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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国际公法倡导绿色投资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巴黎协定主旨，需要全球范围内数万亿美

元的投资——即对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土地可持续利用及

适应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的投资。在现今的全球化的经济体制下，

很多该等投资将会是跨境投资。 

 
 

若要实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目标，“绿色”跨境直接投资（跨境投

资）必须有实质性的增长。但目前没有任何国际性法律文件为该等绿

色跨境投资提供激励及保护。我们认为这是国际气候变化协定的目标

及其预期效果间的一个“政策缺口”。为全面发掘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巴黎协定的潜能，实现绿色跨境投资的必要增长，该政策缺口需要被

弥补。 

 

斯德哥尔摩条约实验室奖的幕后合作方的共同目标是通过一个创新大

奖赛为上述政策缺口寻求解决方案。以我们的经验，一个稳定、可预

测且透明化的法律框架通常可促进跨境投资的增长，我们相信该原则

同样适用于绿色跨境投资。因此，该大奖将授予能够起草出一个——

若予以实施——最有潜力促进绿色跨境投资和激励有关适应及对应气

候变化的投资的国际条约模板的参赛者。 

 
 

这是斯德哥尔摩条约实验室奖。 



 

 
 

 
 
 
 
 
 

 

  
对绿色投资的需求 

 

 

2015年，国际社会采纳了巴黎协定及可持续发展目标。遏制全球变

暖、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这些宏大目标的实现需要全球范围内数

万亿美元的投资。高碳工厂必须由可再生能源工厂所取代；日趋流

动的世界人口需要高效节能的交通工具；不可持续的土地使用及森

林砍伐必须由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及森林恢复所取代；在现今全球变

暖及海平面上升已对社会造成威胁的形势下，必须建造适应气候变

化的基础设施。新科技的研发及现有科技的大规模实施需要资金的

支持。很多适应气候变化所需的革命性技术已经存在——廉价的太

阳能、节能交通工具、碳收集及存储2。但是，要以足够大的规模利

用这些技术，还需要全球范围的大量投资。 

 

简介 

 

在过去的十年中，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对应气候变化的政

治决策、科技创新以及经济潮流1。斯德哥尔摩条约实验室奖旨在寻

求一个能够鼓励并保护有关适应及对应气候变化的跨境投资的、以

政策为导向的国际条约，为前述潮流助力。该条约——若予以实施

——能够营造一个可预测、透明化、稳定且可执行的投资政策制度

，使得绿色跨境投资能够安全、自由地进行。我们相信，通过鼓励

投资者资助低碳项目、支持科技创新及以其它方式投资于一个可持

续发展的未来，该条约能够推进对应气候变化的目标的实现。 

 观看视频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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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企业的重要性 
 

 

巴黎协定认识到了私营企业在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行动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其第6(4)条提议

签约国“激励并协助公有及私有企业参与温室气体的减排”。协定的前言同样“欢迎所有无

党派利益相关方，包括私营企业，对气候变化进行讨论并作出应对措施。”不论是在投资方

面还是在科技创新方面，要获得真正的进步，私营企业是至关重要的。 

 
目前已有公司开始投资洁净技术并采用节能措施，因为这不仅体现了良好的商业理念，且能够彰显更广博的企

业可持续发展观以及对应气候变化的决心3。据IBM报告，其节能举措为其省下了四亿七千七百万美元的成本4。

通用汽车在全球30多个国家的生产基地实施了可再生能源计划，其中包括将太阳能所占比例提升至目前的双倍

水平的目标5。许多金融机构也在世界各地为支持低碳及适应气候变化项目投资达数千亿美元6。 

 
 

这些私营企业对适应和对应气候变化的举措和决心是鼓舞人心的。但是，若要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以及巴黎协定的宏大目标，类似这样的举措必须大幅增加。 



 

 
 

 
 
 
 
 
 
 
 
 

 

  
缺乏政策激励及对绿色投资的保护 

 
 

在巴黎协定的商议过程中，国际商业界对有关气候变化的目标高呼

支持，并确认其支持适应及对应气候变化举措的意愿7。但现实中不

断出现的情况是对绿色投资的需求和现有的投资政策框架之间的不

匹配。 

 
 

为促进绿色跨境投资的增长，政府有关投资的政策必须是可预测、

稳定、及透明化的。必须有强制执行的措施来确保这些政策的可靠

性8。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是导致如今很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

的可再生能源投资降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根据多边投资担保机

构的一项近期调查，41%的被调查者表示他们曾在过去几年中因不利

的法规变化而退出或取消计划中的绿色投资9。换言之，很多投资者

因其潜在投资缺乏稳定和可预测的政策框架的保护而却步。 

 
 

尽管对于适应和对应气候变化的巨大投资需求已在全球得到一致认

可，巴黎协定的议题并未涵盖投资政策。目前没有任何国际性法律

文件为绿色跨境投资提供激励及保护。该情况若持续不得改善，绿

色投资就很难达到为实现巴黎协定目标所需的水平。为全面发掘可

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协定的潜能，这个国际气候变化协定的目标及

其预期效果间的“政策缺口”必须被弥补。这便是斯德哥尔摩条约

实验室奖的初衷。 



 

 
 

 
 
 
 
 
 
 
 
 

  
斯德哥尔摩条约实
验室奖的主旨 

 
 

斯德哥尔摩条约实验室奖的幕后合作方旨在通过一个创新大奖赛为

投资政策缺口寻求解决方案，从而实现全球绿色跨境投资的增长。

我们举办此次大赛旨在征集一个新的国际条约模板。大奖将授予能

够起草出——若予以实施——最有潜力促进地区性和国际性绿色跨

境投资的国际条约模板的参赛者。该待拟的条约模板将落入国际经

济法的大框架下。其主旨是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下其它

条约，包括巴黎协定，作出补充。 

 
 

为起草该条约模板，参赛者可参考现有的国际投资协定（IIA）体制

。IIA体制由3000多个通过保护市场自由化和投资者公平待遇来保护

外商投资的双边条约组成。IIA体制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

可执行力；同样的，我们认为一个高效的强制执行机制对这个待拟

的绿色投资条约模板将是至关重要的。 

 
 

参与此次竞赛需要大胆、创新和巧妙的条约起草。参赛者很可能需

要由代表不同的利益相关方的多人组成跨领域的专家团队共同合作

。起草该条约是有挑战性的，但我们相信这是可以办到的。 

 
欢迎加入斯德哥尔摩条约实验室。 

 
 
 
 
 
 

 
 

联系人：Annette Magnusson，秘书长 

                                                            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 

annette.magnusson@chamb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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