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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对全球气候变化事实与国家气候变化行动的分析 ,就当前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认识和行

动中的几个关键问题的不同观点与争论进行了辨析。指出 : ①应以比较确定的科学事实和“共同

但有区别的责任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出发点 ; ②全球增温的幅度被高估了 ; ③近百年全球变暖主

要归因于人类活动的论断科学证据不足 ; ④全球变暖的影响有利有弊 ,具体问题需具体分析 ; ⑤气

候预估不等于气候预测 ,气候预测尚待时日 ,气候预估的不确定性也非常大 ; ⑥当前应对全球变暖

的行动应采取“适应为主、减缓为辅 ”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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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1979年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气候

大会上 ,科学家提出了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将导

致地球升温的警告 ,气候变化作为一个重大科学问

题首次受到国际科学界的关注。1992年 6月 ,在联

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推动下 ,气候变化作为国际

社会关注的重大环境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会议通

过了由 153个国家和欧洲共同体共同签署的《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以下简称

“公约 ”)。该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

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而签署

的国际公约 ,于 1994年 3月正式生效。1997年 12

月 ,公约第三次缔约方会议在日本京都召开 ,签署了

《京都议定书 》( Kyoto Protocol) ,对发达国家在 2012

年前温室气体减排的种类和额度等做出了具体的

规定。

进入 21世纪 ,国际社会加快了应对全球气候变

暖、推进《公约 》及其《京都议定书 》履行的步伐。

2005年 2月 16日 ,由于俄罗斯的加入 ,《京都议定

书 》终于得以正式生效。2007年 ,联合国政府间气

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 IPCC)发布其第四次评估报告 ,

将全球变暖的大部分责任归因于人类活动 [ 1 ]
,直接

推动了应对全球变暖的热潮。各国纷纷推出应对气

候变化的方案或政策 ,我国也于 2007年 6月发布

《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 2 ]
,并于 2008年 10月发

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白皮书 [ 3 ]。

2007年 12月 ,澳大利亚批准了《京都议定书 》,使美

国成为唯一没有批准《京都议定书 》的发达国家。

在国际社会关于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的声音

日益高涨的同时 ,反对的观点也在大量涌现。我国

学者 [ 4 ]总结了全球变暖的 7大学说 ,即 :太阳变化

说、宇宙射线说、动物废气说、潮汐调温说、海震调温

说、海洋调温说、天文冰期说等。不仅在科学界 ,在

国际政治格局中 ,也因对气候变化的不同认识和国

情、政策的不同形成了若干国家集团或联盟。当今

的国际气候变化政治格局 ,主要由“三大阵营 ”组

成 ,即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国家、以美国为首的“伞

形集团 ”国家 ,以及以中国、印度和巴西为代表的发

3 　收稿日期 : 2009211224;修回日期 : 2009212213.

3 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方向性项目“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别研究及策略”(编号 : KZCX22YW 230525)资助.

　作者简介 :陈泮勤 (19442) ,男 ,重庆长寿人 ,研究员 ,主要从事全球气候变化研究. E2ma il: pqchen@cashq. ac. cn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展中国家 (主要以“77国集团加中国 ”组织形式出

现 )。在这 3大阵营内外 ,世界主要产油国 (主要以

“石油输出国组织 ”形式出现 )和岛屿国家 (主要以

“小岛国联盟 ”组织形式出现 )由于其国家发展甚至

基本生存受到应对气候变暖行动的影响 ,也成为气

候变化政治格局中引人注意的消极或积极因素。

本文将主要针对当前气候变化问题中的几个关

键问题的不同观点进行分析 ,以供从不同角度了解

气候变化 ,重新审视气候政策的科学基础和应对气

候变化的战略 ,并做出适当调整 ,从而推动人类有关

气候变化的认识和行动沿着科学的、符合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方向前进。

2　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出发点

气候变化问题的提出 ,首先是源于科学发现与

进步 ,因此应对气候变化应基于比较确定的科学认

知。其次 ,气候变化的影响作用于人类经济社会各

个方面和层面 ,因此应对气候变化必须着眼于人类

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承受能力。

从科学的角度看 ,全球气候变化主要涉及 5大

科学问题 ,即 :气候变化的基本科学事实与证据 ,气

候变化的原因过程与机理 ,气候变化的影响 ,未来气

候变化的预测 ,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简言之 ,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提出与解答应基于对事实、机

