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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的事实与影响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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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
,

地球气候正经历一次以全球变暖为

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
。

我国气候变化趋势与全球基

本一致
。

近 50 年的气候变暖主要由人类使用化 石

燃料排放 的大量 C O : 等温室气体 的增 温效应造 成

的
。

现有预测表明
,

未来 50 一 100 年全球 和我 国气

候将继续向变暖的方向发展
。

全球变暖已对全球的

生态系统以及社会经济系统产生明显影 响
,

并将继

续造成长远而巨大的影响
,

其 中许多影响是负面的

或不利的
。

在国际上
,

《联合 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 》

缔约方正在就如何减缓这种气候变暖趋势和控制温

室气体排放进行谈 判
,

有关气候变化科学的问题及

其与经济
、

社会和政治关系的研究 已成为相关研究

领域的热点
。

气候变化的事实和科学认识

1
.

1 全球气候正经历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变化
,

近

5 0 年的气候变化主要由人类活动造成

18 60 年有气象仪器观测记录以来
,

全球平均温

度升高了 0
.

6 士 0
.

2℃
。

最暖的 13 个年份均出现在

19 8 3 年以后
。

20 世纪北半球温度 的增幅可能是过

去 1 0 0 0 年 中最高的
。

降水分布也发生 了变化
。

大

陆地区尤其是中高 纬地 区降水增加
,

非 洲等一些地

区降水减少
。

有些地 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如厄尔

尼诺
、

于旱
、

洪涝
、

雷暴
、

冰雹
、

风暴
、

高温天气和沙尘

暴等 )出现的频率与强度有所增加 t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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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近百年我国气候同样变暖

我国的气 温上 升 了 0
.

4一 0
.

5℃
,

以 冬季 和西

北
、

华北
、

东北地区最为明显
。

19 85 年 以来
,

我 国已

连续 出现了 16 个全国范围的暖冬
。

降水 自 20 世纪

50 年代 以 后逐渐减 少
,

华 北地 区 呈现 出暖干化 趋

势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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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预测全球和中国气候将继续变暖
,

增暖的速率

将比过去 100 年更快

国内外科学家使用 31 个复杂气候模式
,

对 6 种

代表性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未来 100 年的全球气候

变化进行了预测
,

结果表明
:

( l) 全球 平均地表气温到 Z or o 年将 比 19 90 年

上升 1
.

4一 5
.

8℃
。

这一增温值将是 20 世纪 内增温

值 ( 0
.

6 ℃左右 )的 2一 or 倍
,

可能在近 10 0 0 0 年 中增

温速率最快
。

21 世纪全球平均降水将会增加
,

北半

球雪盖和海冰范 围将进一 步缩小
。

21 00 年全球 平

均海平 面将 比 19 90 年上升 0
.

00 一 0
.

88 m
。

一些极

端事件 (如高温天气
、

强降水
、

热带气旋强风等 )发生

的频率将会增加川
。

(2 )我 国气候 将继续 变暖
。

到 2 020 一 2 0 30 年
,

全国平均气温将上升 1
.

7℃ ;到 2 05 0 年
,

全国平均气

温将上升 2
.

2 ℃
,

变 暖幅度由南 向北增加
。

不少地

区降水出现增加趋势
,

但华北 和东北南部等一些地

区将 出现继续变干的趋势 〔3〕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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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气候变化预测仍存在不确定性

上述气候变化预测对于全球气候平均变化趋势

以及温度预测准确性较高
,

但对 于地 区性和降水等

要素的预测准确性较低
,

包含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

产生不确定性的原 因主要有温室气体排放和大气中

温室气体浓度变化估算不够准确 ; 用于预测未来气

候变化的气候模式 系统不够完善 ; 以及可用于气候

研究和预测的气候系统资料不足等
。

2 气候变化的影响
:

正面与负面并存

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多尺度
、

全方位
、

多层次的
,

正面和负面影响并存
,

其 中负面影响更多地受科学

界和社会的普遍关注
。

2
.

