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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国际环境法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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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环境日益恶化，人类的生存环境面临严峻考验。全球环境问题

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保护和改善全球生态环境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和责任。在这样的背

景下，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诞生。作为国际环境法中的基本原则之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不

仅体现人类共同保护整个地球环境的重要性，同时也体现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区别地承担保

护国际环境的义务的公平性。因此，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落实该原则在国

际上的应用，实现国际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共同的责任 有区别的责任 

Abstract：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with the growing deterioration of the global environment, 

the living environment of human beings are facing a severe test. Global environmental issues by the 

general concern of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o protect and improve the global environment has become 

the common aspir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of all mankind. Against such a backdrop, the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principle born. As one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not only embodi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mmon 

humanity as a whole to protect the Earth's environment, but also reflects the fair sexual of the different 

obligation betwee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protect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Therefore, every country should adhere to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and 

implement it in the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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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环境日益恶化，人类的生存环境面临严峻考验。全球环境问题受到世界

各国的普遍关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已成为人类的共同愿望和责任。[1]根据有关数据显示，从

工业革命开始到 1950 年，在人类由于化石燃料燃烧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中，发达国家占了 95%；

从 1950 年到 2000 年的 50 年中，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仍占到总排放量的 77%。
[2]
 全球消费的有关破

坏臭氧层的 113 万吨受控物质中，发达国家占总量的 86%；全球现有的危险废弃物产量，发达国家

占总量的 90%左右。
[3]
在这样的背景下，既要人们意识到保护地球环境已是全人类迫在眉睫的任务；

又要基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承担责任上的公平性，发达国家应在环境污染问题上承担着不可

推卸的更大责任或主要责任，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于 1992 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中得以

初步确立。 

 

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涵义 

所谓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指由于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以及导致全球环境退化的各种不

第 1 页  



广东商学院法学院                                           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国际环境法上的应用 

同因素，世界各国对保护全球环境负有共同的责任，但又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发达国家比发展

中国家承担更大的责任。它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即共同的责任和有区别的责任。 

（一）共同的责任 

共同的责任是指，基于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世界各国不论大小、贫富、种族、资源禀赋等

的差别，在保护全球环境的责任和义务上都是共同的。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环境的好坏与每一

个国家都休戚相关。为了保护我们这个共同的家园，我们就必须一起承担保护全球环境的共同责任。  

（二）有区别的责任 

所谓有区别的责任，是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在承担保护全球环境

的责任上是有区别的，发达国家应承担更大或主要的责任。从历史的原因看，现在严峻的环境问题

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向地球排放大量的污染物。如从 18 世纪工业革命开始到 1950

年，在人类由于化石燃料燃烧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中发达国家占了 95%。
 [4]
从现实的原因看，即使

时至今日，发达国家依然是环境污染物的主要排放者。如目前发达国家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 22％，

但却消费了世界 70％以上的能源，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世界排放总量的 60％以上。
[5]
另外，发达

国家无论是在资金抑或技术上，都远比发展中国家有优势，而资金与技术是保护和改善环境所不能

离开的。因此，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现实的角度，发达国家都应当在保护环境方面承担更大或主

要的责任。 

（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本质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提出，其目的在于追求国际环境领域中秩序的公平性。在该责任中，通

过有区别的责任对共同的责任加以限定，既表明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保护全球环境上共同的

责任，又强调了发达国家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在保护全球环境中应承担更大的责任。从而充分利

用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与充足闲置的资金， 大限度的优化全球的资源配置，同时也保护了发展中

国家的利益，充分体现了公平性。因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本质在于公平性。因此，有些法学

家将其称为“公平责任”原则。 

 

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法律文件与实践中的应用 

（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国际环境法律文件中的体现及确认 

1.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国际法律文件中的体现 

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 1992 年才得以初步确立，但早在此之前的许多国际法律文件

已体现该原则。如 1972 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做出的《人类环境宣言》第 2 条宣布，

“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是关系到世界各国人民福利和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世界各

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是各国政府的责任。”
[6]
此部分为共同责任的阐述。在区别的责任方面，宣言

指出，“在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大半是由于发展不足造成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致力于

发展工作，牢记他们的优先任务和保护及改善环境的必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必须

考虑经济因素和生态进程……”，“……其中要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和特殊性……”。
[7]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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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85 年的《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1987 年的《关于消耗臭氧层物

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等也都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2.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国际法律文件中的确认 

1992 年 5 月签订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其序言要求，“所有国家根据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及其社会和经济条件尽可能开展

广泛的合作，并参与有效和适当的国际应对行动。”
[8]
公约第三条明确规定，“各缔约方应当在

公平的基础上，并根据他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为人类当代和后代的利益保护气候

系统。因此，发达国家缔约方应当率先对付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
[9]
紧接着 1992 年 6 月通过

