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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吉斯斯坦气候治理的路径与困境

陈亚州　 宋　 健

【内容提要】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进程持续加快ꎬ中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的脆弱性和紧迫性愈加凸显ꎬ吉尔吉斯斯坦尤是如此ꎮ 气候变化不仅对其生

态环境、生物多样性、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方面产生了较为显著的负面影

响ꎬ而且成为其国内社会矛盾和地区紧张局势激化的重要诱因ꎮ 为此ꎬ吉尔

吉斯斯坦制定并实施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与行动ꎬ持续推动气候治理

的区域合作进程ꎬ积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ꎮ 然而ꎬ吉尔吉斯斯坦

的气候治理仍然面临诸多挑战ꎬ主要表现为气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存在问

题ꎬ中亚国家之间尚未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合作机制ꎬ并受到全球气候

治理不公和大国竞争的干扰ꎮ 深入研究吉尔吉斯斯坦气候治理的路径和困

境ꎬ有助于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开展气候治理合作与共建“绿色丝绸之路”
提供有益思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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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ꎬ其影响具有复杂性、外溢性和联动

性ꎬ不仅对各国生态环境造成冲击ꎬ还使部分主权国家衍生出诸多社会矛

盾进而影响国家安全ꎮ 中亚是世界上最有可能发生气候冲突的地区之一ꎬ
如咸海持续萎缩引发生态灾难、阿姆河和锡尔河水电站建设引发地区紧张

局势等ꎬ均表明中亚气候变化对地区安全的不利影响正不断加剧ꎮ 制定有

效的气候治理战略和提高国家气候治理能力成为中亚各国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议题ꎮ 中国和中亚国家在领土、山川、河流、生态环境、气候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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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因素方面联系紧密ꎬ中国高度重视与中亚国家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区域

合作ꎬ在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和建设“绿色丝绸之路”进程中ꎬ中国

和中亚国家贯彻绿色复苏的气候治理思路ꎬ致力于完善区域气候治理体

系ꎮ 鉴于此ꎬ本文选取中亚国家中受气候变化影响较为严重的吉尔吉斯斯

坦为研究对象ꎬ分析气候变化对其主要影响ꎬ考察其气候治理的基本路径ꎬ
并探讨其气候治理面临的主要困境ꎬ在此基础上对中吉开展气候治理合作

提供参考ꎮ

一　 气候变化对吉尔吉斯斯坦的主要影响

吉尔吉斯斯坦是典型的内陆干旱国家ꎬ与中国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

治州和阿克苏地区接壤ꎮ 该国约 ９４％的地区海拔达 １ ０００ 米以上ꎬ属于高海

拔地区①ꎮ 吉尔吉斯斯坦生态环境比较脆弱ꎬ全球气候变化更加剧了其脆

弱性ꎬ对国家安全产生了复合性影响ꎬ一方面令该国频繁遭遇极端高温、山
体滑坡等自然灾害ꎬ另一方面加剧了本国社会矛盾及与周边国家的紧张

关系ꎮ
首先ꎬ吉尔吉斯斯坦的气温整体升高ꎬ气象灾害发生频率增加ꎮ 据世界

银行统计ꎬ１９９０ ~ ２０２１ 年ꎬ吉尔吉斯斯坦年平均气温上升约 １ ３℃ꎬ远超过世

界平均水平②ꎮ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９ 年ꎬ吉气温平均为 ２８℃左右③ꎮ 根据世界银行气

候变化知识门户网站(ＣＣＫＰ)预测ꎬ到 ２０５０ 年ꎬ吉尔吉斯斯坦年最高气温将

达到极值ꎬ此前年平均气温上升幅度将达到 ６℃左右④ꎮ 整体而言ꎬ全球变暖

使吉尔吉斯斯坦东南冷、西北热的气温分布状态更加明显ꎮ 吉尔吉斯斯坦被

誉为中亚“水塔”ꎬ雪水和冰川融水是其主要的水源ꎮ 随着气温趋于升高ꎬ境
内的积雪和冰川融化速度相应加快ꎬ到 ２００５ 年ꎬ帕米尔高原东南部海拔４ ９００
米的高山冰川已减少了约 ４０％ ꎮ 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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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ＰＣＣ)预测ꎬ帕米尔高原、阿尔泰山脉和天山山脉的冰川将继续减少ꎬ在
２０８０ 年前后可能完全消失①ꎮ 整体的气温变化速度加快导致吉境内各地区

的降水量出现较大波动ꎮ 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气候研究所( Ｅａｓｔ Ａｎｇｌｉａ
Ｃｌｉｍａｔ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Ｕｎｉｔ)对 １９７２ ~ ２０２２ 年吉尔吉斯斯坦的降水和气温进行

比较后发现ꎬ该国降水呈现西南部丰沛而东北部匮乏的格局ꎮ ２００２ ~ ２０２２
年ꎬ吉尔吉斯斯坦西部和西南部降水量急剧增加ꎬ而北部、东北部、东南部

降水量逐年减少ꎬ呈现明显的地区分化现象ꎮ 在气温、降水和地质因素的

综合作用下ꎬ该国发生洪灾、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灾害的频率有所增加ꎮ
据统计ꎬ１９８０ ~ ２０２０ 年ꎬ吉尔吉斯斯坦经历了 １８ 次较大的气象灾害ꎬ平均

每年损失超过 ７ ０００ 万美元ꎬ占 ＧＤＰ 的 ０ ５％ ~ １ ３％ ꎬ约 ２５０ 万民众不同

程度受灾②ꎮ
其次ꎬ冰川消融速度加快和干旱程度加剧导致耕地退化ꎬ对吉农牧业造

成了较大打击ꎮ 吉尔吉斯斯坦适合发展农牧业的土地面积仅占其国土面积

的一半左右ꎬ其中仅有 １０％左右可用于耕地③ꎬ主要分布于恰特卡尔山脉、费
尔干纳盆地等地区ꎮ 农牧业属于气候脆弱性产业ꎬ随着气温升高ꎬ土壤荒漠

化在吉尔吉斯斯坦东部地区呈持续蔓延趋势ꎬ影响农牧业产值ꎮ 据吉尔吉斯

斯坦经济和商务部统计ꎬ２０２１ 年吉农林渔牧业产值 ３ ２４２ ８３ 亿索姆(约合

３８ ３１ 亿美元)ꎬ同比下降 ５％ ④ꎮ 一方面原因在于 ２０２１ 年夏季异常高温干旱

导致农田灌溉用水不足ꎻ另一方面原因则在于土壤微生物侵蚀、沼泽蔓延、森
林滥伐和土地盐碱化等多种因素导致吉尔吉斯斯坦正面临严峻的土壤退化ꎮ
加之陈旧老化的灌溉设施、僵化的水资源调配制度等ꎬ吉农业部门用水效率