1 气候变化对 自然生态系统 已造成并将继续产

生明显影响

中国气象局局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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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对许多地区的自然生态系统已产生影

响
,

自然生态系统由于适应能力有限
,

容易受到严重

的
、

甚至不可恢复的破坏
。

随着气候变化 的频率和

幅度的增加
,

遭受破坏的 自然生态系统在数量上有

所增加
,

空间范围
一

也将扩
一

大
。

( l ) 产毛候变化将改变植被群落的结构
、

组成及生

物量
,

使森林生态系统的空间格局发生变化
,

同时也

造成
’
l三物多样性减少等

。

( 2) 冰川条数和面积减少
,

冻土厚度和下界会发

生变化
。

高山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非常敏感
,

冰川

规模将随着气候变化而改变
。

山地冰川普遍出现减

少和退缩现象
。

( 3) 气候变化是 导致湖泊水位下降和面积萎缩

的主要原因
。

( 4 )海平面升高将影响海岸带和海洋生态系统
。

近 百年来
,

全球海平面平均 上升了 10一 20
c m

。

我国

海平面近 5 0 年呈明显上升趋势
, _

L升的平均速率为

舟年 2
.

6 m m
,

未来海平面还将继续上升
,

造成海岸

地区遭受洪水泛滥的机会增大
、

遭受风暴影响的程

度和严重性加大
。

( 5 )一些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可能增加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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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气候变化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可能以负面为主

( 1 )农业 可能是对气候变化反应最为敏感 的产

业之 一
。

我国是农业大国
,

气候变化将使我国未来

农业生产而临以 下三个突 出问题
:

农业生产的不稳

定性增加
,

产量波动大 ; 农业生产布局和结构将 出现

变动 ; 农业生产条件改变
,

农业成本和投资大幅度增

加

( 2 )气候变暖将 导致地表径流
、

旱涝灾害频率以

发水质等发生变化
,

水资源供需矛盾将更为突出
。

( 3 )对气候变化敏感 的传染性疾病 的传播 范围

{!丁能增加 ; 与高温热浪天气有关的疾病和死亡率增

加
。

( 4 )气候变化将影响人类居住环境
。

卜述有关气候变化影响的研究结论还存在某些

不确定性
。

其中包括
:

气候变化未来情景的不确定
,

气候系统中农业
、

水资源
、

生物等模型不健全
,

综合

评估模式尚需进一步完善
,

气候模式还不足以模拟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

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标准以及温

室气体危险水平不确定等
。

3 全球气候变化给我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全球气候变化 问题
,

不仅是科学 问题
、

环境 问

题
,

而 且是能源问题
、

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
。

全球气

候变化问题将给我国带来许多挑 战
、

压力和机遇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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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的历程

19 7 9 年主要由科 学家参加 的第 一次世界气候

大会呼吁保护气候
。

19 8 8 年 11 月
,

世界气象组织和

联合国环境署成 立了政府间气候变 化 专门委员会

( IP C C )
。

199 1 年 2 月联合国组成气候公约谈判 [
_

作

组
,

并于 19 9 2 年 5 月完成
一

r 公约的谈判
_

「作
。

19 92

年 6 月
“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

期间
,

巧 3 个 囚家

和区域一体化组织正式签署 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

199 4 年 3 月 21 日公约正式生效
。

截止到 2 00 1 年 12

月共有 1 87 个 国家和区 域一体化组织成为缔约力
一 、

公约缔约方第一次大会于 19 95 年 3 月在德国柏林

召开
。

19 97 年 12 月在 日本京都 召开的公约第
_ _

二次

缔约方大会通过 了《京都议定书》
,

对发达国家规定

了到 2 0 0 8一 2 01 2 年具体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
。

3
.