理、影响、预测和策略这五大科学问题的清楚认识。

其中 ,气候变化的科学事实与观测证据包括气候系

统主要要素 (如气温、降水量、海平面、雪盖和冰盖

的变化等 )的变化趋势、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概

率的变化等 ;气候变化的机理 (原因 )包括自然和人

为驱动因子的变化及其所引发的正负反馈过程与相

互作用 ,自然和人为因素对气候变化的贡献率 ,以及

自然和人为因素的相互作用等 ;气候变化对人类社

会经济的影响包括气候变化对资源与产业 (农、林、

牧、渔、水 )的影响 ,发生对环境的影响 ,以及对人体

健康、重大工程和病虫害发生的影响等 ;未来全球气

候变化的预测主要包括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重大气候

事件以及气候变化对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影响的预

测等 ;全球气候变化的应对策略包括减缓气候变化

和适应气候变化 2个主要方面。

气候系统是一个全球范围的开放系统 ,全球气

候变化问题是典型的“公共物品 ”问题 ,即气候变化

影响是发生在全球范围内的 ,几乎每个国家都应对

所产生的部分问题负责 ,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仅靠

自身的力量妥善处理。然而 ,不同的国家应对气候

变化的能力不同。部分发达国家虽然受气候变化影

响明显 ,但应对能力也很强 ;发展中国家 ,受气候变

化影响明显 ,但应对能力比较弱。是背离各自不同

的社会经济基础 ,不计后果地、全世界所有国家“一

刀切 ”式地应对气候变化 ,还是基于各国不同的社

会经济基础和发展阶段 ,通过国际协议有效地组织、

协调世界范围的应对行动 ,成为当今国际气候政治

中争议的焦点。

这一争议 ,在根本上是关于如何处理国家利益

与全人类利益的关系问题。回顾气候公约以及其他

国际公约 ,包括《京都议定书 》的制订、通过与正式

生效的过程 ,可以发现处理全人类共同利益问题时 ,

往往采取协调各国利益直至达成共识或妥协。或者

可以说 ,各国利益协调最优化就是具有实际意义的

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公约关于“共同但有区

别的责任 ”原则的表述是这一处理方式的直接体

现。因此 ,在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中 ,无疑

仍将沿用这一普遍被接受、长期被使用的原则和处

理方式。

3　关于全球增温的幅度

过去百年 ,全球地表气温逐步增高 ,呈现全球变

暖的总趋势。但是对全球变暖的幅度和速率的认

识 ,尽管 IPCC在历次科学评估报告中均有修改 ,但

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进而严重地影响到了我们对这

一基本事实的判断和科学决策。由于热岛效应对增

温的影响被大大低估 ,以及参与全球统计的农村站

少于城市站 ,海洋站少于陆地台站等原因 ,全球增温

幅度可能被高估了。

3. 1　热岛效应对增温的影响被大大低估

在人口高度集中的城市 ,人类的工业活动和日

常生活会通过多种形式向大气释放热量 ,造成局地

气温升高 ,科学界形象地将此称为“城市热岛效

应 ”。这种城市热岛对局地温度的影响 ,应在全球

温度记录中扣除 (订正 ) ,才能真实地反映全球温度

的变化。

在全球温度记录的整理中 ,对城市热岛效应影

响的订正是非常重要而困难的工作 ,目前尚未形成

一套有效的适应全球的订正方法。然而 , IPCC第四

次评估报告根据少数人的研究结果 [ 5～7 ] ,片面地认

为自 1900年以来城市热岛对气候变暖的贡献仅为

0. 006℃ /10 a (对于陆地 )或 0. 002℃ /10 a (对于全

球 ) ,得出城市热岛效应对地表气温的影响是可以

忽略不计的结论。对此 ,不少研究者提出不同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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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 8～15 ]。

上述结论的主要问题是 :

