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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會議為：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15次締約方
會議

 《京都議定書》的第5次締約方會議

 為期: 2009年12月7日－19日

 目的: 為氣候變化問題尋求共同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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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國家及組合
 參加國家: 194個主權國家的代表，包括119位國家/政

府首腦

 會議期間進行斡旋的主要組合:
 丹麥和“主席之友”
 “77國集團+中國”、歐盟、美國
 “基礎四國”(即中國、巴西、南非和印度)加上美國

 “哥本哈根協議”的支持國：
 包括美國、中國、歐盟、非洲聯盟、小島嶼國家聯盟、新加

坡、日本及澳洲等的大多數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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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協議”要點

1. 將全球表面溫度升幅控制在攝氏
兩度以下

2. 提供資金在發展中國家盡快展開

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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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協議”要點闡述

1. 將全球表面溫度升幅控制在攝氏兩度以下

 必須配以相應的緩減行動(Mitigation Measures),
包括 :

 工業化國家須單獨或聯合執行適用於整個經濟體系的
2020年量化排放目標

 包括中國在内的其他國家，承諾每兩年通報就限制溫室
氣體排放的緩減行動

 將接受國內的測量、報告及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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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協議”要點闡述

2. 提供資金在發展中國家盡快展開應對氣候變

化的工作

 透過成立“綠色氣候基金”以:

 支持發展中國家在緩減及適應、技術開發、減少毀林所
致排放量及能力建設等方面的工作

 2010年至2012年期間籌集約300億美元

 在2020年前，達至每年共同籌集1,000億美元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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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成果評估

 就國與國之間必須共同努力，面對氣候變化的挑戰的原
則予以肯定

 進一步確立“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重要原則，為往
後的談判奠定基礎

 明確定下附件一國家為非附件一國家提供資金的金額

 中國的角色日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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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溫室氣體排放

 人均排放：約6噸
 新加坡 : 9噸
 日本 : 10噸
 英國 : 10噸
 美國 : 23噸
 澳大利亞 : 26噸
 全球人均 : 7噸

 每年排放 : 約4千7百萬噸二氧化碳當量, 約
0.1%的全球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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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碳足印
主要溫室氣體排放源

~23%

~17%

```

~ 22%

~ 16% ~ 62%

發電及發電及
相關用途相關用途

運輸

其他 (例如:其他
能源使用、廢
物、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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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強化氣候變化的策略
 促進更廣泛地使用清潔燃料

 尋求改變發電的燃料組合

 提高能源效率，特別是推動建築物能源效益

 致力實施有利應對氣候變化的基礎設施，例如：
 新發展區内使用區域供冷系統；
 建造綜合廢物管理設施；
 電動車輛充電網絡等；以及
 繼續推動城市綠化。

 政府以身作則推動改變, 例如：
 綠色採購；以及
 碳審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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