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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加纳作为西非具有代表性的中低收入国家， 经济结构高

度依赖农业、 林业及自然资源出口， 其生产系统和社会经济发展极易受

到气候变化的多维度影响。 自 １９９６ 年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以来，
加纳构建了以 《国家气候变化适应战略》 和 《国家气候变化政策》 为

核心的气候治理框架， 系统推进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的双重目标。 本文

通过分析加纳在气候变化背景下面临的温度上升、 降水模式改变及极端

气候事件频发等挑战， 重点评估其在智慧农业转型、 水资源综合管理和

林业保护与恢复等重点领域的创新性政策实践及成效。 研究表明， 加纳

通过建立 “政策—技术—社区” 三位一体的治理模式， 在气候适应领

域取得显著进展， 但同时面临气候政策法律化不足、 融资机制不健全、
多层级协同治理困难及社区气候风险意识薄弱等结构性挑战。 本文进一

步探讨中国与加纳在 “一带一路” 框架下围绕清洁能源开发、 绿色基

础设施建设及气候投融资等领域构建的多层次合作机制， 为发展中国家

推进气候适应与南南合作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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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气候变化议题在全球发展讨论中备受瞩目。 燃烧化石燃料、 砍伐森

林、 饲养牲畜等人类活动所排放的温室气体 （ＧＨＧ） 导致全球气温升高， 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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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一系列极端气候事件。 日益频繁的洪水、 干旱、 极端高温、 森林火灾等灾害

事件， 凸显了气候变化作为全球性挑战的紧迫性。 气候变化不仅影响不同生态系

统的稳定性， 还进一步影响其为社会提供的服务， 尤其是那些经济高度依赖自然

资源的发展中国家， 气候变化带来的发展困境更为严峻。
加纳作为一个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经济高度依赖农业、 林业和自然资源

的出口， 多个经济部门都直接受气候条件的影响。 例如该国 ８０％ 以上的农业生

产依赖降雨而非灌溉系统， 而气候变化导致降雨模式改变， 降雨时间的提前或延

后、 降雨强度的波动都会对作物造成破坏，① 进而导致农业产量下降， 威胁粮食

安全， 并对加纳整体经济发展构成重大挑战。
尽管加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微乎其微， 但它却是受气候变化负面冲击影响

的脆弱国家之一。 因此， 即使面临发展压力， 加纳依然在国家发展政策中将气

候变化适应列为优先行动领域。 自 １９９６ 年以来， 加纳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先后签署并批准了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京都议定书》 和 《巴黎协

定》， 并按时参加缔约方大会， 将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的核心原则和

目标纳入国家发展计划， 为实现全球气候目标作出与其国情相符的贡献。 然

而， 由于气候治理的延迟效应， 气候变化仍给加纳带来诸多不确定性， 加纳需

要制定并实施更为系统、 有效的气候适应政策与措施， 以增强面对气候变化的

韧性。

气候变化对加纳的影响

在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气温持续升高和降水模式异常变化影响下， 加纳正面

临洪水、 干旱等极端气候事件频率增加的多重系统性风险， 加纳的农业生态系统

与公共卫生体系脆弱性日益凸显。 洪水和干旱不仅破坏了基础设施， 还导致农作

物减产， 严重影响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村社区生计安全； 水资源短缺与污染问题日

益严重， 对人类健康造成不利影响； 气候变化还导致森林生态系统退化， 影响碳

储存与碳循环能力， 进而引发一系列生态与经济问题。
加纳地处西非沿海、 临近赤道， 这一地理位置使其气候系统深受西非季风的

调节影响， 气候也呈现出多变的特点。 自 １９６０ 年以来， 加纳的气候变化趋势显

著， 主要体现在气温上升和降水模式的改变。 从气温变化来看， 加纳的平均气温

·８８·

① 《加纳农业市场规模和份额分析———增长趋势和预测 （２０２４—２０２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ｒｄｏｒ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ｃｏｍ ／ ｚｈ － ＣＮ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ｉｎ － ｇｈａｎａ，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５，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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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上升约 １℃， 平均每十年上升 ０. ２１℃， 数据显示， 加纳中部和北部地区的升温

速率明显高于其他区域。① 这一趋势伴随着更频繁的极端高温事件， 对农业生

产和人类健康造成显著影响。 与此同时， 加纳的降水量经历了显著的年际和代

际波动， 长期气象记录表明， 加纳全年累积降雨量平均每十年下降 ２. ４％ 。②

具体而言， 中部地区的十年降雨量呈下降趋势， 而北部和南部则出现了更强、
更集中的降雨， 这表明雨季的降雨将更加不稳定且强度更大。 此外， 旱季的降

雨量减少， 干旱期可能延长， 这一现象在北部地区尤为明显。 总的来看， 加纳

的气温将持续上升， 极端高温事件和干旱的频率增加， 而降水的不稳定性会进

一步导致洪水和干旱期延长， 这些变化不仅威胁粮食安全和水资源供应， 还可

能对生态系统和社会福祉产生连锁反应。 随着气候变化对温度和降水模式的影

响越来越大， 许多研究预测加纳经济产出会受到冲击。③ 气候模型预测显示，
到 ２０３０ 年， 气候变化影响将使加纳有 ４０ 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到 ２０５０ 年，
人均 ＧＤＰ 减少 ６. ５％—１１. ４％ ， 在最极端的情况下， 人均 ＧＤＰ 的下降可能高达

３５. ５％—４６. ２％ 。④

首先， 在农业领域， 农业产量下降可能导致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问题， 甚至

引发饥荒， 给加纳带来极大的经济损失。 科学研究表明， 降雨模式变化不仅减少

了有效降水量， 还缩短了农作物的适宜生长期， 农业管理实践中轮作系统不足和

土壤管理不善等造成农田荒漠化， 进一步制约农业生产潜力， 加纳北方地区约每

五年就会出现一次作物歉收的情况。⑤

其次， 为满足经济发展需求而扩大的农业用地， 木材开采和矿产资源开发活

动， 加速了加纳森林覆盖面积持续减少， 这直接威胁到加纳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

