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Since taking offic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made climate issues its policy priority, showing strong climate 
ambitions. But the Biden government launched a “green race” 
against China, to compete with China on climate issues. It refers 
to the fact t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cooperating 
under the consensus of the “climate crisis”, but their strength 
is affected by the overall China-US strategic competition. To 
achieve the government’s goal of containing China, Biden 
launched a “green race” by striving for the dominance of global 
climate goals, separating China from other countries, expanding 
“carbon neutrality” technology and infrastructure, and proposing 
competitive plans such as “B3W”. This prevalence not only 
reflects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Democrats, but also 
affected by the China-US strategy competition. The government 
uses the “green race” as an important tool to reshape American 
leadership. To face the challenge of “green race”, China must 
not only strive to cooperat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n climate 
issues, but also maintain a high degree of determination and policy 
autonomy, and carry out proactive climate diplomacy actions.

Keywords: “Green Race”; climate governance; China-U.S. 
relations; Joseph Robinette Biden, Jr

摘  要：拜登政府上台后，将气候问题作为其政策重点，展

现了强烈的气候治理雄心。但拜登政府却主动发起针对中国

的“绿色竞赛”，在气候问题上与中国展开竞争。“绿色竞

赛”是指中美在“气候危机”共识下，虽然有着巨大合作

空间，却受中美战略竞争大环境影响难以开展有效的合作。

“绿色竞赛”的实质是拜登政府将中美战略竞争引向气候领

域，来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拜登政府通过争夺全球气候议

程主导权、拉拢其他国家试图孤立中国、加大“碳中和”技

术和基建投入、提出“B3W”等竞争性方案等方式展开“绿

色竞赛”。这一现象既表现了民主党政府一贯的政策特点，

也是中美战略竞争大环境影响下，拜登政府将“绿色竞赛”

作为重塑美国领导力的重要工具的结果。为应对“绿色竞

赛”，中国既要努力争取与美国在气候问题上达成实质性合

作，也要保持较强的战略定力和高度政策自主性，展开积极

灵活的气候外交行动，减轻“绿色竞赛”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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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拜登政府上台后，一改特朗普政府对待气候问题

的消极态度，上台当日即重返《巴黎协定》，随后又

相继签署了包括重返《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

内的一系列行政令和政策声明来推动全球气候治理

议程。中美之间的气候对话也逐步展开：2021年4月 
14—17日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访问中国，

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

举行会谈并发表了《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

但拜登政府也坚持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而非伙伴，并

宣称准备好应对中国的竞争。中美在气候问题上虽然

有着很多共识，但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拜登

政府对华态度仍旧消极，并制定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

政策，两国不可避免地在气候问题上展开前所未有的

“绿色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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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美“绿色竞赛”的起因与含义

拜登是首位将气候问题作为国内外政策核心

的美国总统。早在大选期间，拜登就将“清洁能

源革命与环境正义”（Clean Energy Revolution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作为重要的竞选口号。拜登政

府上台后，也将气候问题放在前所未有的优先位置。

2021年1月27日的《应对国内外气候危机的行政令》

中将气候变化视为全球性的“气候危机”，并将“气

候危机”为美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的核心[1]，推出

一系列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这些政策不止包括

国内降低碳排放的能源转型政策，也包括丰富的“气

候外交”政策。

中国一直都是全球气候治理议程积极的参与者之

一，坚定不移地支持国际社会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的

努力，为《巴黎协定》的达成做出重大贡献。在美国

退出《巴黎协定》后坚持与其他相关方一同应对气候

变化。中国作为全球主要碳排放国和工业国，也是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做出表率，明确提出“3060目
标”，即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前实现

