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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度全球气候新闻 
 

蓝碳新闻速览 
 

砂拉越在丹绒马尼斯启动首个蓝碳项目，旨在修复10,232公顷红树林生态系统 
三月二十日，星期四 
来源：The Borneo Post 
（马来西亚） 
 
研究发现印度红树林、海草与盐沼面临严重威胁 
三月十九日，星期三 
来源： Deccan Herald 
（印度） 
 
菲律宾呼吁加强红树林保护应对海平面上升 
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三 
来源： GMA News Online 
（菲律宾） 
 
英国宣布追加最多1800万英镑“蓝色星球基金”投资，助力印尼蓝色金融发展 
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五 
来源： World Economic Forum 
（英国、印度尼西亚） 
 
新西兰沿海湿地推进蓝碳发展 
二月十一日，星期二 
来源：The Nature Conservancy 
（新西兰） 
 
国际研究发现：泥炭地与红树林是东南亚减排关键 
二月十日，星期一 
来源：  PR Newswire 
（新加坡） 
 
全球森林观察倡议（GFOI）发布蓝碳报告全新指导文件 
十月三十一日，星期五 
来源：Global Forest Observations Initiative 
（国际） 
 
西印度洋启动海草分布联合测绘行动 
一月六日，星期一 
来源： Pew Charitable Trusts 
（非洲） 
 
苏格兰海藻初创企业获投资推动可持续海藻供应链发展 
一月一日，星期三 
来源： The Fish Site 
（英国） 

 

https://www.theborneopost.com/2025/03/20/sarawak-launches-first-blue-carbon-project-in-tanjung-manis-to-restore-10232-ha-of-mangroves/
https://www.deccanherald.com/environment/study-finds-alarming-threats-to-indias-mangroves-seagrasses-salt-marshes-3452931
https://www.gmanetwork.com/news/scitech/science/937496/mangrove-conservation-urged-in-ph-s-race-against-rising-sea-levels/story/
https://www.weforum.org/friends-of-ocean-action/friends-of-ocean-action-blue-finance-for-indonesia-boosted-by-uk-announcement-of-up-to-18-million-additional-blue-planet-fund-investment/
https://www.nature.org/en-us/about-us/where-we-work/asia-pacific/new-zealand/stories-in-new-zealand/blue-carbon/
https://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peatlands-and-mangroves-key-to-reducing-carbon-emissions-in-southeast-asia-finds-international-study-302372217.html
https://www.fao.org/gfoi/news-events/news/detail/en/c/1732630/
https://www.pewtrusts.org/en/research-and-analysis/articles/2025/01/06/collective-effort-begins-to-map-seagrasses-in-the-western-indian-ocean
https://thefishsite.com/articles/scottish-seaweed-startup-lands-significant-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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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新闻专题 
 
气候变化推高火灾风险，全球多地山火肆虐 
 

事件简介：受气候变化驱动，2024年全球多地出现严重野火灾情，科学研究证实极端天气正使山火更频
繁、更猛烈。科学研究已经确认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干旱与高温是导致美国加州洛杉矶的伊顿与帕利
塞兹山火不断加剧的主要原因。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指出，由于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在极度
潮湿和极度干旱天气之间快速波动“水文气候鞭打”现象已成为典型火灾诱因。冬季过量降雨促使植物
疯长，随后酷暑干旱迅速将其转化为易燃物。世界天气归因组织也证实，干旱发生概率较工业化前上升
了2.4倍，火灾季已延长23天。不仅加州，加拿大东部、苏格兰、日本岩手县、以及美国南卡罗来纳州、
北卡罗来纳州与德克萨斯州等地也接连爆发野火，均与气候变化、干燥气候与强风有关。在日本，数千
人因火灾被迫撤离；苏格兰也首次发布“极端火灾风险”警告。火灾不仅造成生态系统破坏，还加剧空气
污染、迫使社区疏散、毁损大量房屋，同时释放出大量碳排放，进一步助推全球变暖，形成破坏与升温
的恶性循环。专家呼吁各国将野火管理纳入气候治理核心内容，超越传统“灭火为主”的思路，推动智能
林地管理、早期预警系统建设与城市规划转型。面对全球变暖带来的“新常态”，各国必须实现环境保
护、气候行动与灾害应对的系统性整合。 

 

气候政策与外交 
 
特朗普二任期重塑美国气候政策，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受挫 
 

事件简介：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美国气候政策发生剧烈转向。自上任首日即签署行政命令退出《巴

