮ 近年来ꎬ 海湾地区对全球可再生能源成本的下降贡献突出ꎬ
新能源成为地区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的解决方案ꎮ 目前ꎬ 光伏是海湾国家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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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发电方式ꎬ 成本低于油气、 煤炭与核能ꎮ 阿联酋迪拜马克图姆 (ＭＢＲ)
太阳能综合体第五阶段的招标生产成本为 １ ７ 美分 /千瓦时ꎬ 系 ２０１９ 年全球

最低水平ꎻ ２０２０ 年ꎬ 阿联酋阿布扎比达夫拉 (Ａｌ Ｄｈａｆｒａ) 地区的光伏项目成

本再创新低ꎬ 每千瓦时约 １ ３５ 美分ꎬ 该项目将为 １６ 万个家庭提供用电ꎮ①

(五) 海湾国家欲借气候政治改善国际形象

在全球化时代ꎬ 气候变化不仅是环境、 经济问题ꎬ 还涉及政府间合作与

妥协的国际政治问题ꎮ② ２１ 世纪ꎬ 国际话语权的争夺亦体现在气候、 资源和

环境保护等方面ꎮ 在全球气候行动中ꎬ 国际形象和话语权也属于一种选择性

激励ꎮ③ 环境问题对人类社会构成潜在威胁ꎬ 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已逐渐上升

到 “国家道德” 高度ꎮ 很多国家希望在此过程中发挥领导性作用ꎬ 以提升国

家形象与国际地位ꎬ④ 这也是海湾国家气候政策转向的动因之一ꎮ 沙特等国在

气候大会前夕提出碳中和目标ꎬ 可提高其在气候谈判中的话语权和战略自主ꎮ
阿联酋、 沙特和俄罗斯等主要产油国先后宣布减排承诺也是争夺全球能源市

场影响力的一种表现ꎮ⑤

近年来ꎬ 海湾国家陷入多重外交困境ꎬ 国际形象受损ꎮ 气候行动方面ꎬ 海

湾国家以往在构建国际气候治理体系中处于消极地位ꎬ 遭受来自国际社会的舆

论压力ꎮ 外交方面ꎬ 沙特在也门战争、 叙利亚战争、 与伊朗的地缘争夺等方面

屡遭挫折ꎮ 在与美国的关系方面ꎬ “九一一” 事件以来ꎬ 美国与海湾国家盟友关

系的基础动摇ꎬ 双方在能源领域转为竞争关系ꎮ 美国对沙特阿美油田设施遭袭

事件熟视无睹ꎬ 使沙特对沙美盟友关系的可靠性产生怀疑ꎮ 美国近年在中东地

区实行战略收缩ꎬ 借 “九一一” 事件、 卡舒吉事件及也门人道主义危机等问题

向海湾国家施压ꎬ 对双方关系造成重创ꎮ 面对外交困境ꎬ 海湾国家意识到气候

议题蕴含着政治机会ꎬ 希望通过气候治理缓解国际压力ꎬ 重塑国际形象ꎮ
正是基于上述内外多重因素的互动ꎬ 海湾国家从全球气候行动的 “牵制

者” 角色向 “骑墙者” 的角色转变ꎮ ２０１２ 年 «公约» 第 １８ 次缔约方会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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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举行ꎬ 会议传递出海湾国家日益重视气候议题的积极信号ꎮ 在 ２０１５ 年

巴黎气候大会上ꎬ 海湾国家推动 «巴黎协定» 出台ꎬ 标志着它们从全球气候

行动的 “牵制者” 转变为有气候治理意愿、 但对其成本有所顾虑的 “骑墙

者”ꎮ 近年来ꎬ 推进可持续发展和气候治理成为海湾国家长期发展规划中的重

要事项ꎮ ２００８ 年卡塔尔 “２０３０ 国家愿景” 提出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ꎬ 支持应

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ꎬ 建立完善有效的环保机构等目标ꎮ① ２０１６ 年沙特推

出 “２０３０ 愿景”ꎬ 旨在摆脱石油依赖、 实现经济多样化和可持续发展ꎬ 包括

太阳能、 核能等新能源开发成为沙特能源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其他海湾国

家也相继推出此类长期发展战略ꎮ

二　 碳中和目标下海湾国家气候政策取向与特点

随着海湾国家逐渐改变气候政治立场ꎬ 从消极抵制到主动适应ꎬ 应对气

候变化日益成为国家议程中的优先事项ꎬ 在气候治理和绿色发展方面积极作

为ꎬ 并取得初步成效ꎮ 阿联酋、 沙特、 巴林和阿曼等国相继宣布碳中和目标ꎮ
然而ꎬ 海湾国家尚未公布实现碳中和的具体路线图ꎬ 沙特提出的 “绿色中东”
“绿色沙特” 等倡议虽颇具雄心ꎬ 但实施路径尚不清晰ꎬ 其中部分计划是否切

实可行尚需观察ꎮ 同时ꎬ 作为有气候治理意愿ꎬ 但对其高昂成本有所顾虑的

“骑墙者”ꎬ 海湾国家对碳中和目标的理解和执行力度不够ꎬ 部分国家仍采取

与全球气候治理理念相悖的政策ꎮ
(一) 碳中和政策内容

近年来ꎬ 海湾国家承诺加快气候行动ꎬ 更新国家自主贡献ꎬ 提交新的中期

气候变化应对计划ꎬ 以期在气候治理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ꎮ 卡塔尔计划到 ２０３０
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２５％ꎻ② 阿曼承诺到 ２０３０ 年减少 ７％ 的排放量ꎻ③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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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特计划到 ２０３５ 年将排放量减少 ７ ４％ ꎮ① 沙特、 阿联酋、 巴林和阿曼等国提