(1) 片面地将并未得到科学界广泛认同的少数

学者关于热岛影响的研究结果推广到全球。如同为

西方学者的 Roger等 [ 14 ]对 Parker[ 5 ]的研究方法和结

论都提出了质疑 ; Peterson
[ 6 ]的研究是以美国站点为

例 ,只比较了 1989—1991年间美国城乡地表气温差

异 ,就得出城乡温度没有明显差异的结论 ,显然是不

科学的 (这种比较应在更长时间段内进行 ,尤其应

对城市化前后测站温度变化进行对比 ) ,在剔除不

同仪器观测对温度的影响的方法上也存在问题。又

如 , Huang等 [ 8 ]分析了 IPCC报告引用的大阪站点

(6个 )的气温变化 ,发现大阪地区气温在 1883—

2006年间的增加幅度为 2℃ /100 a,而在城市化飞

速发展的 1954—2000年间增加了 2. 6℃ /100 a,城

市热岛效应对大阪气候变暖的贡献率超过一半。

(2) IPCC引用的 CRUTEMP3和 GISTEMP数据

集虽然对城市热岛效应进行了部分订正 ,但对发展

中国家提供的气象数据热岛效应影响的订正几乎没

有考虑或存在重大缺陷。近几十年来 ,广大发展中

国家 ,特别是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处于工业化过程

中 ,城市化进程加快 ,许多原处于城郊的气象站 ,近

几十年已身居闹市 ,城市热岛效应非常明显。以我

国北京和乐亭站在 1957—1990年的温度变化为例 ,

这 2个站点同在一个网格区 (5°×5°)内 ,北京站位

于大城市 ,乐亭站位于小城镇 ,人口规模有较大差

异。研究发现 , 1957—1980年北京的气温平均较乐

亭高 0. 10℃, 1980—2007年 ,两地温差异常增大 ,平

均约为 0. 19℃。这种温差增大趋势与北京城市化

进程有良好的对应关系。改革开放以来 ,北京人口

规模迅速扩大 ,城市建设高速发展 ,大量的人工构筑

物改变了下垫面的热力属性 ,再加上人工热源的影

响 ,由此形成的热岛效应对城市温度升高产生了重

要贡献。

周雅清等 [ 12 ]和任国玉等 [ 13 ]研究了我国华北地

区的城市热岛效应 ,发现 1961—2000年间在我国华

北地区由城市化引起的年平均气温增加值对全部增

温的贡献率超过 39%。因此 IPCC报告中“城市热岛

效应对增温贡献可以忽略 ”的结论存在较大不确定

性。近百年全球增温的幅度被 IPCC大大高估了。

3. 2　现有温度观测数据不能代表全球平均情况

就全球面积而言 ,陆地与海洋之比约为 3∶7,城

市与乡村之比小得可怜 ,几乎淹没在乡村中。一般

地 ,陆温高于海温 ,城市气温高于农村 ,在研究全球

温度变化时 ,只有观测站点较均匀和较广泛的分布 ,

才能获得可信度较高的用来分析全球温度变化情况

的数据。2001年发布的 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就曾

指出 ,“观测站点的密度一直是 ,而且仍然是极度分

布不均的 ,许多站点位于人口密集地区 ,而在广阔的

海洋地区却只有数量有限的商船走航观测。⋯⋯维

护和改善现有观测网络的观测质量和分布密度 ,对

于获得高标准化的信息至关重要”。

但是 ,仅仅过去 6年后 ,在 2007年发布的 IPCC

第四次评估报告中 ,关于站点分布的问题虽然不可

能得到彻底解决 ,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通过分

析 IPCC评估报告采集的地表气温站点资料发现 ,

全球有较大比例站点分布在大城市和城镇。按人口

数量标准划分 ,约 46%的站点分布在大城市和城

镇 ;按卫星拍摄的夜晚光亮度划分 ,约 62%的站点

分布在大城市和城镇。这些站点中具有较多观测记

录的站点大部分来自大城市。以 2007年为例 ,具有

12个月连续观测记录的站点约 770个 ,其中分布在

大城市的站点约 57% (按人口标准 )和 65% (按夜

晚光亮度 ) ,分布在农村的站点仅为约 26% (按人口

标准 )和 22% (按夜晚光亮度 ) [ 16 ]。对于海洋站和

陆地站 ,同样存在参与统计的全球海洋站少于陆地

台站的问题。由此可见 ,过多地选用城市站、陆地站

的记录 ,必然导致全球增温幅度的高估。

4　关于人类活动对全球变化的贡献

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的一个重要结论和进展

是 :近百年全球变暖很可能 (发生的概率大于 90% )

