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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应对气候变化国家研究进展报告》内容简介：基于中国“十一五”时期以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最新研
究成果，《应对气候变化国家研究进展报告》探讨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系
统性地梳理和介绍了国内目前在气候变化科学认识、减缓、适应等各领域的重要成果，提出了中国参
加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战略思考与对策，构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
《应对气候变化国家研究进展报告》将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和行动规划提供科技支撑，有助于推
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研究、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对中国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等方面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义。

《应对气候变化国家研究进展报告》可供相关行业和地方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使用，也可供气象、气
候、农业、林业、水资源、海洋、能源、人体健康等领域的科研与教学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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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IPCC自成立以来，已针对气候变化的科学基础、自然与社会经济影响以及适应与
减缓对策推出了四次评估报告，其中第四次评估报告于2007年完成。
IPCC评估报告反映了当前国际科学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最新认识水平，不仅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
化提供了重要的科学咨询意见，对各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依据，还将对未来气候变
化领域的科学研究起到重要的指导与推动作用。
本项目通过研究，对 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中关于气候变暖的人为影响、升温阈值、排放峰值与减排
路径、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分析与解读，并提出有关建议。
 1.4.1气候变暖与人为因素 近百年全球地表和低层大气的温度明显升高，是全面分析观测数据所得到的
确定结论，且已得到国际社会和科学界的广泛认同。
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引用的近百年地表平均气温时间序列曲线共有四条，除了“气候门”争议的曲线
（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气候研究组）外，其他三条曲线分别来自美国宇航局戈达德空间研究所、美国
大气海洋局气候资料中心和俄罗斯的研究小组，这三条曲线均清晰地表明了近百年全球地表温度的增
温趋势，其上叠加着较长周期的年代际变化和较短周期的年际波动。
除了全球地表平均温度，整个地球气候系统也表现出与全球变暖一致性的响应。
近年来，美国大气海洋局（NOAA）汇总了全球多家研究机构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从不同的方面证实
了全球气候变暖的事实，这些观测记录涵盖了陆地、海洋和大气多达44种要素或指标。
IPCC根据全球大量、长期的观测资料得出1906～2005年期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上升了0.74℃，该结论
证据充分，确凿可信，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近百年全球气候变暖的总体趋势并没有改变，个别地区、某个时段出现
的冷事件只是气候波动的表现。
对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全球地表平均温度的变化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影响地球气候的
时间尺度不同，从月、季、年到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万年不等，故地球温度的变化表现为多种时间尺
度的波动的叠加，而非直线式的上升或下降。
以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区域性冷事件，以及近十年来全球平均温度上升减弱的趋势，来质疑全球
气候变暖的总体趋势，甚至认为全球变暖已经停止或发生逆转的观点是缺乏科学根据的。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规定，气候趋势或者气候状况的改变与否至少要依据25～30年的气候资料来判断
，而9～10年的气候波动不能表示气候趋势的变化，只是年代尺度的变化，并且这个计算没有把北极的
资料包括在内，而北极恰恰是全球增温最为显著的区域之一。
 气候变化的归因方面，IPCC报告认为工业革命（1750年）以来，人类活动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
加，很可能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
IPCC上述结论的前提是工业革命以来的气候变化。
我们应当承认，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都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
在地质历史时期，影响气候的主要因子为自然因素。
然而，工业革命以来，由于煤、石油等化石能源的大规模使用，导致大气中CO，等温室气体浓度持
续增加。
全球大气平均CO2浓度已从工业革命前的280ppm（ppm为浓度单位）增加到2010年的389ppm，明显超
过了65万年以来浓度的自然变化范围（180～280ppm）。
目前，不论是用气候模式，还是用实测资料进行的气候变化归因分析都已证明：只有考虑人类活动的
作用，特别是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的大幅增加，才能重现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全球气候的变暖趋势。
因此，近百年的气候变化是由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共同引起的，人类活动很可能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
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
 以IPCC的结论和数据为基础，不难发现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过程中无节制地向大气中排放了大量的
温室气体，对近百年全球气候变暖负有主要责任。
即使是在当今，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量依然远高于发展中国家。
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以2004年为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所列出的附件一国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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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国家）占全世界人口的20％，却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46％，而非附件一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经济
转轨国家）占世界人口的80％，仅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54％。
在最高人均排放（北美）与最低人均排放（非附件一南亚国家）之间形成的区域反差则更为突出：北
美国家人口数占世界的5％，而其排放量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则高达19.4％；而占世界30.3％的南亚国家
的排放仅占世界总量的13.1％。
 1.4.2阈值 2℃温升目标是指将全球平均温升在2100年稳定在不超过工业化水平前2℃的水平。
该目标的选取要权衡考虑气候变化的影响及应对成本，涉及气候变化问题的诸多重要问题，即如何平
衡减缓与适应，如何平衡当代与未来，如何平衡不同地区的不同影响等。
UNEP最近的分析表明，目前各国的减排承诺距离实现2℃目标仍有差距，2020年的减排缺口大约为60
亿～110亿t CO2当量，这体现出各国对于两度阈值虽然达成政治共识，但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尚未完全
转化为共同行动。
 2℃阈值的设定并非一个完全的自然科学问题，而是包含了价值判断的因素，更涉及伦理与公平等重
要的国际问题。
2℃阈值可对应到相应的辐射强迫和大气浓度，由此可确定全球排放空间，这种关联一旦成立将对包
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获得公平的发展空间带来挑战。
 针对温室气体稳定浓度水平、升温阈值或温室气体减排长期目标的研究结论，可能存在多种不确定性
来源。
如对危险水平的认定上存在的不确定性。
气候变化危险水平似乎从科学上可以得到一定的研究结果，但如何将科研结果转变成减排目标与行动
，涉及经济、社会、道德等一系列的价值判断问题。
此外，不同研究所采用的阈值确定方法不同，得到的结果也存在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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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应对气候变化国家研究进展报告》讲述了基于我国“十一五”期间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成果，探讨
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系统性梳理和介绍“十一五”期间我国在减缓、适应
气候变化各领域的重要成果，提出了我国参加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战略思考与对策，构建了应对气候
变化的国家战略。
《应对气候变化国家研究进展报告》将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和行动规划提供科技支撑，有助于推
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研究、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对中国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等方面都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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