“碳中和”。这一目标相对发达国家用时更短，任务更

加艰巨。中国的承诺与行动赢得了国际社会广泛的认

同，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地位持续提升。

拜登政府气候政策的转向却并未成为中美建立起

密切的气候合作的契机，相反却被中美战略竞争的大

环境影响，让拜登政府的对华气候政策呈现出矛盾

性。拜登上台后的首要任务就是重塑美国在全球气候

议程中的领导力。在这之中，中国既是不可或缺的合

作伙伴，也是主要竞争对手。美国总统气候变化特使

克里明确提出，“中美在很多领域的竞争已经不是秘

密，但气候问题不应成为两国竞争的牺牲品。” [2] 但

气候问题仍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中美竞争的影响。一方

面，拜登政府对中国释放积极的合作信号，中美两国

之间展开了频繁的气候磋商，达成了《中美应对气候

危机联合声明》等成果；另一方面，拜登政府也延续

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敌视态度，明确指出中国是美

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 [3]，将中国视为气候领域的挑

战者，试图联合其他国家共同对中国施压。拜登充满

矛盾性的气候外交政策让中美两国的气候竞合关系更

加复杂，从而引发了中美之间的“绿色竞赛”。

“绿色竞赛”带有三重含义：首先，中美之间在

气候问题上存在着广泛的基本共识，对“竞赛”的规

则和终极目标，即在《巴黎协定》及其他应对气候变

化的全球性框架下通过减少碳排放来控制气候变化

并无分歧。从《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可以

看出，两国都明确支持《巴黎协定》，认可“气候危

机”的概念，并且表达了采取共同行动遏制全球变暖

趋势的意愿[4]。其次，中美战略竞争已经从政治、经

济、科技等延伸到气候领域，两国围绕全球气候变化

领导地位和气候问题议程设定权的竞争不断加剧。在

共同的控制气候变化目标下，拜登政府坚持对中国的

强硬态度，拒绝与中国扩大合作，反而实施限制性气

候合作策略[5]，导致两国虽然有广泛的基本共识却难

以展开实质性的合作，没有再现奥巴马时期的“中美

双轴”的合作关系[6]。最后，“绿色竞赛”是“同一赛

道”上的竞赛，是中美竞合关系的集中体现。中美在

竞赛中仍然存在着广阔的合作的机会与空间和基本的

合作意愿，双方共同维持着密切的气候双边磋商，气

候磋商成为中美战略竞争中几乎硕果仅存的高级别对

话渠道。 
本质上，拜登政府主动挑起中美“绿色竞赛”，

旨在将中美战略竞争引入全球气候治理议程，试图

通过抢占气候问题领导地位来占据控制气候变化的

道德制高点，打击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在内的中

国主张，进而实现遏制中国的目的。相对其他领域的

竞争，“绿色竞赛”有着诸多特点。从竞赛表现来说，

“绿色竞赛”烈度较低，双方均承认对方在全球气候

治理上的积极作用，确信双方合作是应对全球气候变

化的必然选择，不愿让其他领域的激烈竞争过度影响

两国气候关系。从竞赛形式上来说，“绿色竞赛”是

争取气候领域更高的国际声望的竞赛，主要竞争方式

为主动做出更积极更具雄心的表态和提供更具吸引力

的国际公共产品，以此来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强化

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力，而非将对方排除出气候治

理议程，是一种典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正向竞争”

（Positive-sum Competition）[7]。从影响上来说，“绿

色竞赛”既被拜登政府利用成为对华战略竞争的一个

工具，也成为中美战略竞争中稳定双方关系的重要渠

道。“绿色竞赛”固然让中美气候关系受到较大影响，

但它本身也为中美双边沟通创造了机会，在中美战略

竞争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稳定作用。

2	 中美“绿色竞赛”的表现

拜登政府发起的“绿色竞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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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拜登政府将重塑全球气候议程领导力作为