是由于人为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所致的。我们认为这

一重要结论的科学证据不足 ,理由如下。

4. 1　人类活动的辐射强迫作用存在不确定性

确定全球变暖的原因 ,特别是区分自然因素和

人类活动因素 ,不仅是非常困难的 ,在某种意义上甚

至是难以实现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人类活动既排放

温室气体 ,同时也排放可使大气降温的气溶胶颗粒

和其他化学物质 ,而这些物质在气候系统生物、物

理、化学过程中起什么样的作用 ,最后对增暖有多大

贡献 ,要从科学上回答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另

一方面 ,气候系统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开放系统 ,一

个小扰动 (包括太阳、海洋、地质活动以及彗星撞击

地球 )都可能使气候状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考虑

到自然与人类驱动因子的变化及其相互作用发生在

非常广的时空范围 ,反馈机制复杂 ,就目前的认知水

平而言 ,难以量化并区分人为和自然因素导致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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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变化。而“辐射强迫 ”仅仅是一种对驱动因子变

化的描述方法的尝试。

IPCC评估报告关于近百年全球变暖主要归因

于人类活动论断的重要依据之一是 ,仅考虑自然强

迫的模式模拟结果与近百年的全球气温变化不符 ,

而同时考虑自然和人为强迫的模式模拟结果却与近

百年的全球气温变化契合得较好。但是 ,目前对已

知的自然和人类活动造成的辐射强迫分量中 ,除长

生命期温室气体认知水平较高外 ,其余的辐射强迫

分量的认识水平仍处于中低或很低状态 ,如平流层

水汽、臭氧、气溶胶的直接效应和云反射效应、线性

凝结尾迹、太阳辐照度等 [ 1 ]
,对其引发的各种生物

物理化学过程及其相互作用知之甚少 ,且有关模式

给出的仅是对近百年一个时段的数值模拟结果 ,不

具备重复性 ,因此基于数值模拟结果得出的全球变

暖主要归因于人类活动的结论在科学方法上存在

缺陷。

4. 2　代用资料也不足以支持人类活动对全球变暖

的贡献

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认为 , 20世纪下半叶北

半球的平均温度很可能是过去 1 300年中最暖的 50

年 ,以此间接证明全球增暖很可能 (发生概率 >

90% )是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

高时空分辨率、长时间序列的温度记录是分析

全球气温变化的基础。然而 ,具有高时空分辨率的

温度记录只有器测记录 ,而其时间序列最长不过

100多年 ;代用资料的时间序列较长 ,但分辨率较

低 ,除少数外 ,大多不能描述十至百年时间尺度及其

以下的变化和趋势。1850—1999年器测记录中序

列长度大于 50年的不足一半 ,而长度大于 100年的

记录非常有限 [ 16, 17 ]。其实 ,在 2001年 IPCC第三次

评估报告提出“20世纪可能是过去 1 000年增温最

大的 100年 ”的结论即引发了科技界的争论 ,不少

学者提出了异议 [ 18～23 ]。美国国会也就此组织了听

证会 ,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组织调研得出的结论仅

仅肯定 20世纪可能是过去 400年最暖的世纪 ,而对

中世纪温暖期由于数据时空分辨率不够未做结

论 [ 24 ]。但 6年后的 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在上述问

题并未解决的情况下却将结论进一步拓展为“20世

纪下半叶北半球的平均温度很可能是过去 1 300年

中最暖的 50年 ”,并没有解决、反而可能进一步扩

大气候变化的争议。

5　关于全球变暖的影响利弊

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 ,无论是自然因素还是人

为因素造成的气候变化 ,其影响都是有利有弊。当

然 ,对自然因素造成的气候变化的影响 ,人类只能因

势利导 ,或适应规避 ;人为因素造成的气候变化的影

响 ,则可从源头上防范。实践中我们所看到的往往

是自然和人为因素引发的气候变化的共同结果 ,目

前的科技水平很难区分哪些是自然因素造成的 ,哪

些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因此 ,我们首先要面对的是

全面认识气候变化的影响 ,而不是只强调它的不利

影响。

就全球而言 ,气候变化的影响以正面为主还是

以负面为主至少目前还不能做出定论。影片《后

天 》( The Day After Tomorrow)的故事是否会发生 ,何

时发生 ,至少近 20年也不能预测。但是可以肯定的

是 ,就十至百年尺度而言 ,目前尚没有证据证明以全

球增暖为特征的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影响是弊多

利少。而古气候的研究表明 ,暖期灾害 (极端事件 )

