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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務及海事法研究中心及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聯合協辦網上研討會  

「以全球視角應對後大流行時代的氣候變化」(2022 年 11 月 30 日) 

 

2022 年 12 月 2 日 

吳灝欣 

 

氣候變化是現世代各國主要面對的環境風險，不但威脅著所有國家的社會、經濟，更危及環境可

持續性。當中，尤其因發展中國家的復原力下不足及低水平的經濟多樣化程度，使它們更容易受

到氣候變化風險的影響。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屬下的香港商務及海事法研究中心(HKCML)和中國法與比較法研究中心 

(CCCL) 於 2022 年 11 月 30 日聯合協辦了一場網上研討會，以全球視角來探討及應對後大流行時

代的氣候變化。本次會議邀請了 7 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目的是為專家學者們提供一個強

大且中肯的平台展開相關的學術討論。會議內容包括研究去碳化和能源轉型帶來的問題，及如何

協調和更有效地優化每個部門的努力。討論分四個小組進行，每個小組都對這些問題以及對緊迫

問題的潛在補救措施進行了深刻的分析。 

 

本次會議首先由 CCCL 主任王江雨教授及 HKCML 主任 Alexander LOKE 教授致開幕辭揭開序

幕。他們歡迎各位與會者參與會議。隨後則由會議發起人方萌博士（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助理教

授）和 Michael TSIMPLIS 教授（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為各位簡介了本次會議的背景和目的，

並希望會議能夠促進法律和政策的發展並產生實質性影響。之後，本次會議的四個環節順序展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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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由董亮博士（城市大學能源與環境學院助理教授）主持，主題為「氣候變化與能源轉

型」。本環節的講者分別為：Philip Andrew SPSEED 博士（新加坡國立大學能源研究所高級首

席研究員）及張浩博士（中文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SPEED 博士的發言題目是「分析各國對低

碳能源挑戰的不同反應」，他先以 IPCC 第六次評估報告引入，並指出其結構性因素包括資源禀

賦、政治制度和思想、價值觀和信仰，而這些因素可能會為發展中國家帶來阻礙。而張博士題為

「中國的碳中性目標」，他先分析中國的碳中和目標亦即中國的能源部門的發展目標。他亦指出

目前中國能源治理的體制安排，將取決於國家發改委和國家能源局能否作為監管機構在未來發揮

更積極的作用。 

 

第二節主題為「氣候變化與國際航運」，由 方萌博士主持，並由 Michael TSIMPLIS 教授和

Regina ASARIOTIS 博士（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貿發會議)政策和立法科技術和物流科科長）

演講。因 Michael TSIMPLIS 教授以「國際海事組織的案例：國際貿易去碳化中的體制障礙」為

題，因此向聽眾提供了一些國際航運的事實和數字分析來作深入講解。ASARIOTIS 博士的主題為

「港口如何適應氣候變化」，她提出了一些需要採取的行動，以確保 2030 年關鍵的運輸基礎設

施在 2050 年具有氣候適應性，這仍將是未來實現許多可持續發展目標進展的關鍵。她認為，我

們需要改進數據收集，儘早計劃，並採用系統方法，及從現在開始避免適應不良或過度工程。 

 

第三個主題為「氣候變化與國際貿易」，由 Virginia HARPER HO 教授（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教

授）主持，並由方萌博士及 Hanok ASMELASH 博士（伯明翰法學院助理教授）演講。方萌博士

的演講題目是「當去碳化遇到工業化」，她先提供了與英國低碳能源發電差異合同分配有關的措

施（UK-CFD（EU））作為背景資料。她在最後表示，並非所有形式的融合了去碳化和工業化的

政策工具都不能通過 WTO 的審查，而就英國的情況而言，該國在海上風電製造業和設計方案方

面缺乏競爭力等等因素，對未來環境政策可能產生一定阻礙。而 ASMELASH 博士的主題為「對

環境有害的化石燃料補貼的監管」，他首先重點解釋了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的能源補貼問題，並

指出了 1992 年至 2021 年各國政府間為改革化石燃料補貼所做的努力。他認為，監管在未來的

道路上仍然有不少挑戰，包括定義化石燃料補貼、如何針對有害的化石燃料補貼、提高透明度以

及確保包容性。 

 

會議的最後一個主題為「氣候變化與投資」，由 Michael TSIMPLIS 教授主持，並由 Virginia 

HARPER HO 教授演講。她以「企業氣候披露任務：對企業治理（和地球）的影響」為題，解釋

了企業對氣候信息披露的任務。她不僅解釋了對公司治理的影響，亦講出了後碳轉型的影響和局

限。由於健康問題，Aikaterini FLOROU 博士（利物浦大學法律和社會正義學院助理教授）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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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無法出席此次會議，她原定的演講主題是「能源社區作為公正能源轉型的催化劑：公私合作的

作用」。 

 

講者們在四個環節發表的合共七節既具資訊性又發人深省的演講固然精彩，但與會者於每個環節

所有講者發言後的集體討論時間中提出的問題和意見的質素同樣很高，當中不乏對演講內容的具

建設性批判、獨到且具啟發性的見解，以及對講者及全體與會者的尖銳提問，引發大家更深入的

討論。 

  

為時長達近五個小時的網上會議，最後以本次會議發起人方萌博士和 Michael TSIMPLIS 教授的

閉幕辭結束。兩位主辦方代表再次感謝各位與會者於百忙中抽空參與會議，特別感謝各位講者在

會議上發表的寶貴意見。 

 

由左至右: 

 

 

王江雨教授、Alexander LOKE 教授。 

 

 

Michael TSIMPLIS 教授、方萌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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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良博士、Philip Andrews SPEED 教授。 

 

 

張浩博士、Regina ASARIOTIS 博士。 

 

 

Virginia HARPER HO 教授、Henok ASMELASH 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