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民众共议 

76个国家，97场讨论会，10000名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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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赋予民众发言权。本次民众共议活动由

四个独立机构发起*：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

书处(CCNUCC)、丹麦科技委员会基金会(Board of 

Technology Foundation)、法国公共任务(Missions 

Publiques)和国家公共辩论委员会(CNDP，是一个独 

立的行政机构)。

这次活动的目标不是进行调查，而是收集民众的远见卓

识。2015年6月6日，每个国家依性别均等、年龄、社会

职业等挑选出的100名民众代表进行全天审议。他们每 

6到8人一组，阅读观看信息文件和5个视频，并就巴黎

气候大会的5个主题展开讨论，最后回答30个问题。 

各地讨论会均由高校、社区、民间协会等非政府组 

织组办。

举办辩论会的国家有：30个非洲国家、15个美洲国

家、18个亚洲/大洋洲国家和13个欧洲国家，其中包 

括13个岛国。

值得强调的是尽管近期发生了不幸事件，讨论会仍如 

期在阿富汗、马里、布隆迪和尼泊尔等国举行。

民众的积极性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们阐述的观点 

思路清晰、富有远见且雄心勃勃。

应对气候变暖不仅事关政府、谈判家、大型地方政府与企业，它首 

先事关民众、事关全体公民。要让世界各地民众参与第21届联合国气

候变化巴黎大会的谈判，要让全球听到民众的心声。巴黎协议不能 

没有民众的参与。

阿富汗 巴哈马 孟加拉国 加拿大 日本俄罗斯毛里塔尼亚

只有全面动员起民众，方可在巴黎达成最佳协议。

*全球民众共议气候与能源活动由丹麦科技委员会基金会（bb@tekno.dk）、法国公共任务（yves.mathieu@missionspubliques.
com）和国家公共辩论委员会（christian.leyrit@debatpublic.fr）与“全球民众联盟”的伙伴机构合作完成。