核心外交目标，直接将中国视为假想敌。拜登政府短

时间内重返了各项多边国际气候合作机制，除做出

2050年“碳中和”等气候承诺外，更将气候外交作为

重塑美国国际领导力的关键手段。峰会外交也是拜登

的主要政策之一，上任百日即主办了气候雄心峰会，

显著提升了美国在气候问题上的全球领导力。拜登还

任命了政界声名显赫，有着丰富气候谈判经验的前国

务卿约翰·克里为美国气候特使，成为首位进入国家

安全委员会的气候官员，极大提升了这一职务的话语

权。这都反映了拜登政府对气候问题的高度重视[8]。

2021年3月9日，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访问布鲁

塞尔期间，与欧盟达成《美国和欧盟关于加强应对气

候危机合作的联合声明》[9]，2021年4月22—23日，美

国主办了领导人气候峰会，40位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

的领导人参加，彰显了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国际影响

力和主导全球气候议程的意愿。拜登政府也没有放弃

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交流，克里先后访问

了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商谈气候问

题，均签署了相关文件声明，将拜登政府创造的“气

候危机”概念在全球推广。总的来说，拜登对特朗普

时期政策的调整在国际社会反响良好，基本上恢复了

特朗普时期严重衰弱的全球气候议程影响力。

其二，美国重点拉拢欧盟、日本、印度等国家

和区域组织，试图建立排除中国的“气候联盟”，将

“价值观外交”渗透到全球气候治理中。特朗普退

出《巴黎协定》后，中国和欧盟成为全球气候议程

的领导者，中欧双方通过以《中欧领导人气候变化

和清洁能源联合声明》的一系列重要文件和行动实

现了较为密切的合作。拜登政府采取拉拢欧盟、孤

立中国的策略，试图与欧盟共同成为全球气候议程

新的领导者，“碳排放边境边界调整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a成为美欧现阶

段气候合作的重点。2021年6月起，美国与欧盟就

开始围绕“碳边界”问题展开谈判。2021年7月14
日，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一揽子环保提案，正式开始

实施“碳排放边境边界调整机制”；7月19日，民

主党议员也提出征收“碳边界税”的计划，与欧盟

遥相呼应。中国则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道，明

a　“碳排放边境边界调整机制”是指通过制定一套评估产品生产

过程中碳排放量的方法，来评估特定行业的进口商品，确保商品价

格能够与其碳排放量相符合，征收不同幅度的碳税。

确反对单边的“碳边界税”措施，认为这是一种变

相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既不符合WTO规则有损

自由开放的贸易体系，也不符合《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的共同但有区别

的责任等原则 [10]。美欧协调并联合应对中国，试图

把中国排除出全球气候议程核心地位的趋势正在 
形成[11]。

其三，在美国国内气候政策制定中，中国也被视

作直接竞争对手。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等人多次提及

“美国在新能源领域已经落后于中国” [12]，计划在可再

生能源、绿色技术等方面与中国展开竞争。早在大选

期间，拜登团队就提出通过积极的政府投资计划，将

重点放在清洁能源转型、交通业和建筑业减排以及减

少社区不平等上。推出了包括投入大量资金加强清洁

能源研发与应用、改造全国建筑物以减少50%“碳足

迹”、恢复减免电动汽车税收在内的旨在实现碳减排

的政策[13]。拜登政府将这些政策与应对新冠疫情的经

济振兴计划融为一体，试图通过这些政策既满足短期

内应对疫情，摆脱经济困境的需要，也满足长期的改

进美国基础设施建设、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需要。拜

登政府还计划投入4000亿美元提升可再生能源技术，

确保美国的全球技术领导地位。尽管民主党提出的多

项法案和规划都在国会遭受阻击，最终方案相比原先

的雄心大打折扣，但对美国的碳减排目标仍然有着重

大的意义，也对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积累的优势

构成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拜登政府成员多次指责

中国的“燃料补贴”破坏了全球气候进程，要求中国

废除“燃料补贴”，而罔顾中国为减少碳排放所做出

的能源转型努力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

和消费国的事实，其实质也是对中国施压，削弱中国

在低碳领域的能力和影响力。

其四，中美“绿色竞赛”也延伸到了发展援助和

基础设施建设上。为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发展的

目标，在中国推出“一带一路”倡议七年后，美国也

在G7集团会议上联合G7成员和受邀的其他国家提出

“重建更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 B3W）”，

直接与“一带一路”倡议竞争 [14]，标榜所谓“透明

的、更高标准的援助方案” 。B3W方案直接沿用了拜

登竞选时的口号，是由美国主导的“小集团”政治的

产物，延续着拜登政府以价值观为旗帜，联合尽可能

多的国际力量同中国展开战略竞争的既定政策[15]。拜

登多次无端指责“一带一路”倡议是所谓的“输出污

染”，要求中国接受美国的“高标准”。特别是“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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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的传统能源项目受到指责最多，甚至指责中国