性， 加剧了北部和西部地区的荒漠化问题。 森林退化还对加纳的碳排放产生重大

影响， 据估算加纳在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间由于毁林和森林退化所产生的年平均排放

量高达 ６１２０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⑥ 加剧了全球温室效应， 形成气候化与森林退

化之间的负反馈循环。 此外， 水资源短缺将导致水资源压力加大， 预计到世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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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Ｖｏｌ. １２６，２０２０，ｐ. １２６.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Ｒｉｓｋ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Ｇｈａｎａ，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２０２１，ｐ. １５.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Ｇｈａｎａ，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２０２０，ｐｐ. ５２ －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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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加纳的干旱状况将加剧， 水资源压力将增加； 到世纪末， 加纳可能会出现严

重干旱和缺水状况。 加上人口增长、 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压力增加， 约 ２５％
的人口无法获得清洁用水， 水的数量和质量下降将严重影响农业、 工业和人类生

活。① 同时， 全球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 海岸侵蚀加剧， 西部沿海地区的低洼土

地和沿海社区面临被淹没的风险。 最后， 在高排放情景下， 到 ２０６０ 年代， 每年

危险高温天数预计将增加到 １４０ 天， 占全年的 １ ／ ３ 以上。② 这样的高温条件将导

致疾病发病率增加， 恶化公共健康状况； 同时， 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

将加大城市及其服务的压力， 这种气候移民现象可能引发社会冲突和安全问题，
加剧与排斥、 治理和贫困有关的既有压力。

综上所述， 气温升高、 降雨模式不稳定所带来的气候异常变化对加纳的粮食

和水资源安全、 人类居住环境及生态系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而， 通过构建气候

韧性经济体系和绿色发展模式， 加纳也有望从气候变化中捕捉到新的发展机遇。
面对这些挑战与机遇， 加纳需要制定综合性、 前瞻性的气候适应与减缓战略， 以

保障国家长期发展与社会经济稳定。

加纳气候治理的政策框架与国际角色

加纳在国家发展政策中将气候变化适应政策列为优先行动领域， 以 《国家气

候变化适应战略》 与 《国家气候变化政策》 为核心政策框架， 明确了适应与减

缓气候变化的双重目标， 推动农业、 水资源和能源转型等关键领域实现气候适应

性发展与低碳转型； 同时加纳积极参与国际气候治理体系， 通过区域与国际合作

提升气候适应能力， 并定期提交国家自主贡献清单， 制定详细的政策行动方案，
致力于在未来十年通过系统性的适应与减缓措施， 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与温室气

体排放强度降低的双重目标。

（一） 国家气候变化政策： 适应与减缓的综合战略

加纳现在正处于一个转折点———经济现代化进程仍是国家发展的必然要求，
但传统发展模式往往伴随碳排放增加， 然而这种增长模式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又可能对加纳的长期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由此形成经济发展与环境可持续之间的

结构性矛盾。 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 这一矛盾变得更加突出， 但同时为加纳带来

·０９·

①
②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Ｒｉｓｋ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Ｇｈａｎａ，ｐｐ. １８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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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ｕｍａｎ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ｆｒａｍ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Ｇｈａｎ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０１９，ｐｐ. ６ － １８.



加纳气候适应政策的探索与实践

新的转型与发展机遇。
在这一背景下， ２０１２ 年加纳正式发布 《国家气候变化适应战略》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ＮＣＣＡＳ）， 旨在增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能

力， 构建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复原力； 具体目标包括提高社会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和

准备、 将气候变化纳入国家发展主流等。① ＮＣＣＡＳ 战略文件深入且系统地分析了

气候变化对加纳社会、 经济及环境可能产生的广泛影响， 并据此精心规划了一系

列优先行动领域， 这些领域覆盖生计保障、 能源转型、 农业发展等多个关键方

面， 旨在通过具体而有效的措施来减轻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ＮＣＣＡＳ 还着

重强调监测、 评估与反馈机制的重要性。 在国家层面， 战略的实施由环境、 科学

和技术部主导， 同时汇聚了国家气候变化委员会等多部门协同参与， 以确保各项

政策和措施能够精准对接实际需求； 在次国家层面， 则明确了地区、 社区各级机

构的具体职责， 通过细化任务分工， 确保战略的有效落地和执行； 在民间层面，
民间社会组织能够提供来自基层的宝贵信息和反馈， 还能为气候适应行动带来新

的视角和创意， 为整个战略体系的持续优化和改进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数据支

持。② 总体而言， ＮＣＣＡＳ 为加纳的气候适应行动提供了全面的政策框架和实践

指导。
另一份战略文件 《国家气候变化政策》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ｏｌｉｃｙ，ＮＣＣＰ）

是加纳气候治理的核心文件。 在加纳国家中长期可持续发展规划体系框架内，
ＮＣＣＰ 为气候变化和灾害风险管理提供了战略方向和制度框架， 强调承诺、 准备

和决心减轻与气候有关的困难， 并展望绿色经济。③ ＮＣＣＰ 确定了十个重点领域，
即发展适应气候变化的农业和粮食安全系统； 建设适应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 增

强脆弱社区对气候相关风险的抵御能力； 增加碳汇； 改善陆地、 水生和海洋生态

系统的管理和复原力； 应对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尽量减少气候变化对获

得水和卫生设施的影响； 解决气候变化中的性别问题； 应对气候变化与移民问

题； 尽量减少 ＧＨＧ 排放。④ 该文件考虑到加纳当前的社会经济背景， 通过制定

应对加纳气候变化挑战和机遇的具体方案为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提供了明确的

途径。
自 《国家气候变化适应战略》 和 《国家气候变化政策》 实施以来， 各级政

·１９·

①

②
③
④

Ｇｈａ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ＮＣＣＡＳ），ＵＮＤＰ，２０１３，ｐｐ. １ －４，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 ｕｎｄｐ.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ｇｈａｎ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ｎｃｃａｓ. 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０，２０２４.
Ｇｈａ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ＮＣＣＡＳ），ｐ. ２０.
Ｇｈａｎ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ｏｌｉｃｙ（ＮＣＣＰ），ｐ. １.
Ｉｂｉｄ. ，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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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将政策优先领域转化为具体行动方案， 并有效融入国家和地方的发展规划体