较低、农业发展面临用水短缺问题ꎮ
再次ꎬ气候变化加剧贫困程度ꎬ激化了社会矛盾ꎮ 在农村地区ꎬ由气候变

化引发的传染病蔓延风险持续上升ꎬ增加了农民的生存压力ꎮ 据爱尔兰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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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医疗信息中心统计ꎬ吉每 １０ 万农村居民中就有 ８ ７ 例结核病死亡病例①ꎮ
吉尔吉斯斯坦农业从业人口占全国从业人口总量的 ２５％以上ꎬ受气候变化影

响ꎬ农业产值不稳定导致农村人口失业率有所上升②ꎮ 与此同时ꎬ由于农村

耕地面积持续减少及医疗资源竞争激烈ꎬ许多农民不得不向城市迁移ꎮ 据吉

官方统计ꎬ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２ 年ꎬ比什凯克市的人口平均增长了 ４５％ ꎬ奥什市的人

口平均增长了 ４０％ ③ꎬ但是在比什凯克和奥什的周边存在大面积占用农田

的现象ꎮ 政府难以为农村移民提供必要的援助ꎬ也难以阻断农村人口迁

徙ꎬ由此产生的城市压力引发当地城市居民不满ꎮ 而在城市地区ꎬ气温升

高和干旱不仅导致居民用水短缺ꎬ还给城市电力供应造成沉重负担ꎮ 水力

发电为吉尔吉斯斯坦提供了约 ９０％的电力供应ꎬ但现有水资源和水利供电

体系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不断扩大的生产生活需求ꎮ 据吉尔吉

斯斯坦国家统计委员会统计ꎬ２０１８ 年吉水力发电站发电量超过 １４３ 亿千瓦

时ꎬ但到 ２０２２ 年已降至 １１９ 亿千瓦时④ꎮ 电力供应不足影响了城市内制造

业、旅游业和服务业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ꎬ进而影响财政收入ꎮ 财政

赤字和公共债务不断增加也导致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社会保障能

力降低ꎮ 为刺激经济增长、缓解社会生产压力ꎬ吉选择在基础设施建设领

域大量引入外资ꎬ从而进一步加大国际收支平衡压力ꎬ给国家宏观经济发

展带来风险ꎮ
总体而言ꎬ气候变化加剧了吉弱势群体在贫困和疾病等方面的脆弱

性ꎬ引发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ꎬ激化了社会矛盾ꎮ 农业人口的流失也导致

粮食作物减产ꎬ粮食安全受到威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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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ꎬ气候变化使吉尔吉斯斯坦与周边国家关系趋于紧张ꎬ进而影响地

区稳定ꎮ 为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农业发展压力ꎬ吉农民曾在吉境内塔吉克斯

坦飞地发展畜牧业ꎬ引发塔农民不满ꎬ导致两国边境发生冲突事件ꎬ甚至升级为

武装冲突ꎮ 受气候变化和冲突频发等因素的影响ꎬ吉平均每年约有 ９０ 万 ~１００
万人口外流①ꎮ 其中ꎬ知识分子的流失比例较高ꎬ外流人口中约有 １３ ８％ 受

过高等教育ꎬ７０％以上受过基础教育②ꎮ 人口外流也导致传染病向周边国家

扩散ꎬ据俄罗斯内务部统计ꎬ每年约有 ４ ７ 万名吉尔吉斯斯坦人因患传染病

而被禁止进入俄罗斯③ꎮ

二　 吉尔吉斯斯坦气候治理的基本路径

为应对气候变化ꎬ吉尔吉斯斯坦制定了气候适应政策ꎬ积极参与有关气

候治理的多边合作ꎬ努力寻求国际援助ꎬ拓展气候融资渠道ꎬ不断提升生态环

境的安全水平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水平ꎮ
(一)制定并实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与行动措施

自 ２０１５ 年加入«巴黎协定»后ꎬ吉尔吉斯斯坦积极制定气候适应政策ꎬ推
动国内气候治理工作全面开展ꎮ ２０１５ 年ꎬ吉尔吉斯斯坦向«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 公 约 » 秘 书 处 提 交 了 国 家 自 主 贡 献 目 标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ꎬＮＤＣ)ꎬ并承诺以 ２０１３ 年 １ ５５０ 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为基准ꎬ
到 ２０２３ 年依靠自身能力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１３ ８％ ꎬ在国际社会支持的

情况下ꎬ有望减少 ３１％ ꎮ ２０２１ 年ꎬ吉尔吉斯斯坦提交了新修订的国家自主贡

献目标ꎬ承诺以 ２０１８ 年 １ ５００ 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为基准ꎬ到 ２０２５ 年依靠

自身能力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１６ ６３％ ꎬ在国际社会支持的情况下ꎬ有望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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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３６ ６１％ ①ꎮ 为实现该目标ꎬ吉尔吉斯斯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ꎮ 其中ꎬ碳
税成为吉开展气候治理的最新举措ꎬ对化石燃料的生产和使用进行征税可

以在未来十年内为吉尔吉斯斯坦增加财政收入ꎮ 同时ꎬ为应对气候变化ꎬ
吉尔吉斯斯坦持续优化国家机构设置ꎮ ２００５ 年ꎬ吉尔吉斯斯坦成立了国家

气候变化协调委员会ꎬ由副总理领导ꎬ负责与自然资源、生态和技术监督部

相协调ꎬ将气候治理纳入国家职能部门的发展规划ꎮ ２０２１ 年自然资源、生
态和技术监督部下设气候变化、生态和可持续发展协调委员会ꎬ负责开展

适应气候变化的系列工作ꎬ推动吉尔吉斯斯坦绿色经济转型②ꎮ 此外ꎬ吉政

府还计划在 ２０２５ 年成立绿色经济协调委员会ꎬ以确保国家向绿色经济逐

步过渡ꎮ 吉尔吉斯斯坦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举措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ꎮ
第一ꎬ持续开发可再生能源ꎬ不断提升能源利用效率ꎮ 吉尔吉斯斯坦

