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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 生物多样性

21世纪之初，人类遭遇了一场将

今天与明天连接在一起的危机，这场

危机就是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是我们

这一代人面临的明确的人类发展问题。

它提醒我们：我们分享着同一个星

球——地球，世界各民族都生活在同

一片天空下。

事实一：气候变化的含义

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是指

气候平均状态统计学意义上的巨大改

变或者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典型的为

10 年或更长）的气候变动。气候变化

的原因可能是自然的内部进程，或是外

部强迫，或者是人为地持续对大气组

成成分和土地利用的改变。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第一款中，将“气候变化”

定义为：“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

在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动直接

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

气候改变。”UNFCCC 因此将因人类活

动而改变大气组成的“气候变化”与归

因于自然原因的“气候变率”区分开来。

事实二：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

问题

地球大气层中吸收热量的温室气

体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聚，它并不区

分温室气体来源于哪个国家。来自中国

的一吨温室气体与来自美国的一顿温室

气体具有同样的影响——一个国家的

排放量就是另外一个国家的气候变化

问题。任何一个国家单枪匹马都无法

赢得抗击气候变化的胜利。

事实三：气候变化会影响生物

多样性 

全球变暖将带来全球和区域降

水格局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上的重新分

配，有些地方降水增加而另一些地方

降水将减少。水热条件很大程度上决

关于气候变化，你应该知道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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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物种的分布格局。水热条件的变