系。 此外， 加纳政府还推出一系列配套政策举措， 围绕适应、 减缓战略的核心理

念展开应对工作。 表 １ 概览了加纳在气候适应与减缓领域所采取的一系列项目举

措， 涵盖气候技术与创新、 水资源管理与农业适应、 农业部门投资促进、 森林保

护与可持续发展、 社区资源管理与生态保护， 以及土地与水资源管理等关键领

域。 这些项目旨在通过多途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增强社会与生态系统的气候韧

性， 以及提升国家整体的气候适应与治理能力， 同时推动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可持

续发展， 共同构建更加绿色、 韧性的未来。

表 １　 政策相关的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项目①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合作参与方

加 纳 气 候 创 新 中 心 项 目
（ＧＣＩＣ）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加纳气候创新中心项目是一个成功的气候融
资案例。 这个 １７２０ 万美元的项目支持企业家
和中小型企业参与开发适合当地的气候变化
解决方案， 同时增加气候技术部门的商业
活动。

世界银行、 阿什西
大学

非洲妇女平权筹资行动方
案： 资助加纳适应气候变化
的 农 业 做 法 （ ＡＦＡＷＡ ）
（２０１９—２０２４）

该项目的目标是增强气候脆弱的 ＮＳＥＺ 妇女团
体参与低排放气候的能力适应性强的农业实
践。 该项目向妇女领导的企业和农民协会提
供优惠贷款和技术援助。

非洲开发银行、 绿
色气候资金、 财政
部、 外交部

加纳森林投资计划 （ＧＦＩＰ）
（２０１５—２０２３）

加纳森林投资计划是一个耗资 ５０００ｗ 的气候
融资项目， 旨在通过改善森林管理和减少森
林退化， 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主要活动
是 （１） 与社区一起改善森林和景观管理；
（２） 实施机构改革， 加强政策； （３） 加强可
可森林的树木和农林实践； （４） 对 ＲＥＤＤ ＋
和种植园进行保留地投资。

世界银行、 ＭＬＮＲ ／
ＦＣ （ 野 生 动 物 部
门）

加纳可可林 ＲＥＤＤ ＋ 方案
（ＧＣＦＲＰ） （２０１９—２０２５）

是加纳与世界银行森林碳伙伴关系基金合作
开展的一个重要项目。 ＧＣＦＲＰ 的总价值超过
２. ３ 亿美元， 是世界上第一个基于商品的减排
计划。 ＧＣＦＲＰ 覆盖 ５９０ 万公顷的高森林区，
主要采取以下活动： （１） 机构协调和监测；
（２） 景观层面的土地使用规划； （３） 气候智
能型可可生产； （４） 风险管理和融资； （５）
立法和政策改革。

世界银行、 ＭＬＮＲ ／
ＦＣ、 外交部、 加纳
可可协会、 世界银
行森林碳伙伴关系
基金

·２９·

①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Ｇｈａｎａ，ｐｐ. ５２ － ６４，ｐｐ. １１２ － 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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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合作参与方

可 可 与 森 林 倡 议 （ ＣＦＩ ）
（２０１９—　 ）

３０ 多家可可和巧克力行业公司与加纳政府合
作， 承诺建立一个来自加纳和科特迪瓦的不
毁林供应链。 主要行动侧重于森林保护和恢
复、 可持续可可生产和农民生计以及社区参
与和社会包容。 ＣＦＩ 旨在与巴黎气候协定和
ＧＣＦＲＰ 保持一致。

世界 可 可 基 金 会
“荷兰可持续贸易
倡议”、 世界银行、
ＭＬＮＲ ／ ＦＣ、 外 交
部、 加纳可可协会

加 纳 农 业 部 门 投 资 方 案
（ＧＡＳＩＰ） （２０１４—２０２１）

ＧＡＳＩＰ 是一个涉及气候适应和减缓的多方位
项目， 旨在扩大对私营部门主导的扶贫农业
价值链发展的投资。 该项目建立在四个战略
轴心上： （１） 将小农与农业企业联系起来，
以促进有利于穷人的增长； （２） 在全国推广
成功的价值链投资办法； （３） 在北部地区推
广应对气候变化的办法， 并将其纳入主流，
通过小农农业适应方案提供资金； （４） 知识
管理、 干预办法的协调和政策优化。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会 （ＩＦＡＤ）、 外交部

加纳商业农业项目 （２０１２—
２０２０）

这个１. ５亿美元的项目 （其中包括 ５０００ 万美元的
额外融资） 的目标是在选定的项目干预地区 （阿
克拉平原和萨凡纳加速发展管理区） 提高小农和
核心农场的农业生产力。

世界银行、 外交部

　 　 资料来源：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Ｇｈａｎａ，ｐｐ. ５２ － ６４，ｐｐ. １１２ － １３８.