黎协定》起，美国迅速撤销多项拜登政府期间制定的减排政策，冻结50亿美元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建
设、终止200亿美元温室气体减排基金拨款，并叫停海上风电租赁及多个清洁能源项目，全面重启化石
能源扩张。特朗普任命的环保署署长李·泽尔丁正推进撤销《危害认定》法案，这一法规原本是构成美国
依法控制碳排放的核心依据。同时，农业部和国家气象局也遭遇裁员与内容审查，影响了气候农业项目
与极端天气监测能力。在国际层面，美国的政策反转不仅削弱其全球领导力，也使发展中国家在争取公
平气候资源分配时失去重要支撑。此外，美国取消“非洲电力计划”等对外清洁能源合作项目，也对全球
南方国家能源转型构成冲击。尽管特朗普以经济理由为政策松绑辩护，但全球清洁能源产业已成为未
来竞争高地，美国若持续退场，极可能将绿色技术与市场主导权拱手让给其战略竞争对手。更严重的是
，美国的反复立场动摇了国际社会对《巴黎协定》的信心，使其他国家更难在缺乏长期承诺保障的背景
下推进本国气候政策。气候变化是累积性问题，政策不连续性所造成的时间损失将难以追回。此轮美国
气候政策的逆转不仅冲击全球进程，也暴露出国际气候合作结构在政治不确定性面前的脆弱本质。 
 

清洁能源与技术 
 
电动汽车已成未来方向，但全球路线分歧加剧 
 

事件简介：电动汽车正成为气候治理与产业竞争的核心战场，但各国在推进路径上日益分化。2024年末

至2025年初，中国主导了一场全产业链的电动车攻势：比亚迪、蔚来、小鹏等企业相继推出零首付、零
利率融资计划，加快市场渗透；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在关键矿产、电池制造、物流运输等环节持续扩张
，包括收购巴西镍矿、建造超大型电动车运输船、发布领先的快充与辅助驾驶系统等，全面提升全球竞
争力。此举不仅将推动全球减排，也标志着中国正将工业政策与气候目标深度融合。欧盟则面临双重压
力，一方面推行碳积分交易机制，引导传统车企向特斯拉等纯电车厂购买积分以规避罚款，另一方面对
中国产电动车征收高达35.3%的反补贴关税，并引发比亚迪、吉利等企业法律抗议。这一贸易防御可
能短期内保护本土产业，但也被批评削弱了欧洲自身电动化速度与气候目标实现。相较之下，美国则
在特朗普主导下转向保守：取消新能源补贴、冻结充电设施投资、撤销对加州零排放车辆销售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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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整个联邦层面的气候路径陷入停滞。相关策略可能使美国失去全球电动车技术和市场话语权，也大
概率加剧其减排路径的不确定性。在全球范围内，电动车作为商品的价值已经得到了市场验证，无论是
价格、续航还是维护成本方面的优势都已经逐步显现，未来市场增长几乎已成定局。如今的问题早已不
再是“要不要转型”，而是“谁来主导”这场变革——中国选择加速主导，欧盟试图平衡竞争与合作，而美
国则在退缩与产业空心化之间摇摆。电动车之争如今已不仅关乎气候，更关乎一个国家能否在新一轮
工业竞争中占据主动。 

 
中国关键矿产出口管制引发全球连锁反应 
 

事件简介：中国近期针对锂、镓、锑等关键矿产及其加工技术实施出口管控，在维护国内供应链与技

术优势的基础上，更具地缘政治考量。限制措施主要面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作为对美新一轮关税
政策的回应。尽管出口管制并未点名具体国家，但其对半导体、国防及新能源行业的影响正在显现。
锑出口自去年10月起暂停至今，已推动全球价格上涨超300%，而加工锂和镓的技术限制则可能冲击西
方依赖中方技术的电池和清洁能源企业。尽管美国正尝试通过与乌克兰等国达成稀土合作协议摆脱对
华依赖，但业内普遍认为替代路径成本高、周期长，短期内难以撼动中国在关键矿产加工上的主导地
位。尽管这些措施甚至原本并非出于气候政策动机，但对全球能源转型必将构成间接挑战：在欧洲等仍
致力于新能源转型的地区，其电动车、光伏等项目成本可能因此上升。不过，对比削减补贴、放弃气候
承诺的美国，欧盟拥有更强的缓冲与应对能力。真正的风险在于：当供应链博弈凌驾于共同气候责任之
上，国际合作的信任基础将被进一步侵蚀。此轮矿产政策不仅是战略信号，更预示清洁能源供应链正
演变为新一轮博弈场，未来各国能否求同存异，在竞争中释放善意、保持合作，将决定全球气候进程的
成败。 

 