2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和 《京都议定 书》—
国

际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的行动意愿

公约确定的最终 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

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 的人 为 于扰的水平

上
,

而且实现稳定 在这一水平的时间范 围应当在足

以使生态系统能够 自然适应气候变化
、

确保粮食生

产免受威胁并使经济发展能够可持续地进行
)

公约 的基 本原 则是
“

共 同但 有 区 别 的责任
”

“

共同
”

责任是指地球气候的变化及其不利影响是人

类共同关心的问题
,

各 国都要根据各 自的能力
,

为保

护全球气候做出努力 ; “

区别
”

责任
,

主要是历史 L 和

目前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 部分源 自发达 国

家
,

发达国家应该率先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
)

《京都议定书》规 定 了发达 国家的具体减排 日

标
,

即发达国家在 2 008 一 2 01 2 年内要将其 C O : 等温

室气体排放水平 比 19 90 年平均减少 5
.

2 %
。

《京都

议定书》没有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规定新的义务
,

只是

重申了公约下的义务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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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球气候变化给我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 l) 国际 上要求我 国减排温室气体 的压力越来

越大
。

目前我 国 C O :
排 放量 己位 居世 界第 二

,

:(l 1
4

、

N Z o 等温室气 的排放量也居世界前列
。

预测表明
,

到 20 25 一 2 0 30 年间
,

我 国的 c o : 排放总量很可能超

过美国
,

居世界第一位 ; 目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我

国人均 C O : 排放量可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

虽然仍

低于发达国家的人均 C O :

排放水平
,

但 已 丧失人均

c o : 排 放水平低 的优势
。

由于技术 和设 备相对 陈

旧
、

落后
,

能源消费强度大
,

我 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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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变化 的事实
一

与影响及对策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比较高
。

如果长期不减排
,

我国

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活动时遭受的压力

将会越来越大
,

如处置不当
,

有可能会影响我国的国

际形象和地位
。

( 2 )我国减排温室气体的潜力受能源资源结构
、

技术和资金的制约问题
。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
,

将对世界各 国的经济

发展模式
、

技术发展方向
、

能源市场结构等产生重大

影响
。

就我国而言
,

煤是我国的主要能源资源
,

调整

能源结构来减少 C O : 排放量 的潜力有限
。

如果近期

就承担温室气体控制 义务
,

我 国的能源供应将受 到

制约
。

同时
,

因缺少相应的技术支撑
,

我国的经济发

展将受到严重影响
。

我 国在相 当一 段时期 内
,

应坚

持
“

节约能源
、

优化能源结构
、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

的

能源政策
,

通过提高能效来减少 C O :
排放量尚有一

定潜力
,

但是需要相 当的技术和资金作 为保证
。

目

前发达国家希望通过
“

清洁发展机制
”

项 目
,

从 发展

中国家获得减排抵消额
。

这将为发展 中国家获得新

的投资和技术转让带来新的机遇
。

( 3) 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影响的问题
,

尚未真正

提上议事 日程
。

全球气候变暖可能给我 国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

经济部门带来难以承受的
、

不可逆转的
、

持久的严重

影响
。

我们需要全面深人研究气候变化对我国自然

生态系统和国民经济各部 门的影响后果
、

可采取 的

适应与减缓措施
,

并在对其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的基

础上
,

提出我国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影响的规划和

行动计划
。

4 结 论

( l) 气候变化科学
。

全球变暖是不争的事实
,

只

是在变暖的幅度
、

原因和区域分布
,

特别是未来气候

变化预测方面
,

还有不少的不确定性
。

(2 )气候变化影 响
。

气候变化对 自然生态系统

和国民经济将产生诸 多影响
,

有些影响可能是不可

逆和灾难性的
。

及早研究
、

及时采取适应气候变化

的措施
,

可以减少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

( 3 )气候变化谈判
。

气 候变化 问题的重要性 与

复杂性
,

决定了气候变化公约谈判 的难度将不亚于

人世谈判
。

( 4) 控制排放与经济发展
。

目前 国内外没有低

排放
、

高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可供采用
。

承担控制

温室气体排放的义务应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

否

则可能对我国经济发展
、

能源供应和人 民生活产生

相当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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