加纳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 制定了总体气候治理方针作为顶层设计， 采

取全面多元的政策项目帮助落实推进， 这些举措涵盖从技术创新到社区资源管

理、 从农业适应到森林保护的广泛领域。 这些政策不仅帮助加纳增强了国家的气

候适应能力， 还促进了经济增长、 社会包容和可持续发展。 通过这些努力， 加纳

正在逐步实现其在 《巴黎协定》 下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同时为全球气候变化

行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二） 区域与国际合作： 协同应对全球气候挑战

全球社会正将气候变化应对与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 在挑战中寻求转型发展

机遇。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评估报告证实了这一发展视角， 强调需

要将温室气体减排纳入社会发展轨迹①。 在此背景下， 加纳积极行动， 力图在气

候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作为非洲联盟的重要成员， 加纳积极参与推进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的区域

合作， 同时致力于提升本国在气候变化减缓与适应领域的区域影响力， 因此在更

·３９·

① 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ＰＣＣ），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２１：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ａｓｉ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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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家自主贡献时， 加纳接受非洲联盟的目标并与新的政策变化保持一致， 以实

现 “通过促进经济增长， 气候保护和空气质量效益， 青年和妇女赋权以及未来十

年及以后的社会包容来实现弹性和低碳社会”①。 在具体行动上， 以非洲绿色长

城倡议 （ＡＧＷＩ） 为例， 加纳自 ２０１２ 年加入该倡议以来， 与非盟密切合作， 积

极应对北部地区的土地退化和荒漠化问题。 通过绿色气候基金 （ＧＣＦ）、 全球环

境基金 （ＧＥＦ） 和非洲开发银行 （ＡｆＤＢ） 等国际支持， 加纳获得总计约 １８００ 万

美元的资金援助，② 用于土地恢复、 植树造林和气候适应项目。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加纳已恢复 ６２. ８ 万公顷土地， 每年减少约 ５００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③ 显著

提升了森林覆盖率和生态环境质量。 加纳还通过非盟平台积极参与区域合作， 与

其他 ＡＧＷＩ 参与国 （如尼日利亚、 布基纳法索） 合作， 分享经验和技术， 推动

区域可持续发展； 同时参与 ＡＧＷＩ 的年度会议和评估并提交两份政策建议报告，
被非盟采用并纳入区域政策框架， 为区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建议。 这些努力

不仅增强了加纳的气候适应能力， 也为非洲大陆的可持续发展树立了典范。
此外， 加纳积极投身于将气候政策融入国家规划主流的各类国际合作之中，

具体举措详列于下表。 该国不仅加入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清洁发展机

制的西非区域合作中心， 还依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ＵＮＦＣＣＣ） 秘书处的

资金支持， 深度参与西非温室气体 （ＧＨＧ） 清单项目。 加纳更是作为非洲集团

的代表， 在区域及次区域层面的气候变化谈判舞台上发挥着积极作用， 特别是在

技术转移、 减少发展中国家因毁林和森林退化造成的碳排放 （ＲＥＤＤ ＋ ） 以及气

候变化适应等领域， 为非洲集团作出重要贡献。

表 ２　 加纳气候治理的国际角色④

区域层面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清洁发展机制西非区域合作中心
西非经共体可再生能源与能源效率中心 （ＥＣＲＥＥＥ）
西非天然气管道公司
西非可持续温室气体清单

非洲层面
参加非洲环境部长级会议 （ＡＭＣＥＮ）
非洲谈判小组 （ＡＧＮ）
非洲气候政策中心 （ＡＣＰＣ）

国际层面
ＵＮＦＣＣＣ 与气候变化谈判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ＩＰＣＣ）

　 　 资料来源： Ｇｈａｎａ’ ｓ Ｔｈｉｒ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ＦＣＣＣ，ｐ.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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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ｇｅｎｄａ ２０６３：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 Ｗｅ Ｗａｎｔ，２０１５.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Ｇｒｅａｔ Ｇｒｅｅｎ Ｗａｌｌ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２，ＵＮＣＣＤ，２０２２，ｐｐ. １１１ － １１９.
Ｇｈａｎａ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ＭＥＳＴＩ）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１.
Ｇｈａｎａ’ｓ Ｔｈｉｒ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ＦＣＣＣ，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ｐ.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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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气候合作方面， 加纳政府一直积极融入国际气候治理体系。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 加纳在里约热内卢签署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加入国际社会气候治

理进程。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加纳议会通过决议批准 《京都议定书》，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正

式成为该议定书的缔约方。① ２０１６ 年， 加纳加入 《巴黎协定》 并开始向 《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提交国家自主贡献清单， 也是少数定期提交国家清单报告

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２０２４ 年加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上升至 ２４ ＭｔＣＯ２ｅ， 较去年增

长约为 １. ６％ 。② 这一增长趋势促使加纳政府重新审视其气候治理策略， 同时把

握国际社会倡导的低碳发展转型机遇， 于是加纳考虑到自身的特殊情况后更新

和加强其在 《巴黎协定》 下 ２０２０—２０３０ 年的国家自主贡献 （ＮＤＣ）， 制定了国

家自主贡献发展战略。 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 加纳在 １０ 个优先领域制定了

１９ 项政策行动，③ 以便在下一个十年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１９ 项政策行动还

可以转化为 １３ 项适应行动方案和 ３４ 项缓解行动方案， 最大限度地发挥适应与

经济多样化之间的协同作用， 从而产生缓解的共同效益， 预计到 ２０３０ 年， 实

施 １９ 项政策行动将为 ３８００ 多万人建立抗灾能力， 减少 ６８. ２ＭｔＣＯ２ｅ 的 ＧＨＧ 排

放量，④ 创造 １００ 多万个就业机会， 避免 ２９００ 人因改善空气质量而死亡⑤。 通过

这些战略与合作， 加纳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 正逐渐实现其全球气候行动

中的承诺。
自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以来， 加纳在履行多边环境协定义务方面取得实质

性进展。 加纳不断探索创新气候解决方案， 并努力发挥区域气候行动引领者的积

极作用， 这些行动与加纳的国家气候变化适应战略 （ＮＣＣＡＳ）、 国家气候政策

（ＮＣＣＰ） 一起， 为加纳气候治理提供指导和平台。 通过这些战略与合作， 加纳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 正逐步将其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 为全球气候治理贡

献加纳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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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纳适应气候变化重点领域政策行动分析

气候变化对加纳各个经济领域造成巨大挑战， 对此加纳制定和实施一系列

政策与行动方案， 以提升国家的气候韧性， 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本节

将系统评估加纳在重点领域内的适应性政策实践及其效果， 分析其如何通过多

边合作、 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等综合途径， 构建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韧性