计划到 ２０５０ 年实现长期低排放发展战略ꎬ减少化石燃料的消耗ꎬ增加可

再生能源的发电量ꎬ实现能源供应系统现代化③ꎮ 为持续开发水力发电

的潜力ꎬ吉出台了«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５ 年燃料和能源部门发展战略» ꎬ将加快发

展水力发电行业设定为能源发展部门的优先事项ꎬ支持在吉尔吉斯斯坦

建设约 １００ 座总装机容量为 １８０ 兆瓦的小型水电站④ꎮ ２０１９ 年ꎬ吉尔吉

斯斯坦对«可再生能源法»进行了修订ꎬ扩大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类型ꎬ
将太阳能、真空能、地热能、风能、水能、非化石能源及二次能源纳入可再

生能源行列⑤ꎮ
相应地ꎬ不同的部门相继出台了具体的激励措施ꎮ 能源部为推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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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发电行业进入新能源市场ꎬ率先将新能源补贴政策( ＦＩＴ)系数

修改为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系数ꎬ为可再生能源发电提供专项补贴ꎬ这
可以有效刺激民众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消费ꎬ为小型水力发电厂的建设

提供资金支持ꎮ 能源与工业部积极引进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配额方

法ꎬ推动可再生能源发电站实现按地区、按可再生能源类型划分区域电

量配额ꎮ 财政部还对配电公司购买可再生能源发电的额外成本进行相应

补贴①ꎮ
第二ꎬ加大农业农村治理力度ꎬ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ꎮ 为了解决农

业用水短缺问题ꎬ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ꎬ吉尔吉斯斯坦水资源、农业和加工业部对

«土地法»第 ７４ 条第 ２ 款进行修订ꎬ允许在农田修建水利工程ꎬ在水浇地修建

温室和滴灌系统ꎮ 该举措不仅有助于滴灌技术的推广ꎬ而且提高了优质农田

的利用效率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ꎬ滴灌系统已覆盖超过 １ ３ 万公顷的农田ꎬ
有效缓解了大水漫灌造成的水资源浪费局面②ꎮ

为促进农业用地的流转ꎬ推动闲置农田统一收归国家治理ꎬ吉«土地法»
还规定农民可以将不适宜农业生产的土地纳入国家绿色基金项目ꎬ由政府统

一规划管理ꎬ有力推动了闲置农田的再生产进程ꎬ政府回收农田时所给予的

土地补偿也为农民提供了周转资金③ꎮ 在国家和财政部的统一调配下ꎬ
“Ｌｙｅｌｌ”银行在 ２０１１ 年开设了农业融资、农工综合体融资、专项租赁、国家租

赁四个项目ꎬ为广大农户提供了 １０ 年内年利率 ６％ ~ ９％ 的优质贷款ꎮ 在财

政融资的支持下ꎬ水资源、农业和加工业部改进现代农业机械、工具和设备ꎬ
推动农村合作社的合作机制开始新一轮改革ꎮ

第三ꎬ大力发展碳封存项目ꎬ恢复森林牧场的生态平衡ꎮ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ꎬ吉
尔吉斯斯坦在加强气候政策立法的圆桌会议上正式引入碳中和概念ꎬ指出未

来 ５ 年仍沿用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作为控制碳排放和增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的主要机制ꎬ并明确到 ２０５０ 年实现碳中和的愿景ꎮ 为落实碳中和理念ꎬ吉政

府于 ２０２４ 年年初开始重点关注国内林业发展问题ꎮ 据吉国家林业局统计ꎬ
全国每年约排放二氧化碳 １ ５００ 万吨ꎬ但现有森林只能吸收其中 １ １００ 万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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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ꎬ净化超额的 ４００ 万吨二氧化碳成为吉能否完成«巴黎协定»指标的关

键①ꎮ 为此ꎬ吉政府实施了森林和牧场气候投资的碳封存项目ꎬ旨在创建新

的森林生态系统ꎬ阻止牧场退化ꎬ发展种畜ꎬ以及吸引绿色投资ꎮ 该项目由吉

尔吉斯斯坦水资源、农业和加工部林业局ꎬ社区发展和投资局ꎬ俄罗斯—吉尔

吉斯斯坦发展基金ꎬ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共同实施ꎬ优先在贾拉拉巴德州、
纳伦州和奥什州开展试点工作ꎮ 据项目规划ꎬ到 ２０３０ 年ꎬ吉尔吉斯斯坦将有

６ ０００ 公顷土地种上树木ꎬ可以净化约 ４００ 万吨的二氧化碳②ꎮ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ꎬ
吉尔吉斯斯坦成立了国家生态与气候委员会ꎬ其前身是紧急情况部下属的国

家环境保护局ꎮ 国家生态与气候委员会独立分管辐射与化学控制、生态环境

控制等领域ꎬ这意味着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由应急处置模式转为长期治理模

式ꎮ 为持续巩固绿色生态治理成果ꎬ生态与气候委员会还积极打造绿色工业

体系ꎮ 在工业回收领域组织绿色服务ꎬ更加重视生产材料回收、水净化、空气

污染控制和废物处理等工作ꎬ倡导及时监测和分析数据ꎬ并就环境和能源问

题提供咨询服务ꎮ 这些举措不仅有效提升了工业环境保护成效ꎬ还创造出许

多可重复使用的产品供下游产业提升产值③ꎮ
(二)持续推动气候治理的区域合作进程

在多边合作方面ꎬ中亚五国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共建中亚知识共享网络(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ꎬ这一计划最早由世界银行提出ꎬ旨在培育

