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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先生”

气候变化一直被认为是中美能够合作的领域之一，而克
里则堪称美国的“气候先生”。

自1984年进入美国参议院以来，克里长期关注气候变化问
题。1992年，他参加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第一届联合国
环境与发展会议，并目睹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签署。

2004年，克里代表民主党在总统大选中与小布什对决。
克里当时提出，对油气行业征收高额税收，以鼓励发展更清洁
的能源。他也支持更严格的机动车燃料效率标准。

2013年，奥巴马开启第二任期，克里出任国务卿，主导了
美国的气候变化谈判议程。

2016年4月22日，时任国务卿的克里代表美国签署全球
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当时，克里一手抱着孙女，一手
签字，签完字还亲吻了孙女。

对碳排放可能造成的饥荒、灾害、流行病等问题，克里保
持着警惕。他曾说，气候变化的冲击让许多非洲国家和太平
洋岛国感到“沮丧和愤怒”，因为它们仅排放了极少的温室气
体，却要为气候变化付出“极高的代价”。

2019年，特朗普入主白宫，迅速宣布美国要退出《巴黎协
定》，当年11月正式启动退约程序。克里转发了自己抱着孙
女签约那张照片，说：“为他们想想吧！”他也发表文章，称美国
将在2020年后（指大选后）“重返谈判桌”。

2020年11月4日，美国总统大选后第二天，美国正式退
出《巴黎协定》。一个月后，尚未正式就职的拜登，提前提名克
里出任总统气候特使，并安排他进入美国家安全委员会。拜
登也将重返《巴黎协定》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提出。

在美国气候变化政策上，克里的影响力举足轻重。他曾
表示，自己将气候危机视为美国的“紧急国家安全威胁”。

在一次活动中，当被问到美国需要什么来实现减排目标
时，克里一口气说了七个“钱”字。去年3月，他还呼吁发达国
家实现向发展中国家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援助的承诺。

“精英主义者”

在美国政坛，克里常被视为“精英主义者”，身世不简单。
1943年12月11日，克里出生在科罗拉多州。他的全名

是约翰·福布斯·克里。这个福布斯是他母亲的姓。福布斯家
族在19世纪就参与中美贸易，靠走私鸦片赚了不少不义之
财。福布斯家族曾有一艘名为“伶仃”的货船，长期停在珠江

流域，作为贩卖鸦片的水上仓库。
克里的父亲理查德·克里是外交官、律师。克里先

后就读于瑞士蒙塔纳学院和美国菲斯登中学
等私立寄宿学校。他在高中摇滚乐队中担

任贝斯手，发行过唱片。
1962年，克里进入父亲的母校
耶鲁大学就读。他的学习

成绩一般，从未在考试
中拿过“A”，但对

社交和辩论很感兴趣。大三时成为了耶鲁政治联盟主席，还
加入了著名的“骷髅会”。他曾与美国已故总统肯尼迪的妻妹
约会，并被邀请参加肯尼迪家族的活动。这都为他日后从政
积累了资源。

1965年，克里在一次演讲比赛中批评美国对外政策，称
“西方帝国主义的幽灵正在给亚洲人和非洲人带来恐惧”。不
过，一年后他却作为海军预备役军官，主动申请赴越南作战。
他担任快艇指挥官，曾多次负伤。

1970年，退役回国的克里加入了越战退伍军人反战组
织。一年后，他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军在东南亚犯下
的战争罪行不是“孤立事件”，“（美军）每一天都在犯下（战争）
罪行，指挥链上的所有军官都对此心知肚明。”

1984年，克里当选美国参议员，并多次连任。他曾投票
支持美军入侵伊拉克，但得知伊拉克并不拥有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后，又批评小布什政府“误导”了美国。“他们发动战争，却
没有一个赢得和平的计划。”

2004年，克里参加总统大选，铩羽而归。9年后出任国务卿，
美国媒体当年赞他为“美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外交之星”。但到
2015年，奥巴马民调低落，克里也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半
个世纪以来最差国务卿”。这也可看出美国政治极化的现实。