体系。

（一） 农业适应性转型： 智慧农业策略下的气候韧性提升

加纳作为西非重要的农业生产国， 农业在其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 然

而， 气候变化对加纳农业的威胁日益加剧， 尤其是北部地区的粮食作物生产面临

严峻挑战。① 为应对气候变化对农业的负面影响， 加纳政府积极推动智慧型农业

项目的发展。 这些项目旨在减少农民因气候因素导致的产量损失， 并将适应气候

变化的实践纳入国家农业政策体系。
以加纳的主要农产品可可为例， 过去可可产量增长主要依赖于种植面积扩

大， 这种粗放模式导致严重的环境问题。 据统计， １９８８—２００７ 年， 西非地区因

可可种植损失了 ２３０ 万公顷森林。② 为改变这一不可持续的经营模式， 加纳政府

在智慧型农业项目指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 加纳政府通过建立农民田间

学校、 农民协会和社区组织， 加强对农民的技术培训和能力建设。 农民接受气候

智能型农业培训， 以提升其应对气候变化的复原力和适应能力。 这些培训不仅提

高了农民的专业技能， 还有助于智慧型农业实践在更广泛的地区范围内推广， 惠

及更多农民。 其次， 加纳农业部通过推广气候智能型农业技术， 推动可可种植可

持续发展， 具体措施包括选育优良品种、 开发抗黑荚病的改良品种、 更换老化树

种等。③ 例如， 加纳政府通过林木作物发展局和加纳可可委员会与世界银行合

作， 实施了加纳林木作物多样化项目 （Ｇｈａｎａ Ｔｒｅｅ Ｃｒｏｐ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ＧＴＣＤＰ）， 重点关注可可的复合种植和病虫害防治。 每年 ５—７ 月， 加纳可可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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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向农民免费发放耐病的杂交可可幼苗， 并提供理想的苗木品种。 通过优化作物

密度、 空间布置以及遮荫树的选择和密度， 改善耕作方式后， 预计每公顷的树木

数量将从 ２０—２５ 棵增加到 ７０—７５ 棵。 此外， 加纳积极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 充

分利用该国较高的移动互联网普及率， 构建智慧农业信息服务体系。 ２０１８ 年加

纳启动了 ＳＡＴ４Ｆａｒｍｉｎｇ 项目， 通过数字技术和卫星图像为 ２４ 万可可小农制定个

人农场发展计划 （Ｆａｒ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ｓ， ＦＤＰｓ）， 通过向用户推送实时气候信

息、 气候变化影响及适应措施帮助小农提高可可生产率。①

加纳在智慧农业策略下的气候韧性提升方面取得一定成效。 例如， 采用气候

智能型农业技术的农户作物产量和收入得到显著提升。 根据 《可可和森林倡议

２０２２ 年度报告》， 参与加纳可可林 ＲＥＤＤ ＋方案的可可农场平均产量从 ２０１９ 年的

每公顷 ４００ 公斤提高到 ２０２２ 年的每公顷 ７００ 公斤。② 此外， 农业保险机制的引入

也为农民提供了经济保障， 减少了因气候变化导致的经济风险。 然而， 加纳气候

智慧农业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 如土地权属不安全、 农业研究投资不足、 多项目

及援助都是短期行为等问题。③ 特别是近年来， 极端天气和病虫害对可可产量的

影响日益显著， 暴露了现有农业体系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脆弱性。 未来， 加纳

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 完善土地权属制度， 并加强国际合作，
以全面提升农业的气候适应能力。

（二） 水资源综合管理： 气候适应与多边协同实践

气候变化对加纳水资源的威胁日益加剧， 尤其是北部地区干旱和南部地区洪

水频发， 使得水资源管理面临严峻挑战。 为应对这些挑战， 加纳政府于 ２０１２ 年

制定并实施了综合水资源管理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ＷＲＭ）
策略， 以提高水资源的管理效率和可持续性。 ＩＷＲＭ 策略强调对水资源的综合管

理， 涵盖供水、 灌溉及生态保护等多个领域。④

加纳 ＩＷＲＭ 战略创新性地构建了 “政策—技术—社区” 三位一体的管理架

构。 在制度层面， 水资源部通过修订 《水资源政策法案》 （２０１２） 和 《灌溉发展

总体规划》 （２０１７）， 确立水资源跨部门协调机制， 加强国家对水资源的统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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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在技术革新方面， 加纳通过建立和完善水文气象监测网络， 提升了水资源数

据的收集和分析能力。 例如， 加纳气象局 （ＧＭｅｔ） 和水文服务部 （ＨＳＤ） 在全

国范围内建立多个监测站， 实时监控降雨量、 河流流量和地下水位等关键数据。
这些数据为水资源管理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尤其是在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不确

定性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社区治理层面， 加纳在水资源管理中的社区参与机制较为成熟。 ２０１７ 年，

加纳政府启动了 “一个村庄， 一个水坝” 计划 （１Ｖ１Ｄ）， 旨在建设 ５７０ 座小规

模水坝， 以支持北部地区的农民获得灌溉用水。① 尽管在设计和位置选择上存在

一些不足， 部分水坝仍然为当地农民提供了基本的灌溉水源， 尤其是在旱季。 该

计划的实施显著提升了一些社区的农业生产力， 农民对水资源的可获得性也得到

显著改善。
此外， 针对共享流域管理挑战， 加纳主导建立了沃尔塔 （Ｖｏｌｔａ） 河流域管

理局 （ＶＢＡ） 多边合作平台。 加纳与多个邻国共享水资源， 尤其是与布基纳法

索、 科特迪瓦和多哥等国共同管理的沃尔塔河流域。 为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跨界

水资源管理挑战， 加纳积极参与相关区域合作机制， 推动跨界水资源的可持续管

理。 例如， 加纳与多哥就跨界地下水资源的管理进行合作， 通过建立联合监测机

制， 确保地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 这些国际合作不仅增强了加纳在跨界水资源管

理中的话语权， 还为区域水资源可持续管理提供了示范②。
加纳在水资源领域的适应气候变化政策行动体现了政策、 技术、 社区和国际

合作的多维度整合。 通过完善政策框架、 推广技术措施、 增强社区参与和加强国

际合作， 加纳在水资源管理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然而， 加纳在政策执行、 数据管