更多的环境治理人才ꎬ促进地方和区域机构的气候从业者就水资源管理、能
源和气候变化等问题进行知识共享ꎮ 该网络至今已汇集了近 ３００ 名中亚专

家ꎬ创建了密集型区域网络和模范实践社区ꎬ为相关机构提供了先进的知识

和技术ꎬ提高了政府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ꎮ 该网络在实践过程中吸纳或衍生

出中亚学术网络、哈萨克斯坦地区跨部门工作组、吉尔吉斯斯坦国家跨部门

工作组和中亚青年水论坛四个分支机构ꎮ 其中ꎬ所吸纳的吉尔吉斯斯坦国家

跨部门工作组向吉政府提交的«２０１６ 年防范泥石流灾害草案»在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２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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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Кыргыз Республикасындагы токойлорго жана жайыттарга климаттык инвестициялар
аркылуу көмүртектин секвестрациясы" долбоору старт алды ｈｔｔｐｓ: / / ａｇｒｏ ｇｏｖ ｋｇ / ｋｇ /
１１６１３ /

Кыргызстандын төрт районунда токойлорго жана жайыттарга климаттык
инвестициялар аркылуу көмүртектин секвестрациясы долбоору боюнча маалыматтык
кампания өттү ｈｔｔｐｓ: / / ａｇｒｏ ｇｏｖ ｋｇ / ｋｇ / １１８０５ /

Концепция зелё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в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е " Кыргызстан －
страна зелё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 ｈｔｔｐｓ: / / ｃｂｄ ｍｉｎｊｕｓｔ ｇｏｖ ｋｇ / ８３１２６ / ｅｄｉｔｉｏｎ / ８９１１９２ / ｒ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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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得到落实ꎬ降低了泥石流灾害产生的负面影响①ꎮ 该工作组还与德国—哈

萨克斯坦大学合作ꎬ选拔高校学生参与水治理技术的研发工作ꎮ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３
年ꎬ中亚五国协同落实«咸海流域气候适应减灾计划»(Ａｒａｌ Ｓｅａ Ｂａｓｉ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ꎬ期望减缓咸海枯竭进程ꎮ 该计划主要

由“气候知识领域的区域服务”“区域气候投资基金” “区域和国家层面的协

调”三个区域项目构成ꎬ为利益攸关方提供气候变化领域最新的知识与数据ꎬ
提供技术援助并创建统一的区域分析平台ꎬ以及提供社区层面的融资渠道ꎮ
该计划向世界银行融资 １ ５００ 万美元ꎬ给塔吉克斯坦融资 ９００ 万美元ꎬ给乌兹

别克斯坦融资 １ ４００ 万美元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ꎬ该计划实施的项目已取得

６０％的用户认可ꎬ扩大融资规模至 ５ ０００ 万美元②ꎮ
同时ꎬ中亚国家气候治理合作的意愿逐渐加强ꎬ积极推行联合项目以应

对气候变化ꎮ ２０１２ 年ꎬ中亚五国关注到区域协同的重要性ꎬ开始尝试发展

“中亚气候智能型经济的综合方法”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 ｍａｒ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项目ꎬ总计投资 １０５ ８４ 万美元ꎬ用以支持中亚国家

气候智能型发展并加强各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能力③ꎮ ２０１４ 年ꎬ中亚国家

联合开发中亚能源效率学习门户 (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ｏｒｔａｌ)网站ꎬ总计投资 １８ 万美元ꎬ用以加强能源效率和气候变化领域的互

动④ꎮ ２０１６ 年ꎬ中亚五国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ꎬ联合制定“中亚可持续

能源计划”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ꎬ总计投入 ３５ ７６ 万美

元ꎬ将发展可再生能源纳入能源发展管理体系⑤ꎮ ２０２０ 年ꎬ中亚五国在原有

—０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Центрально － Азиатская сеть обмена знаниями: Развитие партнерств для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по водным ресурсам и энергетике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ｖｓｅｍｉｒｎｙｊ
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ｒｕ / ｒｅｇｉｏｎ / ｅｃａ / ｂｒｉｅｆ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ａｓｉａ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 ｎｅｔｗｏｒｋ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
ｆｏｒ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ｏｎ － ｗａｔｅｒ － ａｎｄ － ｅｎｅｒｇｙ

Программа по адаптации к изменению климата и смягчению его последствий в
бассейне Аральского моря (ＣＡＭＰ４ＡＳＢ) .ｈｔｔｐｓ: / / ｃａ －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ｏｒｇ / ａｂｏｕｔ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 ｃｌｉｍａｔｅ －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 ａｎｄ －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 ｐｒｏｇｒａｍ － ｆｏｒ － ａｒａｌ － ｓｅａ － ｂａｓｉｎ － ｃａｍｐ４ａｓｂ /

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ｌｉｍａｔｅ －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ꎬ ｈｔｔｐｓ: / /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ｎｅｔ / 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ｃｌｉｍａｔｅ －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ａｓｉａ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ｏｒｔａｌ ｆｏｒ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ＣＡＥＥＬＰ)ꎬｈｔｔｐｓ: / / ｃａ －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ａｂｏｕｔ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 ｅｎｅｒｇｙ －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 ｐｏｒｔａｌ － ｆｏｒ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ａｓｉａ － ｃａｅｅｌｐ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 (ＣＡＳＥＰ)ꎬｈｔｔｐｓ: / / ｃａ －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ａｂｏｕｔ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 ｅｎｅｒｇｙ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 ｉｎ － ｔｈｅ － ｃｅｎｔｒａｌ － ａｓｉａｎ － ｃａｓｅｐ /



吉尔吉斯斯坦气候治理的路径与困境

区域协作的基础上ꎬ尝试与国际组织开展合作ꎮ 中亚五国与联合国欧洲经济

委员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建立了“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森林保护区”ꎬ不
仅完善了可持续森林管理的信息基础ꎬ还开展了全面、准确的森林清查①ꎮ
２０２２ 年ꎬ中亚五国与欧盟联合开展“中亚高技艺青年对话与行动”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ｆｕｌ Ｙｏｕｔｈ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ꎬ投入１ ０７８万美元支持中亚的教

育改革ꎬ健全中亚气候领域人才培养体系②ꎮ ２０２２ 年ꎬ中亚五国与欧洲安全

与合作组织联合发起“全球甲烷”承诺ꎬ以降低灾害风险和提高公众的气候与

环保意识③ꎮ
在双边合作方面ꎬ吉早在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就与哈萨克斯坦签署了关于环境

保护领域合作的协议ꎬ就生态保护、合理利用水资源等达成合作意向④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ꎬ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签署联合声明ꎬ批准“楚河和塔拉斯河

流域战略行动计划”(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ｕ ａｎｄ Ｔａｌａｓ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ｓ)ꎮ 根