克里的妻子全名特蕾莎·亨氏·克里，亨氏来自她的原配、
宾夕法尼亚州前共和党参议员约翰·亨氏三世。约翰是美国
食品巨头亨氏食品公司主要继承人之一，1991年因直升机失
事去世。1995年，特蕾莎改嫁克里。美国媒体称，特蕾莎如
今拥有的资产在7.5亿美元到12亿美元之间。

熟悉的面孔

对中国人来说，克里算得上熟悉的面孔。说起中美间关
于气候变化的事，常会听到他的名字。

2009年5月，克里曾作为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访
华，出席中美清洁能源务实合作战略论坛。2014年7月，身
为国务卿的克里在访华期间登上了八达岭长城。

《巴黎协定》签署后，克里表示，希望中美两国在气候问题
上的合作能够成为全球的“典范”，并为未来的气候谈判发挥
积极作用。克里出任总统气候变化特使以来，中美两国就气
候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沟通，他本人也已多次访华。

2021年，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与克里在上海会
谈，并发表《中美应对气候危机的联合声明》。声明强调，“中
美致力于相互合作并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气候危机。”

解振华曾表示，中美两国的磋商总体来看“很有建设性”，
并说克里与自己都认为行动重于空谈。克里则曾表示，自己
与解振华有20多年的工作关系，“我们相互了解，相互尊重。”
他称解振华是一名全球气候变化议题方面的“领导人物”和

“有能力的推动者”。
2022年8月2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

反对，窜访台湾。8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受佩
洛西窜台严重影响，中方暂停中美双边气候变化商谈，由此造
成的一切后果必须由美国承担。

中美携手

应对
19年前，他离白宫仅

一步之遥。10年前，他是
美国国务卿。如今，他是

美国总统气候特使，是近期继国务
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之后，第
三位访华的美国高官。7月16日，
克里抵达北京，开始了为期3天的
访华之旅。

7月17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气候变化是
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经中美双
方商定，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
里7月16日至19日访华。中方将
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的精神，
同美方就气候变化的相关议题深
入交换意见，携手应对挑战，增进
当代和子孙后代的福祉。

气候变化是全球性挑战
美国总统气候特使访华

短短一个月内，前后已有 3 位美国政府官员来到中
国，中美高层互动的频率比过去加快了不少。

这是否意味着中美关系“气候”已经回暖？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伟认为，

频繁的互动体现了美方目前希望尽快改善对华关系，恢
复各领域的接触和合作的需求。

马伟表示，相较于美方“诚恳”的表态和看似积极的
姿态，目前美方在落实各项承诺上的表现明显“行动迟

缓”，当下双方关系的改善仍然是“气氛性”的。
就在此前耶伦访华之际，美国彭博社的一篇报道便

指出，美国政府正在准备一项限制美国对华投资行政令，
“两国关系的下一次考验可能很快就会到来”。“由此可
见，尽管目前这轮中美互动为双边关系带来积极预期，但
与此同时，也应警惕美国在对话问题上的善变。”马伟说。

马伟告诉记者，克里此行的另一大看点在于，克里本
人能否为后续中美间可能出现的更高级别访问“打前

站”。“如果说布林肯和耶伦对中国的访问，是双边关系在
外交和经贸层面的破冰之旅，那克里作为民主党的‘老
人’，他的访问则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

历史已经证明，中美携手可以办成很多有利于两国
和世界的大事，未来在很多相关全球议题上双方合作大
有可为。校准两国关系航向，根本之道是共同探讨确立
中美关系指导原则或战略性框架，找到两个大国正确相
处之道。 综合环球人物、北京日报等

延伸

克里访华，中美关系“气候”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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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克里抱着孙女签署《巴黎协定》。
（资料图）

解振华与克里握手

2021年，克里在
格拉斯哥气候峰
会上发言。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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