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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低碳技术合作法规框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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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低碳技术合作是中美未来气候合作的重要领域。构建低碳技术合作法规框架具有坚实法律基

础，其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定位“低碳技术合作”、如何平衡多元参与主体利益、如何确保技术合作有效执

行，但法规框架合作受到法治合作意愿欠缺、立法参考性不足及知识产权问题的掣肘。未来，中美可采取

合作备忘录的模式，坚持技术合作类型化、参与主体多元化、合作级别多层化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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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ow-carbon technology cooperation is an important area for future climat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re gulatory framework of China-US low-carbon technology 
cooperation has a solid legal foundation. The key issues include how to determine "low-carbon technology 
cooperation", how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multiple participants, and how to ensur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echnology cooperation. However, the technology cooperation will be constrained by the lack of willingness to 
form legal cooperation, the lack of legislative reference pattern, and handicapped by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sue. In 
the future,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 adopt the pattern of cooperation memorandum, and adhere to the idea of 
typed technical cooperation, diversified participants, and multi-leve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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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于在 21 世纪 20 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

格拉斯哥联合宣言》指出，中美将在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上开展法规框架合作。[1]低碳技术合作是达成

碳中和目标的重要途径，能够帮助中美渡过现实困

境。现有研究主要围绕合作与竞争态势展开，缺少

对法规框架合作的讨论。本文以低碳技术合作法规

框架为研究对象，分析法律基础，明确关键问题，

厘清合作障碍，并提出合作备忘录的模式和“技术

合作类型化、参与主体多元化、合作级别多层化”

的思路。 
1 中美低碳技术合作法规框架的法律基础 
国际环境法原则、气候变化国际条约规定及中

美气候声明共同构成低碳技术合作的法律基础。首

先，通过法规框架的形式共同完成碳中和目标，承

担气候治理责任，契合国际合作原则、可持续发展

原则、共同但有区别原则的内在要求。其次，《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黎协定》等强调，缔

约方应当在气候技术开发和转让上合作。[2]低碳技

术合作法规框架是国际气候条约下的具体实践，符

合相关规定核心精神。最后，气候声明表明双方合

作立场和态度，为低碳技术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技

术合作是《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中美关

于在 21 世纪 20 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

宣言》等的重要议题，利于加速绿色低碳转型，双

方可在 CCUS 技术、绿色氢能等领域合作[3]。 
2 构建中美低碳技术合作法规框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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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低碳技术合作”的含义及法律性质 
构建中美低碳技术合作法规框架的首要任务是

明确“低碳技术合作”的含义与法律性质，以确定

其法律约束力。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气候技术”包括硬技术和软技术。[4]中美低碳技

术合作可包括两种技术，涵盖转让和开发的全过程。

就其法律性质而言，《巴黎协定》使用“shall”一

词，即技术开发和转让是强制性义务。但纵观气候

谈判的全过程，发达国家并不承认技术合作的义务

性质，实践中也对相关规定采取灵活态度。为落实

合作，可将中美低碳技术合作法规框架视为自愿合

作履行国际义务的形式。 
2.2 多元参与主体的利益平衡问题 
利益平衡是指“通过法律的权威来协调各方面

冲突因素，使相关各方的利益在共存和相容的基础

上达到合理的优化状态”。[5]低碳技术合作法规框

架应遵循该原则，避免出现利益失衡的局面。技术

合作诉求冲突包括国家间诉求冲突、公立与私营部

门间诉求冲突。国家间诉求冲突植根于气候议题“外

溢”，拜登将气候利益视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中

美之间容易形成新的竞争态势。公立与私营部门间

诉求冲突是市场导向价值和公共利益导向价值的冲

突，表现为知识产权保护。可见，低碳技术合作法

规框架需要维护集环境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

和经济利益为一体的复合公共利益。 
2.3 低碳技术合作法规框架的执行机制 
低碳技术合作法规框架的执行机制是确保法规

框架合作顺利推进的必要步骤，主要包括执行主体、

审查评估、争端解决。执行主体是气候变化工作小

组，可依托该组织成立技术小组。定期审查评估能

够保障效率与公正，有利于预判未来的合作方向，

需要明确审查评估内容及流程。争端解决是为应对

合作框架下的法律纠纷所设立，既要考虑市场机制

下经济纠纷的特征，也要考虑技术合作背后的复合

利益体。 
3 构建中美低碳技术合作法规框架的障碍 
3.1 法治合作意愿低，合作模式共识不足 
中美气候合作共识虽历经“科学-政治-政策-法

治”的转变，但双边法治合作意愿低，合作模式共

识不足。中美已签订《中美关于加强在气候变化、

能源和环境方面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华人民共

和国生态环境部与美利坚合众国加利福尼亚州合作

谅解备忘录》等，双边法治合作倾向于选择软法形

式，展现出双方的法治合作意愿不足，缺乏升级合

作模式的共识，其原因在于气候变化议题“外溢”