与会民众聚精会神直言不讳，

积极踊跃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菲律宾

1. 阿富汗

2. 南非

3. 德国

4. 阿根廷

5. 巴哈马

6. 孟加拉国

7. 巴巴多斯

8. 贝宁

9. 缅甸

10.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
维那

11. 巴西

12. 布基纳法索

13. 布隆迪

14. 喀麦隆

15. 加拿大 
2 场讨论会 

16. 佛得角

17. 智利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包
括台北 
4 场讨论会

19. 科摩罗

20. 刚果民主共和国

21. 大韩民国

22. 哥斯达黎加

23. 丹麦

24. 西班牙

25. 美国
4场讨论会

26. 埃塞俄比亚

27. 斐济

28. 法国 
13场讨论会

29. 加蓬 

30. 冈比亚

31. 格鲁吉亚

32. 加纳

33. 希腊

34. 格林纳达

35. 危地马拉

36. 圭亚那

37. 海地

38. 印度

39. 印度尼西亚

4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41. 意大利 
2场讨论会

42. 日本

43. 肯尼亚

44. 科威特 
 

45. 马达加斯加 
2场讨论会

46. 马来西亚

47. 马里

48. 摩洛哥

49. 毛里求斯

50. 毛里塔尼亚

51. 莫桑比克

52. 尼泊尔

53. 尼日尔

54. 尼日利亚

55. 乌干达

56. 巴基斯坦

57. 秘鲁

58. 菲律宾

59. 葡萄牙

60. 多米尼加共和国 

61. 罗马尼亚

62. 英国

63. 俄罗斯

64. 卢旺达

65. 圣卢西亚

66. 塞内加尔

67. 塞舌尔

68. 斯里兰卡

69. 乍得

70. 巴勒斯坦领土

71. 多哥

72. 突尼斯

73. 土耳其

74. 越南

75. 赞比亚

76. 津巴布韦

参加全球民众讨论会的国家

76个国家 
97场讨论会

非洲
美洲

亚洲和大洋洲
欧洲30 个国家

13 个国家

15 个国家
18 个国家

13个岛国

其中包括



1. 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 

1. 78%的全球民众认为气候变化与自己休戚相关：非洲

82%（摩洛哥90%）和岛国87% (菲律宾 

98%)。日本（44%）和俄罗斯 (49%) 的民众 

认为与自己关系不大。总体上讲，持前一观点的民

众数目近年明显增长。

2. 3分之2的民众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是改善我们生活质

量的契机。在印度、巴西以及一些拉美新兴国家，

持此观点的人数更多。许多国家的政府认为民众尚

未做好准备，因此对采取强力措施犹豫不决。民众

对此予以了否定。 

3. 71%的民众认为联合国自1992年起展开的谈判 

成果甚微。欧洲(80%)、北美(89%)、印度  

(80%)和巴西(93%)民众的批评最为严厉。

4. 63%的民众认为巴黎大会应竭尽全力将升温限制在2

摄氏度。欧洲人最为积极(74%)，中国人则远远落后

(27%)。

5. 70%的民众认为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是一项全球责

任，48%认为主要是公民责任。

2. 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

1. 总体来讲，88%的民众赞同设立碳税，塞内加尔高达

98%。 大部分民众认为碳税应适用于所有国家，且不

减排国家应更高。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民众最反

对碳税。

2. 减排温室效应气体的各项方法中，78%的民 

众首选公众教育计划(这一比例在所有国家基本持

平)。 

3. 45%的民众希望全面停止勘探化石燃料。 

石油输出国的民众中，34%对这一措施表 

示认可。

66% 的民众认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措 

 施是改善我们生活质量的契机。

78% 的全球民众认为，气候变化与 

 自己休戚相关。

63% 的民众认为，巴黎大会应竭 

 尽全力将升温限制在2摄氏度。 

葡萄牙肯尼亚 巴基斯坦尼日尔巴西 南韩巴勒斯坦领土

欲知各国、各组国家的全部结果

及相关视频，请查阅

climateandenergy.wwviews.org

World Wide Views on Climate and Energy WWViews

http://climateandenergy.wwviews.org/lang-cmn/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D�bat-Citoyen-Plan�taire-2015/1008605402497952?fref=ts
https://twitter.com/wwviews


4.公平分配

1. 对39%民众来讲，确立各国出资目标的最佳基准是 

目前或预期的排放量，而非历史（以往的）排放量。

2. 79%的民众认为高收入国家的出资应高于约定 

金额（1000亿美元），以支持低收入国家的缓解和 

适应行动（塞内加尔96%）。 

3. 绝大部分民众（86%）认为应计入私营部门的贡献。

4. 超过半数（56%）的民众赞同设立第三类国家， 

即最富裕的发展中国家，赋予他们更多的责任。90% 的全球民众认为，所有国家每年 

 均应就各自的排放量和取得的 

 展发布报告。

71% 的民众认为，巴黎协议应包含对 

 所有国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各 

 国近期目标。

68% 的民众认为，为实现本世纪末温 

 室气体零排放，巴黎大会应包 

 含一项全球长远目标。

79% 的民众认为，即使许多国家不采 

 取措施，他们的国家也要为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采取措施。

塞内加尔圣卢西亚 中国 土耳其莫桑比克 美国越南

3. 联合国的谈判与各 
 国的承诺

1. 民众对本国应付气候变化的评判尤其说明问题： 

- 气候变化已是国家大事，全球44%的民众认为理应

如此(法国仅为25%)；

- 气候变化尚不是国家大事，但应成为国家大事(法

国、巴西和美国持此观点的民众分别 

65%、84%和76%)。

2. 另一个结果绝对值得注意：79%的民众认为即使许多

国家不采取措施，他们的国家也要为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采取措施。美国和巴西持此观点的民众达95%。 