理和跨界水资源协调方面仍面临挑战， 包括资金不足、 技术支持不足以及地方社

区参与度低等。③ 因此， 未来的政策应更加注重地方社区的参与和技术的本地

化， 同时加强对水资源管理的资金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 以确保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实现。

（三） 林业保护与恢复： 遏制森林砍伐与退化的实践

加纳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 历史上森林覆盖率曾达到国土面积的 ３４％ ， 为

国家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然而， 由于森林砍伐和退化的双重影响， 加纳的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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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覆盖率正以每年 ２％的速度下降。① 为应对这一严峻挑战， 加纳制定了明确的

战略目标， 旨在预防和遏制毁林、 荒漠化及土壤侵蚀问题。 为实现这一目标， 加

纳加大对森林资源管理与保护的投入。
自 ２００８ 年起， 加纳与世界银行的森林碳合作伙伴关系 （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ＦＣＰＦ） 共同制定 ＲＥＤＤ ＋ 计划， 旨在减少发展中国家因毁林

和森林退化造成的碳排放， 并通过森林可持续管理和增加森林碳储存实现额外效

益。 例如， 加纳的 ＲＥＤＤ ＋ 项目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间减少了 ９７２４５６ 吨二氧化碳排

放， 成为非洲首个从世界银行森林碳伙伴基金 （ＦＣＰＦ） 获得基于结果支付的国

家， 获得 ４８０ 万美元的奖励。② 为确保 ＲＥＤＤ ＋ 计划的顺利实施， 加纳政府制定

了与 ＲＥＤＤ ＋目标相一致的政策和法规， 旨在减少森林砍伐和退化， 促进可持续

森林管理。 基于对森林砍伐和退化的直接及间接驱动因素分析， 加纳的 ＲＥＤＤ ＋
战略确定了三项主要干预措施： 可可森林景观减排计划、 北部稀树草原区的乳木

果景观减排计划以及政策和立法改革计划。 这些措施共同构成了加纳应对森林砍

伐和荒漠化挑战的全面战略体系。③

以可可森林景观减排计划为例， 加纳的可可森林减排计划是非洲最大的

ＲＥＤＤ ＋计划之一， 也是全球首个基于商品的减排计划， 该计划与可可和巧克力

行业公司合作， 建立一个来自加纳的不毁林供应链， 在森林保护和恢复的同时推

进可可的可持续化生产。 该计划覆盖加纳可可种植区 ５９０ 万公顷的森林，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已对 １ 万多名农民进行气候智能型农业实践培训， 并恢复 １ 万多公顷退

化的林地。④ 此外， 加纳还制定了非洲可可标准， 提高可可质量和可追溯性， 并

引入农业保险机制， 以帮助农民分担因气候变化引发的产量波动带来的经济

风险。
然而， 加纳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仍面临一些挑战。 例如， 尽管有政策框架， 但

在地方层面的实施力度和资源分配仍显不足， 导致部分项目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此外， 非法伐木和土地利用变化仍对森林资源构成威胁， 亟须加强执法和监管。
因此， 未来的政策应更加注重跨部门协作和地方参与， 以确保森林保护与恢复工

作的可持续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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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纳气候治理面临的挑战与中加合作展望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下， 各国积极探索有效的气候治理路径， 以平衡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作为非洲大陆的重要一员， 加纳在气候治理方

面既取得显著进展， 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本节系统分析加纳在气候治理法律框

架、 资金动员机制、 多层级协同治理以及公众参与等关键维度面临的结构性挑

战， 展望其未来发展方向，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国际合作、 优化政策框架、 增

强社区参与等策略， 以期为加纳及类似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治理的参考与借鉴。
同时， 鉴于中国与加纳在绿色发展和气候应对领域的共同利益与广阔合作前景，
本节还将详细阐述中加气候治理合作的深化路径， 为促进全球气候治理贡献

力量。

（一） 加纳气候治理进程中的挑战

首先， 在国家治理框架层面， 气候政策尚未有效转化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

范体系， 导致其在国家发展议程中缺乏足够的制度保障和资源支持； 同时， 由于

缺乏法律约束力， 政府部门、 企业主体和社会组织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常出现责任

分散和执行不力等问题。① 例如 ＮＣＣＰ 虽提出将气候适应纳入水资源管理， 但因

其未上升为法律， 导致 １Ｖ１Ｄ 计划在实施中缺乏强制约束。 例如， 政策要求水坝

设计需符合气候韧性标准 （如防洪、 防渗漏）， 但因无法律明文规定， 地方政府

为追求短期政绩， 优先选择低成本但抗灾能力差的方案， 导致水坝在极端降雨后

频繁溃坝。 这一矛盾反映了气候政策因法律地位模糊， 在地方执行中被经济利益

主导， 最终背离可持续发展目标。
在气候融资方面， 加纳国内机制尚不完善。 其一高昂的债务水平， 尤其是新

冠疫情后加剧的财政压力， 严重限制了加纳的财政空间， 政府在气候行动中的财

政投入能力显著受限。 根据加纳最新的国家自主贡献 （ＮＤＣ） 目标， 为实现

２０３０ 年气候目标， 加纳需在 １１ 个关键部门实施 ４７ 项适应和减缓行动， 预计总资

金需求达 ９３ 亿美元。② 然而， 加纳当前的国内气候融资机制缺乏明确的资金来

源和分配框架， 制约了政府向各部门和地方机构提供稳定资金支持的能力，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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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弱吸引国际气候资金与私营部门投资的潜力。 国际气候融资通常要求清晰的资