化将直接影响物种的分布。温度上升

会驱使物种向高海拔、高纬度地区迁

移，到 2100 年如果气温平均升高4℃，

物种的垂直分布可能沿海拔梯度上移

约 500m，或者水平分布向高纬度方向

移动 500km。山顶比山脚面积小，物

种向上移动时分布面积缩小，面对竞

争、环境与遗传压力增大，当物种退

到山顶无路可退时，只能在当地灭绝。

沿高纬度方向迁移的种，若在迁移途中

遇到大的自然障碍(沙漠、海洋等)和

人为障碍（如农田、城镇等）的阻隔而

无法逾越时也将面临灭绝危险。如果

无法迁移到合适的新生境，生物只有适

应变化才能生存，而许多物种在对气

候变化的适应远远慢于气候变化速率，

难以适应新的气候条件，从而导致灭

绝。随着全球变暖，区域气候格局将

发生变化，洪水、干旱等极端气候现

象将加剧。在这种强烈的自然干扰中，

许多物种因不能适应环境的巨大变化也

可能趋于灭绝。

事实四：气候变化使中国的经

济发展面临四大挑战

挑战之一：极端气候事件趋强趋

多。百年一遇超强台风“桑美”登陆，

重庆、四川遭遇历史罕见高温伏旱，持

续干旱森林火险等级升高导致东北地

区发生继1987年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

森林火灾，强沙尘暴袭来北京一夜降

尘量33万吨。极端气候事件趋强趋多，

将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挑战之二：农业生产不稳定性增

加。由于冬季气候变暖，冬小麦和树

木等提早发芽和开花，春季霜冻对作

物和树木的损害不断加重。如不采取

适应措施，中国农业将面临减产，种

植制度和作物品种改变，肥料、杀虫

剂等成本和投资增加等突出问题。

挑战之三：水资源短缺。自1950

年以来 , 我国 6大江河的径流量减

少。其中，海河降幅最大, 每年约减少

3.66％。河西走廊地下水天然资源 90

年代比 50 年代减少 45%，未来中国水

资源供需矛盾可能会加剧。

挑战之四：重大工程安全运行的

风险加大。1995 年以来青藏公路沿线

地面下5米深度处的地温呈升高趋势，

到2050 年，青藏高原冬季最低气温升

高约 3.1～ 3.4℃左右，夏季最高气温

升高约1.8～3.2℃，严重威胁青藏公路、

铁路的安全运营。而季节冻土的冻胀

和多年冻土融化下沉也是南水北调西

线调水工程中两大突出问题。

事实五：发达国家是气候变化

的罪魁祸首

气候变化问题是一个环境问题，

因为气候变暖影响到自然和人类生存的

环境。但是气候变化 90%以上的可能

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它反映了人类活动

所造成的气候变暖。人类活动主要还

是发展，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是人类

为了生活生产发展所造成的，是在发展

过程产生的气候变化问题。所以气候

变化问题归根到底也是发展问题。从

1750 年工业化革命以来，人类活动排

放的二氧化碳量持续增加。应该说现

在的发达国家是最早的工业化国家。过

去他们在发展过程中是无约束的发展，

排放温室气体。

像二氧化碳这样的温室气体在大

气中的寿命是 50 年—200 年。所以导

致当今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也就是

过去发达国家在 200 年前排放的温室

气体导致当今全球气候变暖。作为发展

中国家，现在正处于发展过程当中。发

达国家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而

且它现在的排放量比发展中国家高的

多。比如美国，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是

中国的6倍。发达国家，像OECD国家，

人均排放量是中国的 3倍。这是奢侈

排放。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

几千万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我们为了发

展，是一种生存排放。

事实六，中国减缓气候变化的

努力与成就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

自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

中国政府率先组织制定了《中国21世

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

展白皮书》，并从国情出发采取了一系

列政策措施，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做

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一，调整经济结构，推进技术

进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政府更加注重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

整，将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推进清

洁生产、防治工业污染作为中国产业政

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实施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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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取得

了长足发展。但随着农村经济的

快速发展，传统粗放型的农村经济发展

模式并没有得到根本转变，农村生态环

境令人担忧。随着我国农村温饱问题的

基本解决，广大农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

这种环境状况。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

视农村环境问题，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

示“要启动农村小康环保计划”，曾培

炎副总理也提出“要统筹城乡环保工作，

实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尽快启动农村

小康环保行动计划”。2006 年，为贯彻

落实国家领导人批示，进一步推进农村

环境保护工作，国家环保总局印发了《国

家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这是一项

“益民”计划，更是一项“富民”计划，

但由于农村的环境保护工作长期受到忽

视，农村环境污染问题非常复杂，具体

来说，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本质原因主

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农村经济比较落后，渴望发

展的愿望比较迫切。改革开放以来，农

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村面貌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但仍有不少落后的农村，出

于尽快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

愿望，在经济发展中，只追求经济效益，

不顾及生态效益，这种短期行为对环

境造成巨大的冲击，对环境保护非常

不利。经济规模转向集约化、工业化

给农村环境造成巨大负面影响。规模

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为什么难
文/靳永新

产业政策，加快第三产业发展，调整

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使产业结构发生了

显著变化。

第二，发展低碳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改善能源结构。通过国家政策引

导和资金投入，加强了水能、核能、石

油、天然气和煤层气的开发和利用，支

持在农村、边远地区和条件适宜地区

开发利用生物质能、太阳能、地热、风

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使优质清洁能

源比重有所提高。

第三，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加强

生态建设和保护。改革开放以来，随

着中国重点林业生态工程的实施，植

树造林取得了巨大成绩，据第六次全国

森林资源清查，中国人工造林保存面

积达到 0.54 亿公顷，蓄积量15.05 亿

立方米，人工林面积居世界第一。全

国森林面积达到17491万公顷，森林覆

盖率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13.92%

增加到 2005 年的18.21%。

第四，实施计划生育，有效控制

人口增长。自20世纪70 年代以来，中

国政府一直把实行计划生育作为基本

国策，使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有

效控制。根据联合国的资料，中国的

生育率不仅明显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第五，加强了应对气候变化相关

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制定。针对

近几年出现的新问题，中国政府提出

了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

重大战略思想，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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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友好型社会，进一步强化了一系列

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措施。

第六，进一步完善了相关体制和

机构建设。中国政府成立了共有 17个

部门组成的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机

构，在研究、制定和协调有关气候变化

的政策等领域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为

中央政府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应对气候

变化问题提供了指导。

第七，高度重视气候变化研究及

能力建设。

第八，加大气候变化教育与宣传力

度。中国政府一直重视环境与气候变

化领域的教育、宣传与公众意识的提高。

近年来，中国加大了气候变化问题的宣

传和教育力度，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有关

气候变化的知识讲座和报告会，举办了

多期中央及省级决策者气候变化培训

班，召开了“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等

大型研讨会，开通了全方位提供气候变

化信息的中英文双语政府网站《中国气

候变化信息网》等，并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