据该计划开展跨境水治理工作ꎬ不仅提高了两国流域生态系统的恢复力ꎬ还保障

了流域内 ３００ 万居民的用水安全⑤ꎮ 吉尔吉斯斯坦对吉哈生态与水资源治理合

作成果给予高度认可ꎬ在此基础上ꎬ两国致力于建立州际水道数字监控机制ꎬ以
确保对水文数据、水库流入量和整个流域的取水量进行精准把控ꎮ

１９９２ 年和 １９９８ 年中亚国家先后签署«阿拉木图宣言»和«锡尔河盆地水

资源和能源利用协议»ꎬ规范了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跨境水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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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原则ꎬ即下游国家提供煤炭、天然气和电力ꎬ以换取上游国家的蓄水ꎮ
２０１６ 年米尔济约耶夫执政后ꎬ乌兹别克斯坦开始寻求与吉尔吉斯斯坦建立更

友好的关系ꎬ以解决气候危机下的水资源供应问题ꎮ ２０１７ 年在乌政府的敦促

下ꎬ中亚五国成功签署了«关于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就吉尔吉斯斯

坦贾拉拉巴德州阿拉布卡区奥尔托 －托科伊 /卡桑赛水库的国家间使用问题

的协议»ꎬ激励了中亚国家开展气候治理合作的意愿ꎮ 在此基础上ꎬ２０２１ 年

年初ꎬ吉乌对«吉尔吉斯斯坦奥尔托 － 托科伊水库与乌兹别克斯坦卡桑赛水

库的合作协议»进行了修订ꎬ同意实施以供水换取电力的合作模式①ꎮ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ꎬ乌政府一改以往的反对立场ꎬ支持吉启动小型水电站建设项目ꎬ并积

极投资此类项目ꎬ以确保锡尔河下游的灌溉安全ꎮ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就森林治理合作达成一致意见ꎬ致力于共同

促进两国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ꎬ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
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林业部门代表就森林联合管理经验开展多方

交流ꎮ 在此次交流会上ꎬ吉尔吉斯斯坦向其他中亚国家展示了伊塞克湖的景

观美化工程ꎬ吸引了 ３ ５００ 万索姆的私人投资ꎬ最终借此成功修建了约 ２ ５ 公

里的灌溉渠ꎬ使吉国内近 ２００ 公顷的沙漠化土地得到治理②ꎮ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ꎬ
塔吉克斯坦的林业咨询会、生态协调理事会等部门与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 ６
家林业企业达成协同合作意愿ꎬ标志着吉尔吉斯斯坦森林治理改革再次启

动③ꎮ 此轮改革重在利用创新措施保护生物多样性ꎬ主要由塔吉克斯坦牵

头ꎬ帮助吉尔吉斯斯坦掌握果树混合种植技术ꎮ 吉尔吉斯斯坦还向塔吉克

斯坦寻求牧场保护方案ꎬ积极引进塔吉克斯坦的牧场监测设施ꎬ敦促吉塔

两国牧场专家定期向农牧业部门提供合理建议ꎬ为解决牧场营养流失等问

题提供技术帮助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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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积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

第一ꎬ积极寻求国际社会的援助与支持ꎮ 为提升气候治理成效ꎬ自 １９９２
年正式加入联合国后ꎬ吉尔吉斯斯坦先后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世界气象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等进行合作ꎬ联合开展环境保护工作ꎮ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８ 日ꎬ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代表在比什凯克参加了“气候适应力和性别区域会议”①ꎮ 这次会议

不仅为吉尔吉斯斯坦带来了气候治理知识ꎬ还提议在气候治理中加强女性的

作用ꎮ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指导下ꎬ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制定了«吉尔吉斯

共和国绿色经济发展计划(２０２４ ~ ２０２８ 年)»ꎬ允许妇女参与气候决策ꎮ 作为

项目的一部分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要求其提供的绿色技术必须率先改善农村

妇女的生活条件ꎬ提升基层女性的领导力ꎮ 在该合作框架内ꎬ吉尔吉斯斯坦

涌现出一批女性创业者和草药师②ꎮ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ꎬ吉尔吉斯斯坦发起了“绿
色遗产”全国运动ꎮ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独联体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

三方指导下ꎬ吉于同年 ６ 月开始大规模推广“绿地种植”项目ꎬ每年约种植苗

木 ５００ 万 ~ ６００ 万株ꎬ推动了自然生态系统的修复进程③ꎮ 此外ꎬ吉尔吉斯斯

坦也非常重视与地区组织的气候治理合作ꎮ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１ 日ꎬ吉开始担任独

联体轮值主席国ꎬ侧重于整合独联体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计划ꎬ并在地区

组织中扩大气候治理议程ꎮ
第二ꎬ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开展气候治理合作ꎮ 近年来ꎬ吉尔吉斯斯坦不

断加强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合作ꎬ引入气候治理的先进经验及技术ꎮ 不仅与

世界资源研究所(Ｗｏｒｌ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共同开展温室气体的核算工作ꎬ
还主动加入科学碳目标倡议(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ꎬ与世界自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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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会(Ｗｏｒｌｄ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Ｆｕｎｄ)携手建设低碳示范城市ꎬ探索社区应对气候变化

的创新方案①ꎮ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ꎬ吉尔吉斯斯坦与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Ｇｌｏｂａｌ
Ｇｒｅｅ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实现合作ꎬ主要负责宣传工作ꎬ为后者营造弹性的经济

环境和包容性的社会氛围ꎻ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则主要负责协助吉尔吉斯斯

坦社区发展和投资局完成绿色气候基金的认证ꎬ确保吉绿色债券市场的绿色

气候融资渠道持续畅通②ꎮ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ꎬ在英国援助机构的支持下ꎬ吉尔吉

斯斯坦学生绿色经济公共协会 (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Ｇｒｅ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Ｋｙｒｇｙｚｓｔａｎ)依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

等国的社会公益组织举办了首届“气候变化青年会议”ꎬ为吉尔吉斯斯坦创建

了气候治理的青年网络ꎬ该网络已成为国际青年气候行动的重要组成

部分③ꎮ
第三ꎬ积极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展气候治理合作ꎮ 欧盟早在 ２００９ 年就