发生的频率并不比冷期高 ,恰恰相反 ,有事实证明 ,

暖期更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 [ 25, 26 ]。

气候变化对一个特定的地区 (或国家 )的影响

则要具体分析 ,不能一概而论。这主要取决于它们

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带以及国度的大小。如对太

平洋岛国 ,很可能是弊大于利 ,而对于中国、美国、澳

大利亚也许是利弊参半 ,而对于俄罗斯、加拿大也许

是利大于弊。具体如何尚需进一步分析研究。

然而 IPCC评估报告却过分强调气候变化的负

面影响。即使这样 ,也能从中窥视其有利影响的一

面。如种植带北移和生长季节的延长增加了农业和

林业的产量等 [ 1, 27～29 ]。目前存在的“负面论 ”,并不

是全面权衡研究的结果 ,很可能是带有倾向性的片

面认识。不论是何种情况 ,对气候变化在具体时段、

具体区域、具体领域的影响 ,应分别地具体分析 ,这

是毋庸置疑的。

6　关于气候预测和气候预估的不确定性

6. 1　目前尚不能进行气候预测

众所周知 ,在预测学中 ,唯一具有严谨理论并付

诸业务实践的只有大气科学中的天气预报。然而 ,

天气预报从制作第一张天气图开始至今经历了 100

多年 ,其预报准确率方才达到 90%左右 ,再进一步

提高已非常困难。天气预报主要涉及大气本身的基

本规律和特性的认识 ,气候预报则不同 ,涉及包括大

气圈、水圈 (含冰雪圈 )、生物圈和岩石圈在内的整

个气候系统 ,其难度非常大。真正意义上的气候预

测研究始于 20世纪 80年代初 ,目前 ,气候预测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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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理论、方法尚处于研究初期 ,只有少数国家能够

对气候变化的强信号 ———厄尔尼诺进行预测试验。

严格地讲 , IPCC评估报告等对未来全球气候变

化情况的分析 ,只能称为“气候预估 ”( p rojection) ,

并不是“气候预测 ”(p rediction)。目前国际上跨季

节的气候预报准确率还不到 20% ,更何况对未来几

十、甚至上百年的预测。未来百年的气候预测是科

学家面临的、需要假以时日予以解决的重大科学问

题。而许多人将 IPCC评估报告中的“气候预估 ”当

成是“气候预测 ”, 这恰恰是一个大的误区 ,必须予

以澄清。

6. 2　气候预估结果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如前所述 ,“气候预估 ”不是“气候预测 ”, IPCC

中的“气候预估 ”仅仅是假定某种排放情景下 ,可能

发生的气候变化 ,相当于一个数值试验。它既不是

未来全球排放的真实情景 ,也不是未来气候的真实

情景 ,更不是人类和自然因子共同驱动下导致的未

来气候变化。从多方面看 ,气候预估的不确定性非

常大。

气候预估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 :

(1) 排放情景的不确定性。从 IPCC第一次评

估报告到第四次评估报告 ,温室气体的排放情景已

发生了很大变化 ,但第四次评估报告中的 6种情景

是否能够概括未来可能的排放 ? 更为重要的是

IPCC并未给出每一种排放情景可能发生的概率。

不给出发生概率就意味着我们要全方位应对每一种

排放 ,这样的预估没有太多实际意义。再者 ,没有一

个模式能够预测到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

全球能源消费急剧下降、进而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

的下降。

(2) 科学认识与模拟手段的不确定性。这里有

几个重要的不确定性问题 ,即 :驱动因子及其变化 ,

气候系统对驱动力变化的响应 ,以及气候模式的模

拟能力问题。目前科技界对上述 3个问题的认知是

非常粗浅的。第一 ,我们不知道未来百年有哪些驱

动因子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第二 ,为了响应驱动因

子的变化 ,气候系统会引发什么样的物理、化学和生

物学过程及其相互作用过程的变化 ,从而形成一种新

的气候状态 ;第三 ,用什么样的模式可以真实地刻画

由驱动因子变化引发的气候变化。因此 ,在这样的认

知水平下做出的气候预估 ,其不确定性是很大的。

(3) 观测中的不确定性。首先是“丢失的碳 ”