出到 ２１ 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的目标ꎮ 作为世界主要油气出口国ꎬ 海湾国家的

气候目标与碳中和承诺提振了全球气候治理的信心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７ 日ꎬ 阿联酋提出 “２０５０ 年净零碳排放战略倡议”ꎬ 宣布

２０５０ 年实现净零排放ꎬ 计划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约 １ ６３０ 亿美元ꎬ 承诺到

２０３０ 年碳排放量减少 ２５％ ꎬ ２０５０ 年 ５０％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与核能ꎮ② 此

前ꎬ 阿联酋已推出提高垃圾燃烧产生的发电量ꎬ 启动碳存储项目和多项植树

造林的目标ꎮ 该国正在起草气候变化联邦法草案ꎬ 这是海湾地区第一部与气

候变化相关的国家法律ꎮ③ ２０２２ 年ꎬ 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世界气候大会上ꎬ 阿

联酋宣布其到 ２０３０ 年的绝对减排目标为 １８％ ꎬ 到 ２０４０ 年为 ６０％ ꎬ 到 ２０５０ 年

为 １００％ ꎮ 阿联酋气候变化与环境部部长马里亚姆  穆海里 ( Ｍａｒｉａｍ
Ａｌｍｈｅｉｒｉ) 表示ꎬ 该国将成为中东地区第一个制定碳中和路线的国家ꎮ④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ꎬ 沙特宣布 ２０６０ 年实现净零排放ꎬ 承诺到 ２０３０ 年种

植 ４ ５ 亿棵树并修复大片退化土地ꎬ 每年减少 ２ ７８ 亿吨碳排放 (高于同年 ３
月承诺的 １ ３ 亿吨)ꎬ 并将为此累计投入约 １ ８７０ 亿美元ꎮ⑤ 沙特加入美国和

欧盟主导的 “全球甲烷减排倡议”ꎬ 计划到 ２０３０ 年将甲烷排放量减少 ３０％ ꎮ⑥

沙特阿美承诺 ２０５０ 年其业务将实现净零排放ꎮ 沙姆沙伊赫气候大会上ꎬ 沙特

宣布其主权财富基金的目标是到 ２０５０ 年实现碳中和ꎻ 该国将于未来 ４ 年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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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实施 “绿色沙特” 倡议中的农业和环境计划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ꎬ 巴林在首届 “绿色中东” 峰会上提出 ２０６０ 年实现净

零排放的目标ꎬ 表示将加大可再生能源开发力度ꎬ 减少化石燃料依赖ꎬ 以达

到减排目标ꎻ 计划提高清洁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ꎬ ２０２５ 年增加到 ５％
(约 ２５０ 兆瓦)ꎬ ２０３５ 年增加到 １０％ ꎻ 使用碳捕集、 利用和封存等技术手段以

及植树造林等途径ꎬ 补偿碳排放ꎮ①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ꎬ 阿曼宣布 ２０５０ 年实现净零排放计划ꎮ 为实现这一气

候治理目标ꎬ 该国已着手起草一项国家计划ꎬ 并成立阿曼可持续发展中心ꎬ
负责对碳中和目标的政策和方案进行监督跟进ꎮ②

图 ２　 沙特碳中和目标实现路径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沙特官方政策自制ꎮ

目前ꎬ 在已公布碳中和时间表的 ４ 个海湾国家中ꎬ 阿曼尚未制定具体行

动路径和实施方案ꎮ 阿联酋和巴林的碳中和目标实现路径包括: 其一ꎬ 增加

清洁能源开发利用ꎬ 降低化石能源依赖ꎮ 其二ꎬ 研发推广碳捕集技术ꎬ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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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结构性排放ꎮ 其三ꎬ 通过植树造林增加碳汇ꎬ 补偿碳排放ꎮ 相比之

下ꎬ 沙特的碳中和政策较为系统 (如图 ２ 所示)ꎬ 正式采用碳循环经济概念作

为气候治理的定义框架ꎬ 计划在碳源和碳汇方面双管齐下ꎬ 一是通过调整传

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占比、 研发碳捕集技术、 降低化石燃料碳强度、 处理垃

圾填埋场等手段ꎬ 控制碳源ꎬ 减少结构性排放ꎻ 二是通过植树造林、 修复退

化土地、 增加保护区等途径优化自然碳汇ꎬ 增强生态系统的碳吸纳能力ꎮ 通

过碳捕集技术和植树造林等碳抵消手段加强碳循环经济ꎬ 释放绿色经济潜力ꎮ
在沙姆沙伊赫气候大会上ꎬ 沙特表示正在启动碳循环经济知识中心ꎬ 该平台

旨在促进碳循环经济技术的区域合作ꎬ 共享信息和经验ꎬ 以支持全区域实现

国家自主贡献和气候目标ꎮ
海湾国家的碳中和政策有其现实性与可行性ꎮ 一方面ꎬ 海湾地区具备实

现碳中和的资源优势和经济基础ꎮ 在实现其 ２０１８ 年可再生能源目标的情景

下ꎬ 海湾国家可再生能源产能在 ２０３０ 年预计可达 ７２ 吉瓦ꎬ 将减少 １ ３６ 亿吨

碳排放ꎮ① 同时ꎬ 海湾国家财力雄厚ꎬ 拥有能源转型的经济实力ꎬ 主权财富基

金能够提供可观的绿色融资ꎮ 阿联酋在可再生能源研发投资方面居世界领先

地位ꎬ 投资额逾 ５００ 亿美元ꎮ② 沙特公共投资基金 (ＰＩＦ) 于 ２０２２ 年发布首只

绿色债券ꎬ 募集资金 ３０ 亿美元ꎬ 为其绿色融资提供保障ꎮ③ 另一方面ꎬ 海湾

国家在低碳和脱碳技术的研发应用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果ꎬ 该地区 ３ 个主要碳