金来源和投资回报机制， 而加纳在这方面的不足进一步削弱了其融资能力。 此

外， 加纳还面临着资金分配、 资金追踪等难题， 如何在有限的财政资源中平衡各

项气候行动需求， 如何处理资金流向透明度不足， 难以全面评估资金使用的效率

与效果等问题需要加纳政府去解决。
在国家和城市政府间的协同方面， 加纳首都阿克拉是目前唯一一个制定了气

候治理行动计划的城市， 但是阿克拉市政府开展气候行动的能力依然较弱， 主要

是因为城市层面的执行力和自主权仍显不足， 在治理自主权方面受到较多限制，
并且严重依赖国家政府的政策资金支持。 此外， 它在气候行动的监测、 报告和核

查方面也缺乏具体的指标和体系， 不仅难以准确评估各项气候治理措施的实施效

果， 还可能导致资源错配和效率低下。 长远来看， 这将影响国家与城市之间在气

候治理方面的协同效率， 加剧两者在能力和成效上的失衡， 最终影响整个国家应

对气候变化的总体战略。①

在社会层面， 气候风险意识普遍不足、 气候科学知识传播有限， 以及适应能

力建设工作滞后， 是当前加纳在气候治理领域面临的另一重大挑战。 这种状况往

往导致决策过程过于依赖自上而下的模式， 忽视了那些直接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当

地社区的独特见解与经验， 从而限制了从地方知识中汲取智慧以推动适应和减缓

努力的广度与深度。 例如， 对于农民这一关键群体而言， 气候变化知识、 对气候

不确定性的焦虑都会影响加纳农民的决策和行动模式。 这种影响可能表现为对新

农业技术的接受度降低， 或是对传统种植模式的过度依赖， 进而限制了农民在应

对气候变化时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 或者可能导致他们在种植选择、 投资决策和

资源配置上采取更为保守的策略， 从而削弱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和抗风险能力。
同样在公平方面， 对弱势群体尤其是妇女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关注严重不足， 这

一现状不仅加剧了性别不平等， 还进一步限制了妇女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潜力

与贡献。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 但是加纳可以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为未来的气候

适应创造成功途径。 通过不断优化政策框架、 加强社区参与和国际合作， 加纳有

望在未来更有效地适应气候变化， 从而保障国家可持续发展。

（二） 深化中加气候治理合作路径

近年来， 中国与加纳的双边关系持续深化， 特别是在 ２０２４ 年 ９ 月中非合作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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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北京峰会上双方关系被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回顾历史， 加纳作为撒哈拉以南

非洲第二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始终在中国对外合作版图中占据着重

要位置， 是中国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 伴随着两国关系的不断深化， 双方在多个

领域的合作不断拓展， 尤其是在绿色发展和气候应对方面的共同利益愈加凸显。
第一， 中国致力于加强全球发展倡议与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在绿色低碳领

域的对接。 基于非洲生态环境与气候变化合作的坚实基础， 中国与加纳共同构建

了涵盖生物多样性保护、 气候投融资、 城市与社区适应性、 韧性基础设施建设以

及绿色价值链等多个领域的合作框架。 这一合作框架自 ２０１８ 年加纳与中国签署

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协议以来显著深化。 具体而言， 中加合作在多个领域展

现出蓬勃生机， 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成果斐然。 由中国石油工程建设公司

承建的加纳西部走廊天然气项目， 不仅有效缓解了加纳的能源短缺问题， 更为其

经济发展铺设了坚实的基石。 同时， 中国企业通过电力项目的实施， 成功助力加

纳克服电力供应不足的难题。 这些项目的实施不仅加速了加纳的城市化步伐， 还

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显著提升了当地民众的生活水平。 然而， 中国加纳关系的

发展并非一蹴而就， 其间也遭遇了全球经济形势波动及外资依赖度差异等挑战，
导致非洲各国政策与态度的不断调整。 尽管如此， 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仍然是

推动非洲经济一体化的核心驱动力。 随着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正式运行， 促进

区域间贸易与合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在此背景下， “一带一路” 倡议不仅为加

纳提供了发展契机， 也为其他非洲国家带来实质性的支持。 总体来看， 加纳与中

国的合作展现了 “一带一路” 倡议在实际操作中的成功案例。
第二， 继续共同推进全球气候与环境治理的进程。 中方愿意与加纳加强对话

和政策协调， 共同推动全球南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 《京都议定书》 《巴黎协定》 是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最主要的渠道和最重

要的多边框架， 中加始终在公约确立的公平、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等

原则指导下， 一同落实好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京都议定书》 《巴黎协

定》， 在上述机制下加强对话和政策协调。 综合考虑双方各自发展历史、 背景和

特点， 结合中国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 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言》 及加纳发展战略等文件， 确立中长期合

作方向和目标， 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加战略伙伴关系， 进一步深化气候变化适

应与减缓合作， 推动中加环境与气候政策对话和交流， 分享在气候减缓和适应、
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治理环境污染等领域的良好实践， 促进在标准和技术等领域的

交流与合作。
第三， 开展务实合作， 实施好旗舰项目。 中国始终注重发挥中非环境合作中

心平台的作用， 积极促进中非绿色使者计划的实施， 开展圆桌对话和能力建设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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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 推动中非绿色创新计划， 开展绿色循环、 低碳技术合作。 中企积极参与多个

关键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投资， 如中国加纳可再生能源技术转让南南合作项目、
深能安所固电力有限公司、 布维水电站等能源企业为加纳创造大量就业， 促进当

地工业化发展。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 发展绿色能源也是非洲国家的

需求之一。 例如深能安所固电力公司是将以天然气为主要动能的发电厂带到了加

纳， ２０１７ 年在加纳投资建设的加纳燃机电厂项目投产， 项目年发电量超过加纳同

期供电量的 ２０％， 惠及当地民众 ２００ 多万人， 可提供直接就业岗位 ３００ 余个。① 现

在不仅是加纳第一个独立电力生产商， 还是规模最大、 效率最高、 最可靠、 最知名

的发电厂。 加纳也希望深能安所固的成功经验在给当地社会能源供给带来变革的同

时， 也能扩展到更多的非洲国家， 使加纳成为非洲绿色发电的领跑者。
第四， 气候投融资合作是推进中加务实合作的重要方面。 中国始终加强双方

在建立气候投融资标准等政策体系方面的交流合作， 鼓励双方金融机构落实

《 “一带一路” 绿色投资原则》， 鼓励和支持双方金融机构、 非金融企业在项目合

作中加强环境风险管理， 提高气候和环境信息披露、 交换水平， 开展绿色低碳供

应链管理， 推进中非气候投融资合作。② 双方认为支持地区性开发银行等金融机

构与包括绿色气候基金在内的气候金融机制自愿开展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双方支

持符合条件的天然气发电和绿色氢能发展项目获得绿色投融资支持。 非洲已在适

应气候变化方面投入自有资金， 金额超过其获得的公共发展援助。 绿色合作助力

提升发展质量。 中国支持非洲发展绿色经济、 循环经济、 绿色金融， 促进可持续

自然资源管理， 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可再生资源利用水平， 增强绿色、 低碳、 循

