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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大讲堂”是清华气候院打造的在气候领域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对话与交流旗舰项目，也是面向清华

全校学生开设的专门课程。大讲堂邀请世界各国气候领袖来分享他们对于本国及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洞见，

交流如何推进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行动和倡议。开讲期间面向全球同步直播，单场讲座观看人次最多时超过150万。

“气候变化大讲堂”共举行 17 讲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解振华与美国前气候变化谈判
特使、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托德·斯特恩（Todd Stern）做客论坛，围
绕全球气候治理与中美气候关系发表演讲、展开对话。

第
一
讲

全球气候治理与中美气候关系   2018.5.23

BP 集团首席技术官、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大卫·艾顿 (David Eyton) 一行到
访清华。访问期间，大卫·艾顿在气候变化大讲堂发表主题演讲，分享了对
全球能源转型的技术展望。

南非环境部部长莫利瓦发表了题为《通往 2020——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
及多边主义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性》的演讲，她强调：“中国的经验
表明平衡是能做到的，中国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
二
讲

第
三
讲

大卫·艾顿 :  全球能源转型的技术讯号   2018.9.5

莫利瓦：通往 2020——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及多边主义
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性   2018.9.7

伦敦政经学院教授、全球经济和气候委员会联合主席尼古拉斯·斯特恩
(Nicolas Stern) 勋爵做客气候变化大讲堂，作为主讲嘉宾在清华大学主楼接
待厅发布了《探索 21 世纪的包容性增长：当务之急加速气候行动》报告。

第
四
讲

尼古拉斯·斯特恩：加速气候行动 探索包容性增长     2018.10.9

加拿大环境部部长凯瑟琳·麦肯娜女士作为本期主讲嘉宾做了题为“气候变
化与青年参与”的主题演讲。她表示，气候变化是挑战，也是很大的经济机遇。
很多年轻人都想参与这场变革，希望有绿色的职业能够创造未来。

第
五
讲

凯瑟琳·麦肯娜：青年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201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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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米纳·穆罕默德受邀作为“气候变化大讲堂”第七期
主讲嘉宾做了题为“应对气候变化：中国的角色和贡献”的演讲，从气候危
机的真实性、气候解决方案的可行性及对未来影响等方面分享了精彩观点。

BP 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戴思攀（Spancer Dale）分享了《BP 世界能源展望（2019
年）》报告中的精彩观点。全球经济持续增长和繁荣需要更多的能源支持，
同时也需要更快向低碳未来转型，这将是未来二十年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

第
七
讲

第
九
讲

阿米纳：世界需要更具雄心的气候行动   2018.11.21

戴思攀：展望世界能源转型未来   2019.4.9

欧盟气候变化和能源委员卡涅特发表了题为《全球与欧盟的气候行动》的
主题演讲，介绍了欧盟 2020 气候与能源行动方案的主要内容。中欧在推动
《巴黎协定》生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共同推进并且加强了合作。

力拓集团企业关系总裁倪西蔓（Simone Niven）发表题为“应对气候变化：
我们时代的困境”的演讲。《气候变化应对策略》是力拓第一份有关气候
变化影响的报告，为全球固体矿业行业绿色转型做出了积极示范。

解振华院长发表题为“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动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的演讲。他回顾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并介绍了我国气候行动、面临的挑战
与任务。从本期开始，“气候变化大讲堂”正式被列为清华研究生选修课。

第
六
讲

第
八
讲

第
十
讲

卡涅特：欧盟坚决落实《巴黎协定》2018.11.9 

倪西蔓 : 力拓要做低碳未来领跑者   2019.3.22 

解振华院长主讲气候第一课   2019.10.29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和核安全部长斯文娅·舒尔策（Svenja 
Schulze）发表题为《气候变化、绿色金融与环境标准》的主旨演讲。她从
强调《巴黎协定》的目标开始，进而分享了德国在气候保护方面的政策。

第
十
一
讲

舒尔策分享德国气候新政   2019.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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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气候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何建坤教授发表了题为“全球气候治理新形势
与中国能源和经济的低碳转型”的主旨演讲，指出我国对内要促进可持续
发展，对外要积极发挥引领作用，为全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中国的贡献。

本期大讲堂主题为“后疫情世界的气候治理”，邀请法国前气候大使、欧
洲气候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劳伦斯 • 图比亚娜女士发表主旨演讲，联合国秘书
长古特雷斯先生发表荣誉致辞。

何建坤：展望气候治理新形势   2019.11.8

劳伦斯·图比亚娜：后疫情世界的气候治理   2020.7.23

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 (Inger Andersen) 女
士发表演讲，强调了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并重点强调了“四个必须要做
到的领域”，即去碳化、脱钩、解毒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清华气候院常务副院长李政教授发表了题为“能源低碳转型与气候变化”
的主旨演讲，指出中国制定了积极的、有力度的自主贡献减排目标来推动
能源革命。各国都走在低碳转型的路上，谁走得越早，谁的竞争力就越强。

清华气候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何建坤围绕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
分享了系统思考和最新洞见。确立有雄心、有力度的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和
碳中和目标，并落实政策和行动，是我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选择。

欧洲委员会绿色新政常务副主席弗兰斯·蒂默曼斯（Frans Timmermans）
做客气候变化大讲堂，阐释欧盟绿色新政是迈向可持续未来的基石，对于
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实现疫情后绿色高质量复苏具有重大意义。

英格·安德森：绿色就是进步！ 2019.10.31

李政：“庖丁解牛”话转型   2019.11.28

何建坤：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   2020.10.27

弗兰斯·蒂默曼斯：欧盟绿色新政——迈向可持续未来的基石   
2020.11.26

第
十
二
讲

第
十
三
讲

第
十
四
讲

第
十
五
讲

第
十
六
讲

第
十
七
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