捕集设施占全球年捕集总量的 １０％左右ꎬ 高于欧洲的 ４％ ꎮ④ 沙特等国拥有大

量可吸收二氧化碳的枯竭油田、 输油管道和丰富的石油专业知识ꎬ 使其具备

碳捕集与封存的基础设施与技术能力ꎮ 海湾地区大部分排放都集中在工业集

群中ꎬ 使碳捕集相对容易ꎮ 然而ꎬ 海湾国家碳中和政策的后期落实情况及部

分计划的可行性仍有待观察ꎮ 沙特等国希望提高境内植被覆盖率以抵消多余

的碳排放ꎬ 从而实现碳中和ꎮ 此类计划虽雄心勃勃ꎬ 但实施难度大ꎮ 海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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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淡水资源匮乏ꎬ 目前阿联酋等国用淡化海水浇灌树木ꎮ 现有研究表明ꎬ 淡

化海水对碳平衡产生的负面影响很大ꎬ 以至于在中东地区种植树木可能不会

对缓解气候变化产生积极影响ꎮ① 即便沙特等国实现其植树造林计划ꎬ 也需要

数十年才能聚集足够的生物密度来抵消碳排放ꎮ 因此ꎬ “绿色沙特” 和 “绿色

中东” 倡议中 ５００ 亿棵树的种植计划恐难实现ꎬ 碳汇对海湾国家碳中和目标

的贡献度尚不明确ꎮ
(二) 气候政策的推进与成效

近年来ꎬ 海湾国家多次主办气候治理国际会议ꎬ 如 “绿色中东” 峰会、
阿联酋区域气候对话、 国际绿化大会、 第八届世界绿色经济峰会等ꎬ 促进全

球气候治理的国际与区域合作ꎮ 阿联酋成功申办 ２０２３ 年 «公约» 第 ２８ 次缔

约方会议ꎬ 沙特将于 ２０２３ 年主办中东气候周ꎮ
海湾国家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积极努力ꎬ 并取得初步成效ꎮ 区域各国设

定阶段性减排计划ꎬ 逐步削减能源补贴ꎬ 以期减少能耗、 提高能效ꎮ 部分国

家加大能源脱碳技术研发投入ꎬ 旨在降低碳强度ꎬ 减少碳足迹ꎮ 目前ꎬ 阿联

酋国家石油公司 (ＡＤＮＯＣ) 每年可捕获 ８０ 万吨二氧化碳ꎬ 计划到 ２０３０ 年实

现 ５００ 万吨的年捕获量ꎻ② 沙特阿美上游碳强度达到业内最低水平ꎬ③ 并承诺

２０３５ 年石油碳强度较 ２０１８ 年下降 １５％ ꎮ④ 卡塔尔和阿曼等国成功研发出口碳

中和液化天然气ꎮ 地区国家计划出台可持续交通政策ꎬ 开展一系列实现绿色

经济、 环境可持续的项目ꎬ 包括电动、 混合动力和氢能汽车、 无人驾驶汽车、
电动巴士ꎬ 碳中和机场等绿色出行方式ꎮ 沙特和阿联酋等国已将碳信用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ｒｅｄｉｔ) 交易提上日程ꎬ 以期助力气候目标的实现ꎮ ２０２２ 年沙特出台

的 “２０３０ 愿景” 中的 “绿色利雅得” 项目正式启动ꎬ 其中包括到 ２０３０ 年种

植 ７５０ 万棵树ꎬ 并使用再生水建立新的灌溉系统ꎮ⑤ 为防治荒漠化ꎬ 沙特已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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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 １ ２００ 多万棵野生乔木和灌木ꎮ① ２０２２ 年卡塔尔举办了首届碳中和世界杯足

球赛ꎬ 通过使用可再生能源和环保材料ꎬ 采取碳抵消等措施实现赛场净零

排放ꎮ
可再生能源开发已成为海湾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这既是

其摆脱化石能源依赖、 实现经济多元化的现实需求ꎬ 也是它们遵循 «巴黎协

定»、 实现减排目标的必然选择ꎮ 海湾国家均已签署批准 «国际可再生能源法

规»ꎬ 以增加可再生能源在其能源结构中的份额ꎮ② 各国依据自身资源禀赋ꎬ
发展适合本国国情的新能源ꎬ 包括太阳能、 风能、 氢能、 地热能、 核能、 潮

汐能等ꎮ 为应对后石油时代的到来ꎬ 沙特、 阿联酋和阿曼等海湾国家正大力

投资发展绿氢和蓝氢相关项目ꎮ③ 沙特希望成为世界最大的氢能供应国ꎬ 计划

到 ２０３０ 年每年生产 ２ ９００ 万吨氢能ꎬ 出口约 ４００ 万吨氢气ꎮ④ 阿联酋计划到

２０３０ 年获得 ２５％ 的国际氢能市场份额ꎮ⑤ 阿曼氢能战略 ( Ｏｍａｎ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计划在绿氢方面投资 ３４０ 亿美元ꎬ 到 ２０３０ 年和 ２０４０ 年分别实现 １０
吉瓦和 ３０ 吉瓦的可再生能源年产能ꎬ 实现以氢能为中心的经济ꎮ⑥ 此外ꎬ
２０２０ 年阿联酋境内第一座核电站并网发电ꎬ 这是阿拉伯世界第一座核电站ꎮ
２０２１ 年阿布扎比巴拉卡核电站与国家主要电网连接ꎬ 产生的环保电力将提高