气候融资专题 
 
英国在特朗普政策逆转之际积极布局气候金融领导地位 
 

事件简介：随着美国在特朗普政府下大幅削弱对全球气候承诺，英国正试图填补国际气候金融的领导真

空，借助其金融中心优势强化对发展中国家的绿色投资布局。英国政府通过英国国际投资公司（BII）设
立1亿英镑气候融资动员机制，其中多达5000万英镑将用于对高影响力项目提供优惠融资，以撬动私
营资本投入新兴经济体的可持续项目。此外，英国宣布支持MOBILIST项目，助力可持续企业在全球交
易所上市，该项目旨在打通绿色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渠道，提升新兴经济体可持续项目的融资能力。英
国还参与发行首个5亿美元气候投资基金债券，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清洁能源发展。这些举措不仅增强
了英国在气候金融领域的制度输出力，也为其自身创造潜在出口市场与投资回报。英国同时与中国开
展绿色金融合作，伦敦成为人民币首笔海外绿色主权债券的发行地，此举被普遍定义为在地缘紧张背
景下持续拓展国际绿色金融网络的象征性成果。然而，英国国内亦面临矛盾：财政大臣瑞秋·里夫斯明确
表示若必须权衡，将优先经济增长而非绿色目标。同时辅以英国政府将海外援助预算从国民收入的
0.5%削减至0.3%的决定，引发了外界对其是否能兑现116亿英镑气候承诺的质疑。在财政压力下，英
国正寻求通过创新机制填补资金缺口。尽管挑战重重，英国当前战略仍展示出以金融工具为核心、以全
球南方为重点的新型气候领导模式。对于美国而言，这一趋势是警示：退场不仅意味着失去话语权，也
将被排除在绿色产业链的未来主导之外。对于全球而言，如果竞争得当，气候金融的多极化也可能加速
集体行动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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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风险与适应 
 
随着气温再创新高全球已经加速迈入气候临界点 
 

事件简介：2025年初全球气温再次刷新历史纪录。1月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75°C，成为
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个月。来自中国、印度、阿根廷、巴西乃至北极的监测数据显示，极端高温、热浪和
异常天气已不再是局部现象，而是全球范围内加速失控的气候模式。中国2024年年均气温比常年高出
1.03°C，海面温度亦创下21.50°C的新高，北极2月一度比正常水平高出超过20°C；而印度、阿根廷和巴
西部分地区气温突破40°C，导致学校停课、农作物减产、水资源紧张，南美部分城市甚至进入干旱紧
急状态。这些现象反映的不仅是气温上升本身，更是其所触发的连锁反应：火灾季节延长、海洋生态
失衡、农业系统承压、基础设施不堪重负，极端天气带来的经济损失和人口流离持续攀升。世界气象组
织报告指出去年全球共发生151起重大极端天气事件，超过80万人因此流离失所。虽然监测系统、预警
机制与适应性政策至关重要，但它们无法替代减排这一根本任务。在此背景下，美国在特朗普政府主
导下逆转减排政策、重启化石能源投资被广泛批评为助长全球升温；而相较之下，中国加速清洁能源转
型、英国扩展气候金融、巴西推进生态恢复则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可行路径。当前形势凸显一点：适应
只是过渡目标，终极方向必须是逆转升温、重建稳定气候体系。这要求各国摒弃地缘对抗与短期算计，
以更大政治意志推动协同气候行动，否则等待人类的将不只是高温本身，而是整个生态和社会系统的
系统性失衡。 
 

 

蓝碳与气候变化（BCCC）评论 
 

ICAS BCCC 评论 
倒退气候政策无助于缓解产业困境 

 
       当前在全球产业竞争加剧背景下，一些国家选择放松气候监管以期缓解短期压力，实则是削弱
了长期减排与产业转型的进程。本文指出，气候导向型工业政策不仅能推动清洁技术升级、强化电
动车和电池供应链，也有助于逐步淘汰高排放落后产能。欧盟近期延迟车企碳排目标执行期至
2027年，虽意在缓解企业压力，但反而放缓了交通电气化进程，也削弱了政策的战略定力与市场信
号的稳定性。相比之下，中国通过税收优惠与基础设施投资实现电动车产业快速崛起，美国拜登政
府时期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则以补贴和税收激励撬动可再生能源私营投资，均展现了气候政策
与产业竞争力本可以并行不悖。文章进一步强调，应避免将气候政策作为应对产业困境的代偿工具
，而应将其视为推动经济结构升级的战略工具。政策的长期确定性、跨国技术合作与统一激励机制
同样关键，欧盟可通过取消燃油公务车税收优惠、推进泛欧电动车消费补贴、深化中欧电动车产业
协同发展等手段，构建开放、高效、绿色的工业体系。唯有以改革性视角回应挑战，才能真正实现气
候目标与经济竞争力的双重突破。欲了解本期ICAS BCCC评论详情，请阅读原文。 

 
 
 
 
 
 