关注到中亚国家面临的气候问题ꎬ率先成立了环境和气候变化工作组作为欧

盟中亚政策的重要执行机构ꎬ帮助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解决水

资源管理和气候变化难题ꎮ 为寻求与中亚国家建立更坚实的伙伴关系ꎬ欧盟

于«欧洲绿色协议»中制定了新的欧盟适应气候变化战略ꎮ 在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召

开的欧盟气候变化高级别会议上ꎬ欧盟总结了当前的气候治理形势ꎬ就解决

水、环境和气候变化等相关问题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治理经验④ꎮ 美国从 ２０２２
年开始向吉尔吉斯斯坦的气候治理领域投资ꎬ重点关注吉尔吉斯斯坦水安全

和环境质量改善工作ꎮ 美国国际开发署依托在吉实施的农产品贸易项目ꎬ为
吉农业发展投入 １ ５００ 万美元ꎬ支持妇女、青年和边缘化群体的经济赋权ꎮ 据

美国国际开发署统计ꎬ自 ２０２１ 年以来ꎬ美国已向 １０ 家吉农业公司提供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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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４２５ 万美元的赠款援助ꎬ帮助这些公司提高了 ９２％ 的农业产量ꎬ创造了

２ ６００多个就业岗位①ꎮ 美国还为吉生态环境部门提供气象软件、技术培训和

科研基金等ꎬ以准确预测该国水流入流出的数据ꎬ提高环境数据质量和信息

共享能力ꎬ助力吉建立适应气候变化的农业体系以及加强濒危物种的栖息地

保护②ꎮ
第四ꎬ积极寻求国际金融机构的气候融资渠道ꎮ 吉尔吉斯斯坦制定了

«吉尔吉斯共和国绿色经济发展纲要(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３ 年)»ꎬ期望通过发展绿色

能源、绿色农业和绿色工业等绿色产业ꎬ提高气候适应与减灾能力③ꎮ 由于对

绿色项目的管理能力较差ꎬ国内私营部门不愿提供更多的气候治理资金ꎮ 加之

新冠疫情影响ꎬ政府财政预算捉襟见肘ꎬ难以提供较充足的气候治理资金ꎮ 因

此ꎬ进一步拓宽气候治理的国际融资渠道ꎬ调动更多国际资本支持吉尔吉斯斯

坦绿色经济转型显得至关重要ꎮ 在过去的十年里ꎬ吉尔吉斯斯坦主要向世界银

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寻求气候基金与气候融资ꎬ主要用于提升水力

效能和促进水电系统现代化等ꎮ ２０２０ 年ꎬ吉尔吉斯斯坦从绿色气候基金会获得

了３ ０００万美元的赠款ꎬ用于提高农村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ꎬ该项目为近十

万农村居民提供了清洁能源、灌溉系统和气候信息服务④ꎮ ２０２１ 年ꎬ吉尔吉斯

斯坦与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签订了绿色金融合作协议ꎬ在该中

心的支持下ꎬ吉制定了绿色项目分类目录和环境社会治理标准ꎮ 吉哈还就在

吉尔吉斯斯坦证券交易所发行绿色债券问题进行磋商ꎮ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ꎬ世界银

行执行董事会批准了 “吉尔吉斯共和国可恢复景观修复项目” ( Ｋｙｒｇｙｚ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４ ５００ 万美元的融资方案ꎬ同
意以零息信贷的形式为吉提供气候融资ꎮ 该融资将被用于扩大吉尔吉斯斯

—５１１—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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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ꎬｈｔｔｐｓ: / / ｃｌｉｍａｔｅ － ｌａｗｓ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ｐｒｏｇｒａｍ － ｆｏｒ － ｔｈｅ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ｏｆ － ａ － ｇｒｅｅｎ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ｉｎ － ｔｈｅ － ｋｙｒｇｙｚ －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 ｆｏｒ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３＿９３４ｃ

Ｋｙｒｇｙｚ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ｔｏ Ｂｏｏｓ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Ｓｕｐｐｏｒ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ｅｎ / ｎｅｗｓ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 / ２０２４ / ０４ / ０８ /
ｋｙｒｇｙｚ －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 ｔｏ － ｂｏｏｓｔ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ａｎｄ － ｃｌｉｍａｔｅ －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 ｉｎ －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ｗｉｔｈ －
ｗｏｒｌｄ － ｂａｎｋ － ｓｕｐｐｏ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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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可持续景观管理区域的覆盖范围ꎬ将直接惠及贾拉拉巴德、奥什、伊塞克湖

和纳伦等地区的农村妇女和弱势群体①ꎮ
吉尔吉斯斯坦开展的气候治理国际合作主要涵盖水资源治理、绿色农业

发展、可再生能源开发、性别平等、森林治理以及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落实稀

有动物保护工作等方面ꎮ 其中ꎬ吉政府对水资源治理、农产品外销、可再生能

源开发三个领域给予较大经济支持ꎮ 随着气候治理进程的有效推进ꎬ吉尔吉

斯斯坦各界对开发可再生能源技术、发挥女性在气候治理中的作用、提高青

年气候教育水平与培养可用专业人才的重视程度正不断提高ꎮ ２０２４ 年以来ꎬ
吉为引进风能、核能、有色金属等产业的核心技术ꎬ与中国、欧盟、美国和日本

开展不同领域的开发合作ꎮ 在气候治理工作取得一定成果的基础上ꎬ吉提出

新的长期目标ꎬ即 ２０５０ 年碳中和目标ꎮ 为实现该目标ꎬ吉政府对扩大森林面

积、提高森林的碳净化能力提出较高要求ꎮ

三　 吉尔吉斯斯坦气候治理面临的主要困境

为应对气候变化ꎬ吉尔吉斯斯坦设立相关的气候治理机构ꎬ制定相应的

气候政策ꎬ积极拓展气候融资渠道ꎮ 依靠自身力量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支持ꎬ
吉气候治理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ꎬ但也面临国家气候治理能力较弱、区域气

