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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特别提款权调动
比例提高到30%，以
尽快实现二十国集团
罗马峰会通过的1000
亿美元目标。

4 0 . 气 候 、 生 物
多样性和土地退化防
治是中法两国共同优
先事项。两国承诺秉
承2019年11月提出的
《北京倡议》，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 约 》 及 其 《 巴 黎
协 定 》 和 “ 昆 明 - 蒙
特 利 尔 全 球 生 物 多
样 性 框 架 ” ( 以 下 简
称 “ 昆 明 - 蒙 特 利 尔
框 架 ” ) 的 框 架 内 继
续保持高水平雄心。
双方欢迎《生物多样
性公约》第十五次缔
约方大会(COP15)第
二阶段会议通过“昆
明 - 蒙 特 利 尔 框 架 ”
。中方将在未来两年
继续担任COP15主席
国，愿同法方一道积
极 推 动 “ 昆 明 - 蒙 特
利尔框架”完整有效
落实。两国欢迎昆明
生物多样性基金和将

在全球环境基金下设
立的安排对生物多样
性融资的积极贡献。
两国对在利伯维尔“
一个森林”峰会上介
绍的工作表示欢迎。

41.中法两国承诺
在COP16召开前通报
根 据 “ 昆 明 - 蒙 特 利
尔框架”修订的国家
战略和行动计划。中
方将积极研究加入“
自然与人类高雄心联
盟”的可能性。两国
为实现每年减少5000
亿美元有损生物多样
性的补贴这一目标作
出贡献。

4 2 . 中 法 两 国 重
申 各 自 碳 中 和 / 气 候
中和承诺。法方承诺
到2050年实现气候中
和。中方承诺二氧化
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
前达到峰值，努力争
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
和。两国将采取政策
和措施，落实根据《
巴黎协定》目标已确
定的国家自主贡献目
标。

43.双方高度赞赏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第二十七次
缔约方大会(COP27)
取得的成果，承诺在
筹备《联合国气候变
化 框 架 公 约 》 第 二
十 八 次 缔 约 方 大 会
(COP28)之路上保持
密切沟通和协调，推
动《巴黎协定》首次
全球盘点取得成功，
并在减缓、适应、损
失和损害以及实施手
段等议题上取得积极
进展。

44.中法两国支持
促进和发展有助于生
态转型的融资，鼓励
各 自 金 融 部 门 ( 包 括
银行、保险机构、资
产 管 理 人 和 所 有 人 )
统筹业务和减缓和适
应气候变化、保护生
物多样性、发展循环
经济、管控和减少污
染或发展蓝色金融等
方面的目标。两国还
鼓励发展机构和开发
银行、央行、监管机
构和金融主管部门在

绿色和可持续金融领
域开展交流，分享经
验，推动在非财务信
息标准化等方面制定
和完善标准。两国承
诺支持可持续资本市
场的发展。

4 5 . 中 法 两 国 认
识 到 建 筑 行 业 在 两
国温室气体排放中占
重要比重，积极研究
加入“建筑突破”倡
议。两国加强合作，
推进建筑节能降碳，
推 动 城 市 可 持 续 发
展。

4 6 . 中 法 两 国 致
力于海洋保护。两国
乐见国家管辖范围以
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
性(BBNJ)政府间会议
就关于国家管辖范围
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
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
用的文本达成一致，
将就后续工作继续加
强沟通协调。两国元
首重申双方将根据《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
护公约》促进南极海
洋生物资源养护，继
续就在南极设立海洋
保护区展开讨论。中
法两国致力于“联合
国海洋科学促进可持
续发展十年”，分别
于2022年和2021年设
立国家委员会，以凸
显知识对于更好保护
海洋的重要性。双方
承认打击非法、未报
告、无管制捕捞活动
的重要性。

4 7 . 中 法 两 国 致
力 于 推 动 由 法 国 和
哥斯达黎加共同主办

的2025年联合国海洋
大会取得成功。中方
将研究法方提出的将
中国作为《生物多样
性公约》第十五次缔
约方大会(COP15)主
席国与法国作为2025
年在尼斯举办的第三
届联合国海洋大会主
席国关联起来的路线
图。

4 8 . 中 法 两 国 反
对 塑 料 污 染 ( 包 括 微
塑 料 污 染 ) 。 两 国 支
持 并 参 与 第 五 届 联
合 国 环 境 大 会 续 会
(UNEA5.2)5/14决议
授权的政府间谈判委
员会工作，致力于通
过一项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国际文书。

49.中法两国承诺
保护和可持续管理森
林生态系统，支持就
更加可持续的价值链
开展科学研究，打击
非法森林砍伐及相关
贸易。两国愿推进在
自然保护以及草原保
护、修复和可持续利
用领域的合作。在此
框架下，两国乐见中
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和法国生物多样性署
开展积极合作。

50.中法两国将共
同努力，通过公正的
能源转型伙伴关系等
工具，推动发展中国
家实现更加公正的能
源转型。

51.中法两国强调
根据联合国宪章宗旨
和原则，促进和保护
人权及基本自由对于
各国发展的重要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联合声明
五大领域合作 共同应对世界挑战(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