５０％以上ꎬ 碳排放量将至少降低 ５０％ ꎮ⑦ ２０２０ 年阿联酋可再生能源产能达

９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Ｐｌａｎｔｓ ｏｖｅｒ １２ｍ Ｔｒｅｅｓ ｔｏ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Ｍｏｎｉｔｏｒꎬ ６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ｍｏｎｉｔｏｒ ｃｏｍ / ２０２２１００６ － ｓａｕｄｉ － ａｒａｂｉａ － ｐｌａｎｔｓ － ｏｖｅｒ － １２ｍ － ｔｒｅｅｓ － ｔｏ －
ｒｅｖｅｒｓｅ －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３０

ＩＲＥＮＡꎬ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ꎬ ２０１２
ＩＥＡꎬ “Ｎｅｔ Ｚｅｒｏ ｂｙ ２０５０: Ａ Ｒｏａｄｍａｐ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ｅｃｔｏｒ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ｅａ ｏｒｇ /

ｅｖｅｎｔｓ / ｎｅｔ － ｚｅｒｏ － ｂｙ － ２０５０ － ａ － ｒｏａｄｍａｐ － ｆｏｒ － ｔｈｅ － ｇｌｏｂａｌ － ｅｎｅｒｇｙ － ｓｙｓｔｅｍꎬ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１６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Ｗａｎｔｓ ｔｏ Ｂｅ Ｔｏｐ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ꎬ Ｒｅｕｔｅｒｓꎬ ２４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ｅｎｅｒｇｙ / ｓａｕｄｉ － ａｒａｂｉａ － ｗａｎｔｓ － ｂｅ － ｔｏｐ －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 －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 ｅｎｅｒｇｙ －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２４ꎬ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２０

Ｊａｍｅｓ Ｂｕｒｇｅｓｓꎬ “ＣＯＰ２６: ＵＡＥ Ｔａｒｇｅｔｓ ２５％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ｏｗ － Ｃａｒｂｏｎ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ｂｙ ２０３０”ꎬ
Ｓ＆Ｐ Ｇｌｏｂａｌꎬ 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ｐ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 /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 ｅｎ / ｍａｒｋｅｔ －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 ｌａｔｅｓｔ －
ｎｅｗｓ /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 ｐｏｗｅｒ / １１０４２１ － ｃｏｐ２６ － ｕａｅ － ｔａｒｇｅｔｓ －２５ － ｏｆ － ｇｌｏｂａｌ － ｌｏｗ － ｃａｒｂｏｎ －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 ｍａｒｋｅｔ － ｂｙ －
２０３０ꎬ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２０

Ｓｏｗｍｙａ Ｓｕｎｄａｒꎬ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Ｏｍａｎ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Ｅｎｖｉｓａｇｅｓ ＄ ３４ｂｌ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Ｇｒｅｅｎ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ꎬ ＺＡＷＹＡꎬ １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ｚａｗｙａ ｃｏｍ / ｅｎ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 ｏｍａｎ －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ｅｎｖｉｓａｇｅｓ － ３４ｂｌｎ －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 ｉｎ － ｇｒｅｅｎ －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 ｆｂ２ｇｌｖｏｕꎬ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２１

“ＵＡＥ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ｒａｋａｈ Ｒｅａｃｔｏｒ ｔｏ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ｇｒｉｄ”ꎬ Ａｓｈａｒｑ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ꎬ １５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ｓｈａｒｑ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４９５４ꎬ ２０２２ － ０４ －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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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５４０兆瓦ꎬ 其中大部分为光伏发电ꎬ 占总产能的 ７％ ꎮ① 沙特学者法赫德哈

尔比 (Ｆａｈａｄ Ａｌｈａｒｂｉ) 等对海湾国家的绿色发展持乐观态度ꎬ 认为过去五年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０ 年) 该地区可再生能源开发取得显著进展ꎬ 预计未来五年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６ 年) 将具备与传统能源同等的竞争力ꎮ② 但目前除阿联酋外ꎬ 其