 
 
 
 

 

https://chinaus-icas.org/research/rolling-back-climate-policies-wont-solve-industrial-struggle-and-better-solutions-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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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项目档案：国家自主贡献（NDC） 
 

国家自主贡献（NDC）项目概览 
 

国家自主贡献（NDC）是《巴黎
协定》第四条所确立的核心机
制，各国通过自主提交的减排
与适应计划公布其应对气候
变化的路径与优先事项。尽
管不具法律约束力，NDC因
覆盖面广、参与度高，同时为
各国寻找适宜的合作伙伴提
供了较为清晰透明的指引，基
本已经成为全球最具共识的
气候合作平台，推动了清洁能
源投资、煤炭退役与国际气
候融资的落实。一些国家如
摩洛哥、哥斯达黎加甚至将
NDC目标融入国家发展战略
，进一步凸显了NDC机制所
携带的政策驱动效应。但是
这一机制如今也正面临严峻
挑战。2023年研究指出，即
便现有NDCs全面落实，全球
升温仍将达约2.5°C，远高于
巴黎协定目标。更令人担忧
的是，2025年更新周期启动
以来，全球不到20个国家按
时提交新版NDC，缺席者包
括多数主要排放国，暴露出执
行力不足与政治承诺缺失的
风险。NDC文本通常涵盖减
排、适应与执行三大部分，发
展中国家一般在减缓与适应之间寻求平衡，并寻求来自发达国家资金、技术与能力建设的支持。尽管目前
已经存在一些协助全球南方国家的支持机制，但当前框架在大国间的横向合作机制上仍显空白。NDC本
可成为中美欧印等主要排放经济体在气候外交中互通政策、比较目标、形成协同与竞合路径的战略工具
，但目前这一潜力并未得到有效发挥。随着美国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再次退出《巴黎协定》，全球气候协
作将面临新的不确定性。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拜登政府所设定的2035年减排61–66%目标仍具重要参
考价值，仍为州、市层面与国际伙伴间的次国家合作提供政策锚定。总体而言，若NDC机制要继续维持其
全球可信度与政策引导力，除了弥补资金与能力建设差距外，更应推动主要排放国将NDC嵌入其气候地
缘战略中，在政策透明、目标对比、技术合作与规则主导方面发挥更强作用。如果错失这一重要战略维度
，不仅影响全球气候进程的节奏，也会削弱各国在气候合作中争取影响力与信誉的机会。欲了解更多有关
国家自主贡献的详细信息，请阅读原文。1    
 

 
 
1 图片来源: Latest NDC submission of each country. (CC BY-NC 4.0) 

 

https://chinaus-icas.org/wp-content/uploads/2025/04/BCCC-Quarterly-2025-Q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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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机构档案：美国环境保护局（U.S. EPA） 
 

美国环境保护局（U.S. EPA）机构概览 
 

美国环境保护局（EPA）是
联邦层级的核心环境监管
机构，长期在空气、水质、
有毒物管理等领域设立标
准并实施执法。并且EPA
通过较为严谨的科学论
证、公开征询、司法审核
以及联邦与州政府之间的
跨区域协调保证规则保证
了标准的准确可靠。但是
2025年初特朗普政府启动
了被称为“美国史上最大规
模放松监管行动”，内容涉
及温室气体、水体保护、
车辆排放等多个关键领域
，显著削弱了EPA作为美
国“环境守门员”角色的作
用。EPA过去在清除含铅
汽油、改善空气质量等方
面成效显著，但其执法力

度、资金支持与技术协助都正在面临系统性的削弱，特别在特朗普政府长期反对的环境正义议题上受到
了尤其严重的影响。随着联邦层面环保机构退场压力上升，州级与地方环保机构正在成为美国环境治理
体系的前线力量。加州、纽约、华盛顿等地已制定超越联邦标准的法规框架，在变故中表现出美国部分
地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与政策主动性。但是地方机构的能力并非无限，尤其是预算紧张的中小州
和农村地区难以填补联邦撤资后的空缺。在缺乏EPA统一协调与法律支撑下，美国环境治理正面临碎片
化风险，跨州大气污染、水资源保护及气候应对可能出现标准不一、执行断层等问题。环保政策正进入
“地方驱动、联邦退缩”的新格局，若无国家层面的财政保障与制度支持，政策的持续性与公平性必将持
续面临重大考验。欲了解更多有关沙特阿拉伯蓝碳的详细信息，请阅读原文。2    

 

2 图片来源：Trump-nominated EPA Administrator Lee Zeldin. (Source: Photo by Kayla Bartkowski/Getty Images) 

 

https://chinaus-icas.org/wp-content/uploads/2025/04/BCCC-Quarterly-2025-Q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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