输出“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16]。却选择性地忽

视了中国推动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的决心与行动和

一大批绿色、低碳、可持续的清洁能源项目。美国将

低碳发展援助政治化安全化的行为，正反映了美国将

全球性的气候问题与本国政治意图捆绑，试图构建非

中性的气候治理体系遏制中国的目的。

3	 中美“绿色竞赛”的原因

气候问题作为一个十分典型的全球性问题，本应

由世界各国尤其是主要碳排放国通力合作解决，却出

现了“绿色竞赛”的现象，直接影响到全球气候治理

的绩效。“绿色竞赛”是由拜登政府单方面无视中国

强烈的合作意愿，坚持对华敌视的政策造成的。具体

来说，拜登政府发起“绿色竞赛”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的原因。

首先，这一政策取向是民主党气候政策和对华政

策调整的结果。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深受政党竞争的

影响，拜登政府主动发起的“绿色竞赛”正是民主党

政策调整的集中体现。民主党一直奉行积极的气候政

策，克林顿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均是全球气候治理的积

极参与者。民主党人普遍认识到气候变化问题对美国

利益构成的威胁，认定应对气候变化关乎美国国家安

全和全球领导力，特别重视美国在全球气候问题中的

领袖地位[17]。20世纪80年代后，共和党对气候问题的

态度日趋消极，气候议题已经逐渐成为美国两党的竞

争焦点问题。近年来，以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

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和参议员埃

德·马基（Ed Markey）为代表的民主党激进派全力

推动民主党接受“绿色新政”的理念，将气候环境问

题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理念正是拜登“绿色新

政”的直接来源[18]。在民主党党内强烈的“绿色”倾

向下，拜登政府对气候问题给予高度重视，以迎合党

内的政策理念。而在对华政策上，从奥巴马第二任

期开始，民主党内对中国崛起的焦虑感显著提高，对

华总体态度转向负面，开始从“接触”战略全面朝着

“管控”甚至“遏制”转变[19]。但在全球气候治理中，

中国又是至关重要的一员，如果没有中美合作，任何

碳排放控制目标都只能是一纸空谈。因此，拜登政府

也无法放弃与中国接触，谋求中美气候合作。两者结

合，让拜登政府的对华气候政策以“竞赛”而非“合

作”或“对抗”为主要特征，期望以“绿色竞赛”的

方式既迎合党内的“绿色新政”浪潮，也能够达到限

制中国影响力的目标。

其次，“绿色竞赛”也是中美战略竞争激化的结

果，是中美战略竞争在气候领域的表现。随着中国综

合国力的快速增长，美国为遏制中国而采取了全面的

战略竞争姿态，加强对华战略竞争成为美国国内共

识，直接重塑了两国的基本关系形态[20]。在这种全面

竞争的态势下，相比合作，竞争甚至对抗成为了美国

诸多对华政策的默认倾向。即使在拥有广泛的共识和

巨大的潜在合作空间的气候问题上，也同样被美国根

深蒂固的冷战思维限制。拜登的气候环境政策事实

上将中国排除出“气候多边主义联盟”，将中国视为

主要对手，直接阻碍了中美两国达成更加具体务实的

气候合作。除此之外，拜登政府也希望通过“绿色竞

赛”来在其他领域遏制中国，如将气候问题与政治、

贸易等问题挂钩，打“气候牌”就“燃料补贴”、碳

足迹等问题对中国发难，借碳边界税等方式联合部分