余各国的可再生能源产能仍相对有限ꎮ
(三) 气候政策落实的有限性

从利益基础分析模型可以看出ꎬ 由于生态脆弱性和减缓成本这两个关键

变量在不同国家情况各异ꎬ 导致各国在面对国际环境问题时所采取的政策也

不尽相同ꎮ 一国生态环境受气候变化影响越大ꎬ 在参与该问题的国际谈判时

会表现得越积极ꎻ 一国在解决环境问题时付出的成本越高ꎬ 就越会消极应对

相关问题的国际谈判ꎮ 在气候变化影响下ꎬ 海湾国家正遭受干旱、 海平面上

升、 洪水、 极端高温、 季风和热带风暴带来的风险ꎬ 危及其生存环境、 粮食

安全、 水资源、 公共卫生和基础设施ꎮ③ 海湾国家的生态脆弱性使其具有气候

治理意愿ꎬ 但缓解气候变化的高额成本导致其踌躇不前ꎮ 能源生产国与消费

国的气候治理成本有所不同ꎬ 它们需要同时承担减少本国温室气体排放的经

济社会成本ꎬ 以及全球气候行动导致化石能源需求结构性下降而造成的政治

经济损失ꎮ 气变专委会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ꎬ 全球气候治理和减排措施的推

广将导致石油需求提前达峰ꎬ 从而影响产油国的经济发展ꎮ④ 海湾国家具备参

与国际环境治理的生态动机ꎬ 但食利经济模式的惯性使其不愿承担缓解气候

变化的高额成本ꎬ 成为国际气候治理体系中典型的 “骑墙者”ꎮ 其 “骑墙者”
的主观顾虑表现为制定落实气候政策时的积极面和消极面ꎮ

海湾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气候谈判ꎬ 多次主办气候治理国际会议ꎬ 促进国

际区域合作ꎻ 设定阶段性减排计划ꎬ 更新国家自主贡献ꎻ 大力投资部署太阳

能光伏、 风能、 氢能、 核能等新能源项目ꎬ 研发脱碳技术ꎬ 发展低碳经济ꎬ
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ꎻ 发展旅游业、 采矿业等非油气产业ꎬ 为实现经济多样

化、 能源转型、 以碳中和为核心的气候目标发力ꎬ 体现出其 “骑墙者” 的积

０５

①
②

③

④

ＩＲＥＮＡꎬ “ＩＲＥＮＡ’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ｃｔｉｏｎ”ꎬ ２０２１ꎬ ｐ １０６
Ａｌｈａｒｂｉ ＦＲ ａｎｄ Ｃｓａｌａ Ｄ ꎬ “Ｇｕｌ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ｌａｒ ａｎｄ Ｗｉｎｄ ｎｅｒｇ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ꎬ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１ꎬ Ｎｏ ６ꎬ ２０２１ꎬ ｐｐ ５ －６
Ｈ Ｍ Ｓ Ａｌ － Ｍａａｍａｒｙꎬ Ｈ Ａ Ｋａｚｅｍ ａｎｄ Ｍ Ｔ Ｃｈａｉｃｈａｎꎬ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Ｃｈａｎｇ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Ｒｅｎｅｗ Ｓｕｓｔａｉ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ｖꎬ Ｖｏｌ ７６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５５５ － ５５８
ＩＰＣＣꎬ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０７: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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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面ꎮ
尽管海湾国家已制定雄心勃勃的气候政策ꎬ 但在部分计划的实施方面仍

显动力不足ꎬ 体现出其作为 “骑墙者” 的消极面ꎮ ２０１９ 年卡塔尔可再生能源

产能达 ４３ 兆瓦ꎬ 沙特达 ３９７ 兆瓦ꎬ① 远低于卡塔尔 “２０２０ 年可再生能源产能

达 ２００ ~ ５００ 兆瓦” 的计划和沙特 “２０２３ 年可再生能源产能达 ９ ５ 吉瓦” 的目

标ꎮ② 阿联酋全球首个 “零碳城市” 马斯达尔 (Ｍａｓｄａｒ) 面临计划搁浅风险ꎬ
沙特未来新城 (ＮＥＯＭ) 项目建设也面临较大不确定性ꎮ 同时ꎬ 部分海湾国

家仍继续扩大油气开采规模ꎬ 这与全球气候治理理念相悖ꎮ 沙特阿美首席执

行官阿明纳赛尔 (Ａｍｉｎ Ｎａｓｓｅｒ) 表示ꎬ 在全球碳减排进程中ꎬ “妖魔化”
碳氢化合物会适得其反ꎮ 他呼吁增加全球化石能源投资ꎬ 以确保充足的原油

供应ꎬ 并誓言要采完境内 “最后一桶油”ꎮ 海湾国家气候治理目标受到质疑ꎬ
部分环保组织和气候专家认为海湾国家净零排放目标不切实际ꎬ 加速发展碳

捕集技术有 “漂绿” 嫌疑ꎬ 真实目的是继续开采、 出口化石能源ꎬ③ 并批评

沙特等国提出的气候目标不包括 “范围 ３ 排放”④ꎮ

三　 海湾国家践行气候政策面临的挑战

碳中和目标对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的影响是非线性和多元的ꎮ 气候治理

与碳中和进程可改善海湾国家生态环境ꎬ 绿色增长和低碳经济将为其提供

新的发展机遇ꎮ 但海湾国家对化石燃料出口收入依赖度高ꎬ 全球气候行动

和脱碳议程引发能源革命ꎬ 对其而言是根本性的战略困境ꎬ 将影响其以油

气收入为支柱的地租型经济ꎬ 并对其地缘政治地位和国家治理模式构成挑

战ꎮ 因此ꎬ 海湾国家实施气候政策面临一系列现实困境ꎬ 实现碳中和目标

任重道远ꎮ
(一) “骑墙者” 政治经济转型困境将延缓气候政策落实

气变专委会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ꎬ 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是气候

