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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气候正义与国际法之间的关系入手，深入探讨了联合国气候变化缔约方会议制度，剖析了《哥
本哈根协议》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制度史上的意义，指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未来重构的发
展方向，提出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最终制度安排应建立在科学悖论的理念之上。并在深入考察了工业
革命中能源变革的意义、英国能源法中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安排，以及欧盟、美国、俄罗斯现行能源
法律与政策之后，提出各国新能源战略的法律构架将是未来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策略和愿景
规划。基于以上考虑，中国未来将安全低碳作为国家能源战略体系核心目标的制度建设，实现应对气
候变化与能源转型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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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红，山西太原人。法学博士。山西法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国际法学会理事等职
。美国爱荷华大学法学院、英国邓迪大学能源、矿产和石油法律与政策中心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
为现代国际法、比较能源法、气候变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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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第一章气候正义与国际法
一、有真正的气候正义吗
二、气候变化谈判的本质——权力的合法性
（一）权力是气候变化谈判的轴心
（二）合法性是气候变化谈判的目标取向
三、国际法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
（一）国际气候制度的选择过程——理性选择理论和交往行为理论的分析
（二）国际气候制度的治理过程——自由秩序理论的分析
第二章国际气候变化法中的缔约方会议制度
一、国际气候制度中缔约方会议的演变
（一）国际气候制度缔约方会议的产生
（二）国际气候制度缔约方会议的后续发展
二、国际气候制度中缔约方会议的法律地位
（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关于缔约方会议的法律规定
（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的法律行为
三、国际气候制度中缔约方会议的影响
（一）对条约法的发展
（二）对国际气候秩序重构
（三）从蒙特利尔模式向GATT
（四）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
四、中国的选择
五、余论
第三章“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挑战与重构困难性
一、国际气候制度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新发展
二、当前“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各种设计版本
（一）人均排放理论
（二）单位GDP排放理论
（三）创建附件三国家理论
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重构的困难性
四、“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重构的发展方向
五、余论：中国的选择
第四章气候变化谈判进程中的《哥本哈根协议》
一、《哥本哈根协议》的背景及其主要内容
二、《哥本哈根协议》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进程中的地位
三、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进程中的战略选择
第五章科学悖论与制度预设：气候变化的
立法旨归
一、科学悖论在科学进步中的意义
二、制度预设对科学悖论的影响
（一）制度预设对科学悖论影响的科学史考证
（二）蕴含科学悖论的法律预设进路
三、气候变化科学中的悖论问题
四、气候变化立法中的制度预设
五、结语
第六章能源立法与经济转型：以英国工业革命缘起为中心
一、能源变革在引发英国工业革命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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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发英国工业革命的能源立法及其意义
（一）煤炭禁令的失效
（二）自由开采的能源立法
（三）能源立法在引发英国工业革命中的意义
三、能源立法在当前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定位
（一）必须建立起“经济转型是一个二元结构”的前提
（二）能源立法的制度性优化是经济转型的关键
第七章社会秩序规则二元观与新能源立法的制度性设计
第八章英国能源法的变革：以新能源为主的战略选择
第九章英国低碳能源法律政策的演变、特点及其启示
第十章 美国（2007年能源自主和安全法》中的能源变革
第十一章俄罗斯能源民族主义的法律路径
第十二章欧盟能源安全的困境及其出路
第十三章 安全低碳：中国能源战略法律体系的核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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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每一部分都有“中国要怎么办”。适合写报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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