(m issing carbon)问题 [ 30～32 ]。由于人类活动向大气

排放二氧化碳 ,破坏了地球系统碳循环 ,导致大气二

氧化碳浓度的增加。科学界广泛认为 ,二氧化碳排

放量的计算和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测量是基本正确

的 ,但地球系统中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的碳通量观

测未能支持这一结果 ,存在大约 20亿 t碳不知去

向 ,从而引发了“丢失的碳 ”问题的研究。其次 ,观

测时间短 ,难以揭示事物的全貌。在全球范围对天

气和气候观测只有 100多年的时间 ,对大气中二氧

化碳浓度的观测也仅有 50年的历史 ,用这样的资料

进行全球预估 ,有相当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 ,加之 ,

基于仅有的科学认识和非理性的推理 ,必然会导致

谬误。

7　关于应对气候变暖的适应与减缓战略

首先 ,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是采取适应为主还是

减缓为主的战略应该建立在对全球气候变暖归因的

科学认识基础上。如果近百年全球增暖主要归因于

人类活动 ,那么采取减缓为主的战略无疑是正确的 ;

如果近百年全球增暖主要归因于自然因素 ,则应采

取适应为主的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之所以如此 ,是

因为无数的事实表明 ,人类在自然灾害面前是多么

的渺小 ,“人定胜天 ”并不是科学和现实的。达尔文

在《进化论 》中所揭示的“适者生存 ”是生物与自然

抗争中的唯一选择。现在的问题是 ,如前所述 ,目前

我们还没有科学的方法证明近百年全球增暖主要归

因于人类活动 ,也没有从机理上阐明是人类活动引

发了这场近百年的全球增暖。在这样的情况下实施

“减缓为主、适应为辅 ”的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战略就

显得过于激进 ;甚至 ,如果最终发现近百年全球增暖

的主因是自然因素 ,我们就会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重

蹈“人定胜天 ”的覆辙 ,进而大大延缓社会发展的进

程。因此 ,在我们对近百年全球变暖的原因、机理没

有明晰的科学结论时 ,兼顾世界各国存在的贫富差

别、科学技术水平和社会经济的巨大差异 ,对全球气

候变暖采取“适应为主、减缓为辅 ”的应对战略才是

最佳抉择。

其次 ,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战略还应该建立在

人类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当今世界 ,由于科学技术

水平和社会经济的巨大差异分成了发达国家 ( 33

个 )和发展中国家 (159个 ) ,各国的基本需求有着本

质的不同。前者已完成了工业化 ,已无生存之忧 ,把

改善环境、提高生活质量放在很高的位置 ;而后者均

处在工业化或即将工业化过程中 ,生存是第一需求。

减排是要付出代价的 ,用“一刀切 ”的办法要求各国

做出减排承诺也是不切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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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 ,是为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即

使是采取“适应为主、减缓为辅 ”的战略 ,其相应的

减排措施也应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的原则 ,

与各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 ,不应以牺牲各国 ,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权利和机会为代价。在目

前全球气候变化存在诸多科学上的不确定性的情况

下 ,更要妥善处理发展与减排的关系。这也从另一

个角度 ,凸显了适应的重要性。

自从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关注进入到新的阶

段以来 ,气候变化问题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已经达到

“逢会必谈”的程度。然而 ,正是由于国际社会的上

述政策导向 ,使得在如何应对全球变暖的国际社会

舆论和谈判中片面地关注、强调了减缓气候变暖、减

排温室气体的方面 ,而忽略了适应气候变化的方面。

这是一个极大的政策导向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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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scr im ination on Severa l Key Issues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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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facts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national climate change action, i2
dentification of a few key issues and debate of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of the current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glob2
al climate change and actions has been made. It is pointed that: ①as a start point, the relative reliable and certain

scientific facts, as well as the p rincip les of the common but different duty should be taken in order to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②the magnitude of global warm ing has been overestimated; ③over the past century warm ing is

mainly due to human activities is lack of scientific evidence; ④effects of global warm ing p ros and cons need a con2
crete analysis of specific p roblem s; ⑤climate p redictions does not equal weather forecasting and their uncertainty is

very large; ⑥the current action to address global warm ing should be taken to“adap t the main m itigation supp le2
ment”strategy.

Key words: Global climate change; Global warm ing; Heat island effect; Climate p rojection; Adap tation;

Pall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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