１５

①
②
③

④

ＩＲＥＮＡꎬ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ＧＣＣ ２０１９”ꎬ ２０１９
ＩＲＥＮＡꎬ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２０”ꎬ ２０２０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Ｃａｒｔｅｒ ａｎｄ Ｃｒｉｓｐｉｎ Ｄｏｗｌｅｒꎬ “Ｌｅａｋｅ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ｅ Ｆｏｓｓｉｌ Ｆｕｅｌ ａｎｄ Ｍｅａｔ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Ｌｏｂｂｙ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ｃｔｉｏｎ ”ꎬ 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ꎬ ２１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ｇｒｅｅｎｐｅａｃｅ ｏｒｇ / ２０２１ / １０ / ２１ / ｌｅａｋｅｄ － ｃｌｉｍａｔｅ － ｌｏｂｂｙｉｎｇ － ｉｐｃｃ － ｇｌａｓｇｏｗꎬ ２０２２ － ０４ － ３０

“范围 ３ 排放” 指能源企业价值链中产生的间接排放ꎬ 如油气消费产生的排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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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ꎬ① 其中石油和天然气产生的排放量分别占世界碳排放总

量的 ３３ ７％和 ２１ ６％ ꎮ② 实现碳中和的核心是深度改变未来能源系统ꎬ 构建

以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低碳能源体系ꎬ 寻求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脱钩ꎮ③ 作为国

际气候治理体系中的 “骑墙者”ꎬ 海湾国家食利经济模式的惯性使其高度依赖油

气收入ꎬ 实现绿色发展、 新能源产业和脱碳技术的投融资与开发部署ꎬ 均需依赖

油气产业的经济优势ꎮ 全球脱碳议程导致一次能源需求提前达峰ꎬ 海湾国家油气

收入的结构性下降ꎬ 将对其地租经济产生冲击ꎬ 进而对气候政策的落实构成阻碍ꎮ
海湾地区油气资源丰富ꎬ 拥有世界已探明石油储量的 ３０ ５％ 、 天然气储

量的 ２１％ ꎮ④ 近年来ꎬ 区域国家经济转型取得一定进展ꎬ 但油气收入依旧是

主要经济来源⑤ꎮ 上述经济结构为其提供财政资源的同时ꎬ⑥ 也蕴含着战略风

险ꎮ 随着全球气候行动加速ꎬ 中国、 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也陆续提出碳中和目

标ꎬ 这将对海湾国家经济造成更大的冲击ꎬ 因为包括中、 印在内的亚洲地区

已成为海湾油气资源的主要出口市场ꎮ 在 ２０５０ 年全球实现碳中和的情势下ꎬ
石油需求将从 ２０２０ 年的约 ９ ０００ 万桶 /日降至 ２ ４００ 万桶 /日ꎮ⑦ 英国碳追踪研

究中心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ｒａｃｋｅｒ) 的报告指出ꎬ 在低碳背景下ꎬ 未来 ２０ 年世界油气收

入可能比预期低 １３ 万亿美元ꎬ 减少约 ５１％ ꎮ⑧ 在投资方面ꎬ 为达碳中和战略

目标ꎬ 以欧盟为首的国际社会开始限制对新油气项目的投资ꎮ ２０２１ 年国际能

源署发布 «全球能源行业 ２０５０ 年净零排放路线图» 研究报告ꎬ 提出停止开发

新油气田并加快摆脱化石燃料ꎮ⑨ 气候行动压力叠加新冠疫情影响ꎬ 全球油气

２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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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ꎬ 沙特、 阿联酋、 卡塔尔和科威特能源出口占货物出口的比重分别为 ６８％ 、 ７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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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投资大幅收缩ꎬ 对海湾国家油气行业造成损失ꎮ 若能源市场投资持续低

迷ꎬ 长期生产限制将使地区油气资源和相关基础设施面临搁浅风险ꎮ 全球碳

中和进程引发化石能源需求下降ꎬ 对海湾产油国造成的经济和财政压力将延

伸至国内政治领域ꎮ 地租经济的衰退将使海湾国家面临严重的政治后果ꎬ 食

利经济模式瓦解将改变社会契约ꎬ 引发局势紧张和政治动荡ꎬ① 使其难以继续

维持原有的政权形式和治理模式ꎮ 长期以来ꎬ 海湾国家政府与公民之间形成

一种社会契约ꎬ 即政府向公民提供包括能源补贴在内的社会补助津贴和福利

计划ꎬ 公民则以放弃政治权利作为交换ꎮ 巨额油气收入使海湾国家无需依赖

税收便可维持政府运转ꎬ 形成 “不纳税ꎬ 无代表” 的治理现象ꎮ② 社会福利

和必需品补贴成为海湾国家政治契约的核心ꎬ③ 这也是其在阿拉伯剧变中保持

政权稳定的重要原因ꎮ④ 因此ꎬ 油气收入与海湾国家政治稳定和政权安全紧密

相关ꎮ 但是全球能源转型加速、 石油需求下降和油价低迷将侵蚀海湾国家提

供社会福利的能力ꎬ 油气出口收入紧缩将迫使各国削减福利和补贴ꎬ 加大征

税力度ꎬ 以维持财政收支平衡和经济社会转型ꎮ 取消能源补贴有利于经济前

景和气候治理ꎬ 但海湾国家食利经济模式导致改革难以推行ꎮ⑤ 此类改革将引

起公民不满ꎬ 进而对海湾国家政权稳定构成挑战ꎮ
(二) 各国现实利益诉求阻碍气候治理区域合作

气候治理与能源转型导致石油需求提前达峰ꎬ 引发地区国家恶性同质竞

争ꎮ 国际能源署等机构预测ꎬ 未来 １０ ~ ２０ 年石油需求峰值或将出现ꎮ 石油的

政治属性和地缘政治重要性下降ꎬ 资源和金融属性凸显ꎬ 石油供应竞争将更

激烈ꎬ 各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博弈将更趋白热化ꎮ⑥ 为避免国内油气资源浪费ꎬ
海湾国家陷入同质化竞争ꎬ 纷纷计划扩大产能ꎬ 欲抢占最后的市场份额ꎮ 沙