引发竞争、[6]美国经济遏制意图挫伤合作意愿、美

国气候政策具有“周期性”和“易变性”[7]。 
3.2 国际条约规定宽泛，缺乏立法参考模式 
低碳技术合作法规框架要以国际气候治理条约

为依据。国际气候条约的相关规定是不同利益集团

妥协和让步的结果，意味着政治性共识。对气候技

术合作的规定呈现出两大特点：第一，规定以原则

性内容为主，内容较为宽泛，表明合作立场和态度，

但不能为双边技术合作提供具体操作的参考；第二，

法律语言使用较为谨慎，具有模糊性。因此，国际

条约无法为双边技术法规框架提供可参考的立法思

路和法律语言模式。 
3.3 知识产权冲突客观存在，双边知识产权模

式搁浅 
技术合作的特殊性在于私权和公权交织、私人

利益和公共环境利益协调。知识产权问题客观存在，

气候谈判并未实质触及如何解决知识产权问题。该

问题植根于国际气候条约规定与《与贸易有关的知

识产权协定（TRIPS）》的制度性分立。[8]国际气候

条约主张放宽对技术专利的保护限制，而 TRIPS 协

定强调知识产权的私权性质，但强制许可规定未具

体说明条件，存在自主解释空间。[9]在合作意愿较

弱时，该条款可能成为阻碍力，甚至被“异化”为

追求商业利益、打压竞争对手的策略。[10]具体到中

美知识产权合作模式，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

（CERC）签订的知识产权附约为合作提供参考模

式，但并不足以为参与各方提供足够的保障，[11]未

涉及敏感核心数据的处理及审计程序等。这一模式

在适用中有搁浅迹象。 
4 推进中美低碳技术合作法规框架的路径 
4.1 模式选择 
中美低碳技术合作法规框架可选择模式包括国

际条约、协定模式、合作备忘录等。合作备忘录的

形式是双方合作的最佳模式。就特性而言，合作备

忘录法律约束力较低，主体可以是国家、政府部门

或私营部门，达成合意难度较低，能够以较低法律

约束力换取普遍参与，为地方政府、私营部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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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广阔的合作空间。就合作惯性而言，中美已有签

订备忘录的实践，双方倾向于软法合作，未来延续

这一合作形式的可能性较大。 
4.2 构建思路 
技术合作类型化、参与主体多元化、合作级别

分层化是低碳技术合作法规框架的构建思路。“技

术合作类型化”要求双方明确源头控制技术和末端

控制技术的核心问题，提供合作技术清单。“参与

主体多元化”是指基于不同种类技术的特征，吸纳

多元主体参与，采取多样合作形式，实现合作效果

最大化。如新能源开发技术由研究团队通过产学研

联盟的方式进行实验或交流。“合作级别分层化”

指的是在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确立合作意向，构建

多层级保障机制。如国家层面的激励政策、执行支

持和地方层面的低碳示范园区、信息交流平台。 
4.3 立法结构 
立法结构包括形式结构和内容结构。[12]形式结

构是指外在表现形式。内容结构包括与权利义务直

接相关或不直接相关的规定。低碳技术合作法规框

架的立法结构可包括目的、合作领域及具体活动、

合作协调条款、法律约束力约定、资金约定、解释

应用及补充条款等，说明短期及长期共同目标，列

举合作领域及具体活动，如项目合作、研讨会等，

明确纠纷解决方式、备忘录性质共识、供资自愿性

或义务性等，并对生效、修改、终止等程序性事由

做出规定。 
5 结语 
中美肩负着应对气候危机的使命，低碳合作也

进入新的机遇期。中美低碳技术合作符合国际法规

定，但受到法治意愿不足、立法参考缺乏、知识产

权冲突的掣肘，双方可签订合作备忘录，约定合作

事宜，明确合作性质，平衡多方利益，推动合作落

地，携手推进全球碳中和气候治理新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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