候治理机制缺乏和大国博弈等困境ꎮ
首先ꎬ吉尔吉斯斯坦的气候治理能力较弱ꎮ 一国气候治理体系的完备程

度决定气候治理能力的强弱ꎬ气候治理能力也制约气候治理体系的建设进

程ꎮ 为改善生态环境ꎬ吉相继出台气候变化“国家适应计划”(ＮＡＰ)和“国家

适应行动方案”(ＮＡＰＡ)ꎬ期望提高国家气候与环境的治理能力②ꎮ 可是该计

划在推行过程中ꎬ依旧沿用了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灌溉系统和基础设施ꎬ陈
旧的设备制约与气候适应政策相关的绿色项目在基层的有效开展ꎬ实际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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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ｔｈｅ Ｋｙｒｇｙｚ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ｅｎ / ｎｅｗｓ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 /
２０２４ / ０２ / ２７ / ｗｏｒｌｄ － ｂａｎｋ －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 ｔｈｅ － ｋｙｒｇｙｚ －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 ｉｎ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ａｎｄ － ｃｌｉｍａｔｅ －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 ａｎｄ －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О Стратегии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по адаптации к изменению климата до
２０２０ года ｈｔｔｐｓ: / /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ｅｎｅｒｇｙ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Ｄｒａｆｔ％ ２０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０ｏｆ％
２０ｔｈｅ％ ２０Ｋｙｒｇｙｚ％ ２０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２０ｏｎ％ ２０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２０ｔｏ％ ２０Ｃｌｉｍａｔｅ％ ２０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ｕｎｔｉｌ％２０２０２０％２０％２８ＲＵ％２９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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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频繁受阻ꎬ也妨碍吉气候治理能力的提升ꎮ 沿用陈旧设备的主要原因在

于政府财政支出不足ꎮ 据吉财政部统计ꎬ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１ 年ꎬ吉环境保护总成本

从每年 ２７ ８ 亿索姆增至每年 ９０ ６ 亿索姆ꎬ增加了 ２２５ ９％ ꎬ远高于适应政策

所带来的财政收益(见表 １)①ꎮ 不完备的气候治理体系也表现为政府立法欠

完善ꎬ气候治理机构之间欠协调ꎬ气候治理体系的网络机制失衡等ꎮ 同时ꎬ顶
层设计与地方政府的行动能力尚不匹配ꎮ 虽然吉政府通过国际社会获取了

较多的气候融资ꎬ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体系ꎬ项目执行情况很不理想ꎮ
据世界银行统计ꎬ吉 ２０２２ 年的廉洁指数位于全球倒数第 ４０ 名②ꎮ 在这样的

社会经济环境下ꎬ最终流向基层用于气候治理的资金较少ꎬ影响了工作成效ꎮ

表 １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１ 年吉尔吉斯斯坦土地与水资源治理的成本与收益

(单位:亿索姆)

年份 成本 收入 盈亏

２０１７ ２７ ８０ １１ ００ － １６ ８０

２０１８ ３ ００ １１ ９０ ＋ ８ ９０

２０１９ ６９ ３０ ２２ ０１ － ４７ ２９

２０２０ ６０ ５０ １５ ５７ － ４４ ９３

２０２１ ９０ ６０ １９ ６９ － ７０ ９１

总计 ２５１ ２０ ８０ １７ － １７１ ０３

资料来 源: Ｋｙｒｇｙｚ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Ｓｔａｆｆ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２０２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Ｖ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Ｄｅｂｔ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ｍｆ ｏｒｇ / ｖｉｅｗ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 ００２ / ２０２４ / ０６４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Ａ００３ － ｅｎ ｘｍｌꎻ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финансов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Отчёт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долге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за ２０２３ год статистика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ｉｎｆｉｎ ｋ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ｐａｇｅ ＝ ２ꎻ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финансов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Доклад о вкладе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ｉｎｆｉｎ ｋ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ｐａｇｅ ＝ ４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ｖｉｅｗｅｒꎻ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финансов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Программа эк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 социальных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ｉｎｆｉｎ ｋ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ｐａｇｅ ＝ ６＃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ｖｉｅｗｅｒ

其次ꎬ中亚区域气候治理合作尚未形成成熟的合作机制与合作平台ꎮ 虽

然吉尔吉斯斯坦与其他中亚国家取得了一些气候治理的区域合作成果ꎬ但是

大多采用双边、三边缔结协议的形式ꎬ缺少覆盖五国的区域气候治理合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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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ꎮ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ꎬ在世界银行的倡导下ꎬ第五届中亚气候变化会议在塔吉克

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ꎮ 国际社会期望中亚五国借助该平台形成较为成熟的

区域合作机制ꎬ但最终并未取得显著成效ꎮ 主要有两方面因素导致中亚区域

气候治理机制难以建立ꎮ 一方面ꎬ中亚国家内部存在资源竞争ꎬ相邻两国常

因水资源问题发生边境冲突ꎻ另一方面ꎬ中亚五国承袭了苏联时期的短期经

济收益思想ꎬ往往以获取短期利益为导向开展合作ꎬ忽略了水资源争夺所带

来的负外部性ꎬ导致中亚国家难以建立具备复原力的生态环境ꎬ农业的可持

续发展也很难在短期内实现①ꎮ 此外ꎬ中亚国家对气候性人口迁移的重新安

置缺乏科学系统的规划ꎮ 吉塔两国每年约有 ３ 万人因气候影响而被迫搬

迁②ꎬ但政府却并未将气候迁移人口的安置问题纳入气候适应政策的考量范

围ꎬ当地的社区机构承受了安置工作带来的较大压力ꎮ 长此以往ꎬ民众关于

国家无力应对气候变化的消极认知被不断强化ꎬ这将对中亚各国的公信力与

政治稳定造成负面影响ꎮ 由此可见ꎬ中亚地区气候变化预计将会持续破坏该

地区的水流、农业产量和社会经济政治稳定③ꎮ
再次ꎬ吉尔吉斯斯坦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容易受到国际合作不公

平现象的影响ꎮ 吉气候治理资金主要依靠外部供给ꎬ而许多国家向吉实施气

候援助旨在获取该国资源的开发权ꎮ 近年来ꎬ由于在气候治理领域存在资金

和技术短缺、创新能力较弱等问题ꎬ吉更多选择引进大量的外部资金来推动

绿色经济转型ꎮ 但英国、法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向吉尔吉斯斯坦提供绿色

资金援助时ꎬ对吉绿色金融市场的建设问题并不关心ꎮ 美国甚至还利用吉尔

吉斯斯坦缺乏绿色金融标准、激励机制和产品体系等为契机ꎬ以帮助吉建设

绿色金融体系的名义推动美国私营企业扩大在吉金融市场占有的空间和影

响力ꎮ 美国也借此对吉企业开展金融清算ꎬ从而掌握吉绿色企业的最新发展

动向ꎬ以便争取与吉就有价值的气候治理项目达成优先融资的协议ꎮ 同样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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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吉斯斯坦气候治理的路径与困境