特宣布在 ２０２７ 年前投资 ３ ０００ 亿美元ꎬ 将石油日产能增加到 １ ３００ 万桶ꎻ 阿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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酋计划到 ２０３０ 年将石油日产量提高至 ５００ 万桶ꎻ 科威特计划到 ２０４０ 年将石油

日产能提高至 ４７５ 万桶ꎻ 卡塔尔计划将石油日产量提高到 ６５ 万桶ꎬ 将天然气

年产量增加到 １ １ 亿吨ꎮ① ２０２１ 年以来ꎬ 沙特与其他海湾国家ꎬ 特别是阿联

酋的政治经济竞争日趋激烈ꎮ 在资源国展开恶性竞争的背景下ꎬ 国际油价波

动或呈常态化ꎬ 从而导致全球能源转型进一步加速ꎮ
海湾国家地理上相互毗邻ꎬ 自然环境和经济结构相似ꎬ 面临共同的气候

治理挑战ꎮ 因此ꎬ 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气候目标需加强区域合作ꎮ 但沙特、 阿

联酋和卡塔尔等国缺乏在气候政策、 碳交易和脱碳技术等方面的区域合作意

愿ꎬ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竞争加剧ꎮ② 海湾国家对能源转型尚无统一的区域规

划ꎬ 部分国家在发展核电方面无法达成一致ꎮ 科威特和卡塔尔等国公开表达

对阿联酋与伊朗核计划的担忧ꎮ③ 阿联酋已独自建造核电站并实现投产ꎬ 但沙

特仍倡导其核能战略ꎬ 包括为其核电计划浓缩铀ꎮ 区域合作水平低下制约海

湾国家气候治理成效ꎬ 各国应避免能源和环境领域的恶性竞争ꎬ 为气候目标

寻求区域解决方案ꎮ
(三) 地缘政治危机强化 “骑墙者” 身份

碳中和不仅影响各国经济发展ꎬ 还将重塑全球地缘政治格局ꎬ④ 深刻影响

未来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ꎮ 全球碳中和进程将导致能源系统加速脱碳ꎬ 清洁

能源将逐步占据世界能源格局的主导地位ꎬ 致使海湾国家战略地位下降ꎬ 地

缘政治影响力和话语权弱化ꎬ 更容易受大国掣肘ꎬ 地区安全与稳定面临挑

战ꎮ⑤ 当前ꎬ 世界经济正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中逐渐复苏ꎬ 加之能源危机和

乌克兰危机升级的影响ꎬ 化石能源需求强劲反弹ꎮ 长期看ꎬ 海湾国家面临的

气候治理挑战并未减少ꎬ 但短期内ꎬ 其承受的气候治理压力得到缓解ꎬ 并获

得实现石油储备货币化的机会窗口ꎬ 为其利用最后的油气红利实现经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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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绿色低碳发展提供重要机遇ꎮ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ꎬ 石油成为全球能源地缘政治的核心ꎬ 也是海湾国

家政治、 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重要基石ꎮ 凭借丰富的石油储量ꎬ 海湾地区拥有

超越其实力的地缘影响力ꎮ 在 １９７３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ꎬ 阿拉伯产油国利用

石油武器重创西方国家经济ꎬ 不仅维护了自身安全利益ꎬ 还获得了经济效益ꎮ
沙特虽与美国在许多领域存在矛盾ꎬ 仍凭借其石油产量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

的重要盟友ꎮ①

作为冷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地缘争端ꎬ 乌克兰危机对海湾国家相关气候政

策的落实构成了一定阻碍ꎮ 乌克兰危机打破了世界能源供需平衡ꎬ 对国际能

源体系造成巨大冲击ꎬ 甚至将重塑全球能源地缘政治版图ꎮ 西方国家对俄罗

斯油气产业的制裁造成全球油气供应短缺ꎬ 推动国际油价走高ꎮ 布伦特原油

价格于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飙升至约 １２０ 美元 /桶ꎬ 达近十年最高点ꎮ② 油气需求上升

和价格上涨使海湾国家油气出口收入大幅增长ꎬ 地缘政治重要性再次凸显ꎮ
深陷能源危机的欧洲国家转向海湾油气生产国ꎬ 寻求能源来源多元化ꎮ 美国

等多个西方国家领导人先后访问海湾国家ꎬ 游说沙特等国增产油气ꎬ 与之建

立长期能源供应合作关系ꎬ 并在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展开合作ꎮ 此次国

际能源市场变动系突发事件所致ꎬ 虽无法逆转全球碳中和总体趋势ꎬ 但将延

缓主要油气生产国和消费国的碳中和进度ꎮ 油气收入再度增长或将抑制海湾

国家经济转型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动力ꎬ 强化其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 “骑墙者”
身份ꎬ 使碳中和目标的实现面临新的考验ꎬ 海湾国家在此历史关头需做出战

略抉择ꎮ

四　 余论

作为世界化石燃料主要产区和全球人均碳排放量最高的地区之一ꎬ 海湾

国家是国际气候治理体系中的重要行为体ꎬ 其碳中和承诺为全球应对气候变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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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注入信心与动力ꎮ 在利益基础分析模型和选择性激励视角下考察ꎬ 海湾国