国家谋求共同设置“绿色壁垒”，来遏制中国工业出

口，诬称“一带一路”输出污染，通过气候问题来对

中国施压，在中美战略竞争中争取主动地位。总体

上，拜登政府的所谓谋求与中国实现气候合作的态

度，口惠而不实，实际上是以合作为名行竞争甚至敌

对之实，并没有如中国一样的真实而强烈的气候合作

意愿。但相比其他领域的战略竞争，“绿色竞赛”烈

度相对较低、共识较多，成为激烈的战略竞争中两国

仅存的相对稳定的沟通对话渠道，相对和缓的“绿色

竞赛”同样发挥着维持中美两国最低限度的高层对话

渠道的作用，保证中美关系不出现彻底“脱钩”的

情形。

最后，“绿色竞赛”是拜登政府重塑全球领导力

的关键工具。拜登激烈反对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认

为特朗普错误的外交政策直接导致美国的国际声望

和影响力明显下降，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一事无成[21]。

气候政策则是拜登政府政策调整的首要领域。特朗

普的“退出外交”涉及众多国际机制，但在气候政

策上倒退最多，退出《巴黎协定》造成的国际影响

最为恶劣，此举遭致包括西方盟友在内的国际社会

一致批评。因此，气候政策的调整最能体现出拜登

政府与特朗普政府政策的差异。作为唯一的超级大

国，美国在气候方面只需做出积极表态，改善与其

他国家的气候关系，举行全球领导人气候峰会开展

“峰会外交”等就可以用相对低廉的成本在短时间

内迅速恢复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地位。但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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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并不满足于此，当今世界各国对气候问题的关

注度越来越高，各主要经济体对于未来全球气候治

理制度中地位的竞争正在拉开序幕。在国际制度体

系中具有更大权力地位的制度主导国能够通过控制

和塑造国际制度，可以将国际制度私有化，实现私

利 [22]。这种制度私有化的红利是美国霸权的重要来

源，因此拜登政府也不希望在气候治理的竞争中落

后，积极争夺未来全球气候治理制度中的主导国地

位，保障美国国际制度私有化的福利。此外，作为

老牌发达国家，美国碳排放量已经处在稳中有降的

区间，特朗普的政策对以企业和地方政府为主要行

为者的碳减排进程实际影响很小 [23]，美国碳减排的

经济成本并不高昂。相反，推动“绿色竞赛”也有

利于减少拜登政府野心勃勃的经济刺激计划的阻力，

通过渲染低碳工程技术领域的“中国威胁”来为拜

登政府的“绿色新政”提供支持。总的来说，拜登

政府试图通过所谓“实力地位”和“民主国家联合

体”来争夺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地位，以“绿色竞

赛”的方式战胜中国，要求中国服从于美国的领导

和议程设置，维护和扩展有利于美国的霸权体系。

4	 中国对“绿色竞赛”的应对

“绿色竞赛”是中美关系的新现象，对中国构成

重大挑战。中国必须谨慎而认真地应对“绿色竞赛”，

才能在气候议题上处于主动地位，防止拜登政府通过

“绿色竞赛”影响中国的低碳减排进程，削弱中国在

全球气候治理上的影响力。

拜登政府上台后，其对于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态

度让国内各界普遍对中美气候合作的前景较为乐观，

希望能够与美国实现良好的气候合作关系。但在中美

气候关系中，不能因全球气候治理亟需中美合作的

“应然”而忽视拜登政府执意推动对华“绿色竞赛”