欧盟在给予吉尔吉斯斯坦气候援助时ꎬ曾多次干涉中亚国家内部事务ꎬ谴责

中亚国家的水资源争端ꎬ称其是激化中亚地区冲突的主要原因ꎮ 欧盟以维护

吉塔边境安全为由ꎬ通过中亚投资基金(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向
吉尔吉斯斯坦拨款 ５ ０００ 万欧元ꎬ用于满足吉水利部门急需的基础设施建设

和修复需求①ꎮ 欧盟还倡导在吉建设小型水电站ꎬ以促进中亚地区绿色可持

续发展ꎬ并依托欧盟—中亚高级别会议扩大欧盟对中亚绿色经济的影响力ꎮ
但是ꎬ欧盟在中亚推进绿色项目的过程中往往附加政治条件ꎬ试图在中亚地

区推行欧盟的一体化理念和价值观ꎮ 欧盟优先选择吉尔吉斯斯坦作为气候

援助对象ꎬ主要原因在于该国是中亚国家中对欧洲民主理念排斥度较低的国

家ꎮ 作为发展中国家ꎬ吉尔吉斯斯坦在参与国际气候合作时所掌握的话语权

较少ꎬ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制定气候治理规则时并未充分考虑吉作为中小国家

的切身利益与需求ꎮ 当前ꎬ空气污染已成为吉面临的主要环境威胁之一ꎬ但
国际社会并未就空气污染问题给予吉相关的治理援助ꎬ因为欧美国家始终认

为吉国内空气污染并不会影响全球的空气质量②ꎮ
最后ꎬ大国博弈导致吉尔吉斯斯坦在气候治理领域面临较大的压力ꎮ 随

着中亚地区地缘重要性日益突显ꎬ欧盟和美国先后于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１１ 月与中

亚五国举办“Ｃ５ ＋ １”会议ꎬ就中亚国家感兴趣的气候治理、能源安全和矿产

开发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ꎬ以增强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ꎮ 虽然欧盟和美国

都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倡导者ꎬ但双方在气候政策目标、气候治理工具和

气候治理规范等方面存在一些分歧ꎮ 欧盟对吉尔吉斯斯坦的气候援助主要

考虑气候治理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ꎬ而美国则主要考虑短期内的气候治理是

否解决现存的气候问题ꎬ以及所涉及的气候治理收益是否高于成本ꎮ 吉尔吉

斯斯坦渴望向美国求助ꎬ以改变气候治理资金入不敷出的现状ꎬ但又迫切需

要引进欧洲的气候治理技术ꎬ以促进环境的可持续发展ꎮ 其中存在的差异与

矛盾导致吉尔吉斯斯坦在与欧盟和美国开展气候合作时产生竞争和摩擦ꎮ
例如ꎬ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旨在对从碳排放限制相对宽松的国家和地区进

口的部分产品征税ꎬ以确保欧盟的碳中和目标和产业竞争力ꎮ 这一机制可能

给吉尔吉斯斯坦对美国出口造成负面影响ꎬ引发贸易争端和反制措施ꎮ 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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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气候援助更多是对吉国内企业出口产品的关税进行抵免和补贴ꎬ以推动

吉绿色产业发展ꎮ 这一做法无形中对欧盟驻吉尔吉斯斯坦的企业施加了不

公平的竞争压力ꎬ引发欧洲产业的转移和投资流失ꎮ

结　 语

吉尔吉斯斯坦秉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ꎬ以促进国家绿色发展为目标ꎬ
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ꎮ 开展气候治理已成为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发展战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吉尔吉斯斯坦维护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巴
黎协定»为核心的国际气候治理体系ꎬ积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ꎬ寻
求与中亚各国开展绿色区域合作ꎬ加强与周边大国的气候合作ꎮ 整体而言ꎬ
吉尔吉斯斯坦气候治理工作主要依靠国际组织和大国支持加以推动ꎮ 近三

年来ꎬ吉政府对内完善气候治理政策ꎬ对外加强国际合作力度ꎬ推动本国在气

候治理方面取得显著成果ꎬ不仅实施了可再生能源项目ꎬ加强了环境监测体

系建设ꎬ还制定了严格的环境法规加以管控ꎮ 在合作重点方面ꎬ吉尔吉斯斯

坦不仅关注资源分配问题ꎬ而且关注提升水资源的开发效率ꎮ 在治理思路方

面ꎬ吉尔吉斯斯坦转变了先污染后治理的治理理念ꎬ转而寻求从根源上防止

污染ꎬ倡导防范为主、治理为辅的气候治理理念ꎮ 在国际合作过程中ꎬ吉尔吉

斯斯坦在寻求资金援助的同时ꎬ也寻求核心技术、配套的基础设施等方面的

支持ꎮ 然而ꎬ吉尔吉斯斯坦在气候治理过程中仍面临一些困境ꎮ 在合作机制

方面ꎬ因水资源与边境问题的矛盾和冲突ꎬ中亚国家在气候治理合作领域难

以形成合力ꎬ导致该地区气候治理缺乏稳定的合作机制ꎮ 此外ꎬ美西方国家

给予吉尔吉斯斯坦的气候援助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其自身的战略需求ꎬ与吉的

核心诉求并不完全契合ꎮ 对于中国而言ꎬ关注吉尔吉斯斯坦气候治理的路径

和困境ꎬ明确吉开展气候治理国际合作的真正诉求ꎬ根据其气候治理的需要

给予契合的援助ꎬ将有效提升中吉气候治理合作的效率与效益ꎮ 当前及未

来ꎬ中吉可在太阳能发电、核能开发、铀矿开采、生态修复、防震减灾等领域探

索技术援助、气候融资与人才培养等合作新路径ꎬ这将有助于深化“绿色丝绸

之路”的建设ꎬ推动中国与中亚国家开展广泛的绿色经济转型合作ꎮ
(责任编辑:于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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