3. 全球68%的民众认为，为使本世纪末温室气体达到零

排放，巴黎大会应达成一项对所有国家均具有法律约

束力、包含长远全球目标的协议（秘鲁和德国分别为

90%和80%）；应平等对待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

5.承诺与守诺

1. 50%的民众要求各国均有权检查其他国家适应或缓解行

动的报告（俄罗斯和印度分别为66%和35%）。

2. 巴黎协议应包含对所有国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各国近

期目标（71%）。

3. 90%的全球民众认为，所有国家每年均应就各自的排放

量与取得的进展发布报告。

5. 对于82%的民众来说，发展中国家付出的努力将（全部

或部分）取决于发达国家的资金支持。

6. 76%的民众认为，包括城市在内的地方政府应可享用气

候绿色基金会的资金（孟加拉国89%）。

大大大大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与法国政府对此次活动的支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生态、可持续发展与能源部长塞格莱娜.罗亚

尔女士特别承诺向61个国家提供财政援助。外交与国际发展部长洛朗.法比尤斯先生动员法国驻外使馆的力量，选定当地讨论会的
组办单位并发送生态、可持续发展与能源部的财政援助。 

此外，还得到国民议会议长克洛德.巴尔托洛内先生及下列单位大力支持：法国大区协会协调的13个大区（阿基坦、奥佛涅、下诺
曼底、中央-卢瓦尔河谷、弗朗什孔泰、瓜德罗普、上诺曼底、法兰西岛、北部-加莱海峡、普瓦图-夏朗德、普罗旺斯-阿尔卑斯-
蓝色海岸、留尼旺、罗纳-阿尔卑斯）、ENGIE 集团、丹麦KR基金会、德国联邦环境局、法兰西基金会、欧洲空间局、法国参议院
社会党、联合竞选党派及欧洲环保-绿党等党派小组、挪威气候与环境部、法国格勒诺布尔-阿尔卑斯都市圈和巴黎市政府。

83% 的民众认为，这次民众共议活动将有益于 

 或非常有益于巴黎气候大会的谈判进程。

91% 的民众对本次活动的组 

 办表示满意。 

97% 的民众要求利用类似程序解决其 

 他或类似问题。

西班牙菲律宾 法国 冈比亚 毛里塔尼亚 印度 伊朗

这些结果极具说服力，应提

交给全世界的所有官员，使

巴黎大会获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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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ebatpublic.fr

“民众没有特别与普通之分。…我们同样

都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因生活地点不

同，我们所受的影响或大或小。但是任何

人都无法免受其影响，现在不会，未来更

不会。”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任执

行秘书

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

“6月6日是气候问题的民主动员之日。这

不是一朝一夕之举，它并未结束而是刚刚

开始。…这次广泛的民众协商是一次动员

行动，它将直接有助于今年年底我们为应

对气候问题所采取的措施，抓住去碳化为

经济与社会带来的巨大契机。”

生态、可持续发展与能源部长

塞格莱娜.罗亚尔

“在讨论会上，人人都是世界公民。对我

们来说，薄弱环节恰恰是一个契机。气候

变化使我们意识到，我们之间虽有差别却

又相互依存。民众参与讨论的积极性充分

证明了这一点。只有交流与探讨才能使我

们更好地认识自我，认识他人，让我们齐

心协力。各国政府可以从中得到启发，让

我们的共同遗产永世长存，赋予世界灵

魂。全球民众已做好准备。”

CAP公司主席、巴黎政治学院和巴黎高等

商业研究学院教师

斯特凡.罗塞斯

“12月巴黎大会上，将作出2020-2030年

期间应付气候变化的重大承诺。决策由政

府作出，圆满落实则要靠经济主体、地方

政府和民众的实际行动。这次全球民众共

议协商活动证明，各国人民决心采取并实

施各项措施。同时也表明发达国家与发展

中国家的认识程度相同。”

4D协会主席

皮埃尔.拉达纳

“（应对气候变化）不是某个团体的攸关

问题，而是全世界的攸关问题。世界各地

的代表均应参与商议。”

美国麻省民众代表

拉里.拉格兰德

“来此参加讨论并确定我的心声能被世界

倾听，这个机会独一无二。我感到自己可

能对即将作出的决定产生影响。”

尼泊尔民众代表

艾西瓦娅.辛格

www.debatpublic.f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