家基于内部因素和外部驱动的战略考量ꎬ 应对气候危机的定位已从 “牵制者”
转变为 “骑墙者”ꎬ 完成在全球气候政治中的角色转变ꎮ

全球气候治理与能源转型引发石油需求提前达峰ꎬ 将影响海湾国家以油

气收入为支柱的地租型经济和食利契约ꎬ 对其地缘政治地位和国家治理模式

构成挑战ꎮ 可以说ꎬ 碳中和议程的推进对海湾国家而言是一场深刻的经济和

社会革命ꎬ 能否在避免政治和经济震荡的情况下实现碳中和目标ꎬ 取决于海

湾国家经济多元化、 可再生能源开发部署、 低碳和脱碳技术研发应用、 碳汇

增长等方面的进展ꎮ
能源是中国与海湾国家合作最具基础性和战略性的领域ꎬ 双方能源合作

在过去 ３０ 年中取得了长足发展ꎬ 现已形成 “油气牵引、 核能跟进、 清洁能源

提速” 的能源合作新格局ꎮ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７ 日至 １０ 日ꎬ 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利

雅得出席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 首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

会峰会ꎬ 并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ꎮ 在此期间ꎬ 中沙达成 ３４ 项投资协议ꎬ 其中

包括合作建设多个绿氢、 光伏等新能源项目ꎮ 习近平主席在中海峰会上发表

的主旨讲话中提出构建中海能源立体合作新格局: “加强氢能、 储能、 风电光

伏、 智能电网等清洁低碳能源技术合作和新能源设备本地化生产合作ꎮ”① 为

中海新能源合作指明了方向ꎮ 首届中海峰会发表 «中海峰会联合声明»ꎬ 宣布

加强中海战略伙伴关系ꎬ 推动在清洁能源来源和技术开发领域建立合作关系ꎬ
为中海新能源合作提供了行动指南ꎮ 中海峰会通过了 «中海战略对话 ２０２３ 年

至 ２０２７ 年行动计划»ꎬ 将新能源领域合作确立为中海合作的优先事项ꎮ 在

“双碳” 背景下ꎬ 全球能源格局转型加速ꎬ 海湾国家气候治理为中海能源合作

带来了新机遇和新挑战ꎮ 新形势下实现中海能源合作转型升级ꎬ 对于维护

中国能源安全ꎬ 巩固中海战略伙伴关系ꎬ 均具有重要意义ꎮ 中国与海湾国

家应以峰会为契机ꎬ 在巩固传统油气贸易基础上ꎬ 加大全产业链合作力度ꎬ
积极拓展新能源领域合作ꎬ 加强低碳技术开发与应用ꎬ 用数字技术赋能能

源转型ꎮ
中国作为海湾国家油气主要进口国ꎬ 海湾国家原油脱碳将有利于中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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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 «继往开来ꎬ 携手奋进　 共同开创中海关系美好未来———在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

作委员会峰会上的主旨讲话»ꎬ (二○二二年十二月九日ꎬ 利雅得)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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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碳中和ꎬ 双方在石油脱碳等低碳科技领域的合作已经起步ꎮ 中国应加强同

海湾国家低碳科技研发合作ꎬ 设立联合研究项目ꎬ 并将成果应用到石化、 钢

铁、 水泥等工业的脱碳作业中ꎮ 中阿低碳能源科技合作将提升双方在全球能

源和气候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ꎬ 增强话语权和标准制定权ꎮ 近年来ꎬ 中海新

能源合作方兴未艾ꎬ 中国积极拓展同海湾国家在太阳能、 风能等领域的合作ꎬ
建立了中阿清洁能源培训中心、 实施了卡塔尔哈尔萨光伏电站、 阿曼伊卜里

二期光伏电站、 沙特阿尔舒巴赫光伏电站等一批大型新能源项目ꎮ 海湾国家

在太阳能、 氢能等新能源方面资源禀赋突出ꎬ 中国在新能源技术与设备生产

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ꎬ 双方在新能源开发利用上形成优势互补ꎬ 新能源领域

合作前景广阔ꎮ 能源系统数字化是碳中和背景下中海能源合作的新兴领域ꎬ
中方可利用技术优势ꎬ 加强中海在智能传感、 云计算、 大数据和物联网等能

源数字化合作ꎬ 提高其安全性、 可及性和可持续性ꎮ 例如ꎬ 将云计算、 人工

智能、 物联网、 分布式管理等数字技术ꎬ 应用到油气上下游各个环节ꎮ 通过

物联网技术实现双方设备实时在线接入ꎬ 利用云计算技术提高碳排放数据的

收集、 存储与分析能力ꎬ 用数字技术赋能能源系统转型升级ꎮ 中海双方在上

述领域的合作将提升双方气候治理能力ꎬ 推动中海能源合作在碳中和时代获

得新发展ꎮ
碳中和目标的推进正重塑世界能源格局ꎬ 但油气资源短期内不会退出能

源消费市场ꎬ 并将在未来能源格局中保持一定份额ꎮ 在清洁能源产业尚未完

全成熟、 新能源开发仍存在技术和成本壁垒的背景下ꎬ 能源结构不断调整和

各种能源之间的相互竞争过程可能持续数十年甚至百年之久ꎮ① 中短期内ꎬ 海

湾国家的油气资源仍具有战略价值ꎬ 其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 “骑墙者” 角色

将被强化ꎮ 这预示着海湾国家气候政策落实与碳中和目标实现将是一个曲折

发展的漫长过程ꎮ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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