环发展能力， 建立绿色、 低碳、 循环经济体系。
总之， 在百年变局下， 中国和加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团结合作。

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多领域的工作， 涉及技术、 资金、 透明度等多方面问题， 但

中加合作是一个良好的契机， 借由 “一带一路”、 中非合作论坛等机制促进双方

在更多其他领域深化合作，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结　 语

在全球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双重压力下， 作为西非具有代表性的中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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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深圳市国资委， 一带一路新国企———西非黄金海岸上的追梦深能人》，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８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ａｓａｃ. ｇｏｖ. ｃｎ ／ ｎ２５８８０２５ ／ ｎ２６４１６１１ ／ ｎ４５１８４４２ ／ ｃ１１２０８４５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ｈｔｍｌ， 访
问日期：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言》，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０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５５３６６. ｈｔｍｌ， 访问日期： ２０２４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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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 加纳正经历经济现代化与气候韧性建设的复杂转型过程。 本文系统

分析表明， 加纳通过构建以 《国家气候变化适应战略》 和 《国家气候变化政策》
为核心的政策框架，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制度化道路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从智慧

农业转型到水资源综合管理， 从林业保护到能源结构调整， 加纳的气候治理实践

展现了发展中国家在有限资源条件下推进气候适应与减缓的战略韧性与创新潜

力。 然而， 加纳的气候治理实践也凸显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结构性挑战———气候

政策法律化程度不足导致执行力受限； 气候融资机制不健全与沉重债务负担相互

交织， 制约了气候行动资源动员； 政府层级间协同不足影响了政策落实效力； 社

区气候风险意识与参与度有限则削弱了自下而上的治理能量。 这些挑战反映了发

展中国家在气候治理进程中普遍面临的制度能力建设与资源约束困境。
从国际视角看， 中国与加纳在气候治理领域的战略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

同属全球南方的重要合作伙伴， 双方通过 “一带一路” 倡议与中非合作论坛等

机制， 在清洁能源开发、 绿色基础设施建设、 气候投融资以及技术转移等领域构

建了多层次合作框架。 这种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基础上的气候伙伴关系， 不仅为加纳气候韧性建设提供了实质支持， 也为全球气

候治理体系注入了南南合作的创新元素。 中加合作实践证明， 通过优势互补、 共

建共享， 发展中国家间的气候合作可以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同时， 有效增强气候

适应能力， 实现环境保护与发展双赢。 这种模式不仅契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

求， 也为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公平有效运转提供了可行路径。
展望未来， 加纳气候治理的深化发展需要在多个维度取得突破： 加强气候政

策的法律化与制度化建设， 提升政策执行的约束力与稳定性； 创新气候融资机

制， 平衡短期经济发展与长期气候韧性建设的资源配置； 强化社区参与和本土知

识融入， 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多层级治理体系； 深化国际合作， 特别是与中国等新

兴经济体的绿色发展伙伴关系， 借助技术转移与能力建设促进低碳转型。 加纳的

气候治理实践启示我们， 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路径既需要立足本国国情与

发展阶段， 又需要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建设。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

下， 中加气候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推进气候适应与减缓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模

式， 为构建更加公平、 有效的全球气候治理新格局贡献了建设性力量。

（责任编辑： 陈雅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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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１３００１２ ）； Ｓｕｎ Ｍｉｎｇｙａｎｇ，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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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Ｊｉｌ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１３００１２）．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ｄｏ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Ｍａｊ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Ｒｉｖａｌｒｉｅｓ

Ｊｉａｎｇ Ｌｕ ａｎｄ Ｓｈｕ Ｚｈ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ｌｌ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ｅｄ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ｈｅ ｓｏ －ｃａｌｌｅｄ “Ｉｎｄｏ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ｉｓ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ｎ ｉｎ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ｏｗ ｍａｊｏｒ Ｉｎｄｏ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ｏｗｅｒ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ｓ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ｆｏｒ ｓｅｃｕｒ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ｓｕｐｐｌｙ ｒｏｕｔｅｓ.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ｈｏｌｄ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ｗａｒ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ｉ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ｐａｃ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 ｔｒｉｎ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ｂａｓｅ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Ｉｎｄｏ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Ｃｈｉｎａ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ａｄｏｐｔ ａ ｂｒｏａｄｅｒ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ｗｏ ｏｃｅａｎｓ ａｎｄ ｔｗｏ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ｓ，
ｇｉｖｅ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ｔｏ ｉｔ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ｄｅｅｐ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ａｓ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ｆｕｌｃｒｕｍｓ，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ｆｏｒ ｌｏｎｇ －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ｌｌ ｔｏ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 ｉｔ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ｐ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ｄｏ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ｎｄ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ｍａｊ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ｒｉｖａｌｒｉｅｓ，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Ｊｉａｎｇ Ｌｕ，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Ｐａｒｔ － ｔｉｍ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ｄ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３３６）；Ｓｈｕ
Ｚｈａｎ，Ｓｅｎｉ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３６）．

Ｔｒｉｂ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Ｓｕｄａｎ
Ｌｉｕ Ｈｕ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ｎ ｉｎ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ｉｂｅｓ’ ｐｉｖｏｔａｌ ｒｏｌｅ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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