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在原则 7 中指出，“鉴于导致全球环境退化的各种不同因素，各国负有

共同的但是又有差别的责任。发达国家承认，鉴于他们的社会给全球环境带来的压力，以及他们所

掌握的技术和财力资源，他们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努力中负有责任。”
[10]

这表明，共同但有区

别的责任得到正式的确立与承认。除此之外，同年的《生物多样性公约》、2001 年的POPs公约、2002

年的《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宣言》等一类的公约、宣言、决议也明确规定了该原则。 

由此可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广泛应用于国际环境法中的各个领域，并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

普遍认可，这对其在实践中的应用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国际环境法实践中应用的现状 

目前，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不仅在一系列全球性环境保护文件中得以明确规定，而且较成

功地运用于国家实践中。据报道，《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在缔约方国家的不断

努力下，全球保护臭氧层工作取得显著成绩，“主要消耗臭氧层物质氟氯碳（CFCs）全球总消费量

已由 1986 年的 110 万ODP吨（ODP是衡量消耗臭氧层能力的单位，意为"消耗臭氧层潜能值"）下降

为 2000 年的 10 万ODP吨。发达国家已基本停止了新生产CFCs的使用。在欧盟等一些发达国家，甚

至不允许使用回收的CFCs。发展中国家的消费量继 1999 年首次减少后，2000 年再次减少，仅为 1986

年的 49％。”
[11] 

2007 年 12 月 3 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巴厘岛开幕，正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沃·德博埃尔所说，“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的基石，它在这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2]

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国际环境中的实践有着可喜的成果，但在该原则贯彻中所遇到的障

碍又有着令人忧心的一面。根据安南的报告，发达国家官方援助总额从 1992 年的 583 亿美元下降

到 2000 年的 531 亿美元。发达国家官方发展援助平均流量在其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 1992 年

0．35％下降到 2000 年的 0．22％。2000 年只有丹麦、卢森堡、荷兰、挪威和瑞典等 5 个国家达到

了联合国大会 1970 年达成的 0．7％的援助目标。
[13]

由此可见，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所作出的提

供各类援助的承诺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实践应用令人堪忧。不得

不提的是，关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实践中

应用的实际情况。《京都议定书》首次以国际法的形式对特定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的特定污染

物排放量做出有法律约束力的定量限制。但在 2001 年时美国政府却以“经济代价过高”、“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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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与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及议定书有太多的“缺陷”为由宣布拒绝执行《京都

议定书》。这就意味着，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排放总量 1/4 的 大燃煤国将继续其污染行为而无

视议定书的任何规定，无视议定书中所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可以说，该事件是共同但

有区别的责任在实践中应用的一大跟斗。 

综上所述，我们不能沉浸于所取得的成绩的喜悦之中，更重要的是要看清其在应用中所存在的

困难，找出原因，才能使其从困境中解脱。 

 

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国际环境法的应用中存在困境的原因 

笔者认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国际环境法中的实际应用之所以处于这样的困境之中，其原

因主要归咎于以下几点： 

首先，国家的利益与全人类的利益之间的冲突。无论任何一项着眼于全人类利益的原则的落实，

其结果必然是各国利益的博弈的结果，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也不例外。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步

伐往往与资源的消耗、废弃物的排放成正比。因此，为了防止环境状况的日益恶化，保护全球环境、

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就必然要对各个国家资源的消耗、废弃物的排放有所限制。但这种限制，同时

也限制了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布什政府之所以撕毁《京都议定书》，其中就考虑到议定书对其经

济发展的限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要求各个国家以牺牲国家的私益来成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其

能否落实就要看各个国家利益权衡的 终结果如何。然而大多数国家在利益面前总是优先考虑国家

利益，全人类的利益摆在第二位。发达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要求发

达国家牺牲比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国家利益来成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因此，笔者认为，国家利益的

私益性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公益性之间的矛盾，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国际环境法的实际应用中

处于困境的根本原因。  

其次，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尤其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落实共同但

有区别的责任，就意味着牺牲国家的私益，限制本国经济的发展。相反，对于不落实该原则的国家

而言，就意味着可以自由发展本国的经济。无论任何国家都无法容忍其他任何一个本落于其后的国

家的经济日益追赶其后，更甚者更是赶超于其前。如果原因还归咎于两者是否受某类条约的限制，

这更是他们无法接受的。即使像美国这种超级经济强国，它何曾不担心任何其他国家超越其经济，

代替其地位。一个国家经济强大与否，决定着其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及其在国际上说话的分量。 因

此，考虑到国家之间经济实力、地位的较量，致使许多国家对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持观望，甚至