的“实然”，更要看到拜登政府试图通过气候议题进

行战略竞争甚至对抗的意图，以及中美战略竞争的大

环境中气候问题不可避免地受到很大影响的现实。中

国必须清醒认识到拜登政府的气候政策意图与目标，

认识到中国与美国在气候问题上也存在诸多短时间内

难以弥合的重大分歧，在这一前提下再去寻找与美国

的气候合作空间，实现中美气候关系的有效管控，继

而逐渐扩大两国合作空间，减少拜登政府的“绿色

竞赛”政策的不利影响。具体来说，中美两国需要保

持气候问题的沟通对话渠道通畅，特别是发挥诸如中

美气候变化对话、气候变化大会等重要场合的积极作

用，最大限度地实现和提升两国气候合作，围绕实现

各自碳中和的场景目标、路径和自主贡献目标的政

策，开展务实合作[24]。如气候适应能力技术、低碳技

术、碳捕捉技术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科技合作可以成为

中美气候关系的突破口。积极鼓励国内地方政府、企

业、学术机构等主体开展气候相关国际合作，提升协

调合作水平与深度广度，通过这些政治化程度较低的

主体和议程来推动中美气候关系回暖，重启中美实质

性合作气候合作，减弱“绿色竞赛”的消极影响，争

取通过多领域多层次的功能性合作产生“外溢”效

应，扭转不利于中美双边气候关系和全球气候治理的

“绿色竞赛”趋势。

在拜登政府将气候问题与政治经济上遏制中国

的目标结合的背景下，中国对内的能源政策和对外

的“一带一路”倡议等都势必受到美国步步紧逼的针

对。在这种压力下，更应当保持较强的战略定力，避

免被一时的国际舆论影响草率做出新的承诺或决定。

国内的碳减排政策需要对现有的能源体制和能源结构

进行全方位的科学评估，进行“以我为主”的科学决

策，为实现“3060”目标而制定出合理的低碳转型与

能源体制改革方案，特别是要对能源转型进程有充分

的把握，坚持“以人为本”的气候环境治理理念，在

保证人民生产生活的基础上逐渐实现低碳转型，而

不应盲目与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在对方设定的议程上

“竞赛”。在对外政策上，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引导和

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构建起全面配套的绿色

合作制度框架，丰富绿色政策工具和市场产品[25]，以

事实证明“一带一路”绝非所谓“输出污染”，而是

与各国切实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方式，赢

得绝大多数国家对中国低碳减排努力成果的认可，以

实际行动赢得全球气候治理议程的主导地位。另一方

面，也要继续提升气候外交能力，保持和推进与美国

和其他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气候对话与合作，维持

稳定有效的沟通渠道，积极拓展与各国包括但不限于

科技合作、政策沟通、绿色金融等多领域多层次的官

方层面国际气候合作。在气候谈判中，还要积极与不

同发展程度、立场不尽相同的各国家集团，特别是广

大发展中国家及其组成的集团进行充分的交流与协

调，发挥中国兼具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具有较强资金

技术实力的新兴大国双重身份的优势，巩固和发展中

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中业已建立的良好国际声誉，继续

发挥至关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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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和卓有成效的气候治理实际行动，来回应拜登政府

挑起的“绿色竞赛”。

5	 结语

气候变化是关乎人类生死存亡的全球性议题。随

着应对气候变化的窗口期逐渐缩小，想要实现《巴黎

协定》的1.5 ℃以内升温目标更加离不开全世界所有

国家特别是中美两国的通力合作。但拜登政府单方面

挑起的“绿色竞赛”却让中美两大国在气候领域的实

质性合作进展缓慢，极大影响了全球气候治理议程，

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也

证明了拜登政府所谓“多边主义”的虚伪性。由于拜

登政府始终拒绝改变对华敌对的态度，中美战略竞争

在可见的未来仍会持续，且存在进一步激化的风险。

因此，中美“绿色竞赛”仍将持续下去，“绿色竞赛”

会成为拜登任期内中美气候关系的主旋律。中美两国

在维持基本气候共识、保持气候问题沟通的前提下，

围绕全球气候治理议程制定权和主导地位展开竞争。

“绿色竞赛”的未来走向与中美两国在全球气候治理

博弈中的结果直接相关，但从根本上还是取决于两

国为全球气候治理做出的实际贡献，包括本国碳减排

成果和全球气候公共产品供给能力。有理由相信，在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领导下，中国有能力为全球气

候治理做出更大的贡献，以实际行动证明中国的大国

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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