是否定的态度。 

第三，缺乏像国内法一样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强硬后台。国内法之所以能够得到执行，是因

为有国家强制力作为其强硬的后盾。而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缺乏像国内法一样的国家强制力

为其后盾。因此国际环境法领域的各种条约、宣言等的执行都缺乏有力的保证。尤其是共同但有区

别的责任原则大多规定在如《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等一系列“软法”文件中，执行力度更是大打

折扣。因此，即使有缔约国违反或背弃该原则，也只是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而无实质性的惩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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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撕毁《京都议定书》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四，民众只关心眼前利益，对政府施压不足。没有民众，就没有国家，民众的意愿往往能够

决定一个国家方针政策的方向。虽然全球环境关系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但对于许多生活富裕的民

众，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中，他们片面追求高质量的生活，只注意身边的区域性环境问题，而对全球

环境问题关注较少；对于生活不富裕的民众，则每天关注于温饱问题，为三餐疲于奔命，再加上他

们环境意识低下，更是对全球环境问题无暇关注，这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在共同

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缺乏民众关注的情形下，很大程度地减轻了国内政府承担该责任的压力。 

后，条约、宣言、决议等自身规定不完善。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已经得到国际社会

的普遍认可，但不少发达国家依然对该原则承认不足。条约、宣言、决议等法律文件自身规定的不

完善就为他们提供了很好的借口。如《里约宣言》原则 7强调发达国家“他们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

国际努力中负有责任”，而不是“负有更大责任”。不少发达国家就以此为借口拒绝他们承担“更大

责任”。 

 

四、脱离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应用中的困境的对策 

为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能够在国际环境法各领域的应用得到更好地执行，使其在实践中取得

切实的成效，就一定要使该原则能够走出其困境。笔者认为，要该原则走出困境，就必须在以下几

方面加以努力： 

首先，增加各国在国际环境法方面的交流，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以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

立于双赢局面。各个国家之所以在实际应用中不能彻底贯彻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根本原因在

于国家自身的私益，那么，只有找到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处于双赢的局面的共同目标，才能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就要求各个国家在国际环境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寻求使双方立于双赢局面

的共同目标。 

其次，充分发挥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的作用。国际组织可以说是各个国家之间进行环境领域

的交流与合作的桥梁，在全球环境保护事业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国际组织应有效地运用

其优势，协调各个国家之间矛盾，促进国家之间的合作。而联合国作为国际组织中具有 广泛的代

表性的国际组织，更应充分发挥其作用，促使发达国家真正承担起更大的保护全球环境的责任，同

时提醒发展中国家不要为了经济发展而牺牲环境，以免走上发达国家“先发展后治理”之路。 

再次，充分调动民众的力量，使他们向政府施压，从而迫使政府落实责任。无论是从全人类共

同利益的公益还是从国家的私益出发，各国都应加强国内民众的环保重要性的教育，提高民众的环

保意识。另外，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也应加大环境保护的宣传工作，并督促各国将该宣传工作落

实于国内民众，使民众充分意识到全球环境的严峻性。再者，环保应从自我做起，环保意识较强的

民众，应对身边的每一个人进行环保宣传，从而增强身边每一个人的环保意识。当各国的民众都意

识到全球环境的重要性，自然会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落实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国际环境领域的

切实应用，从而使发达国家承担起保护全球环境更大的责任，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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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全球环境方面承担共同的责任。 

后，完善条约、宣言、决议等法律文件，确保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现实中得到有效的实施。

笔者认为，为免发达国家以法律文件中的缺陷为由拒绝其在保护全球环境中所应承担的更大责任，

即使这只是形式上的变化，也是很有必要的。所以，应将已有法律文件中没有明确规定发达国家在

环境保护中承担更大责任的修正为“更大责任”；对于正在修订或将来修订的法律文件，都应明确

强调发达国家在全球环境保护工作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根据联合国的

《2007-2008 年人类发展报告》，“从目前看，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仅是美国的 1／5，但未来

10 年内中国将会成为世界上 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该报告称，如果不能及时应对，中国受气

候变化影响的地区几十年来在人类发展上所取得的成绩将在本世纪中叶被抵消，甚至出现倒退。”
 

[14]
 由此可见经济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的发展依然使全球环境承担着极大的压力，中国就

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笔者认为，在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发展需要的前提下，有必要在相关

法律文件中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工作，从而进一步完善条约、宣言、决议等法律文件。 

 

五、结束语 

在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国际环境法领域的应用显得尤为重要。如果该

原则仅得到法律文件的承认而不能运用于实践，那么法律文件对它的承认也只是一纸空文，毫无意

义。因此，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真正落实该原则在国际上的应用，实现国

际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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