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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的有序适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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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近百年全球变暖已是不争的事实。其原因有不

同说法，但绝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和人类活动有关。

例如，建立在各国研究成果基础上的政府间气候工

作组评估报告认为，近代全球变暖主要是人类活动

排放大量二氧化碳等大气温室气体所造成的（ＩＰＣＣ，

２００７）。观测证据显示，目前人类活动排放及大气温

室气体的增长趋势仍在持续。由于大气中二氧化碳

具有较长存在寿命以及海洋系统的热惯性等原因，

即使现在就停止各种排放活动，导致全球变暖的强

迫力仍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持续下去。因此，全

球变暖作为一个事实已成为越来越多决策者必须考

虑的问题。近年来频繁地出现在Ｇ８和Ｇ２０等国家

首脑会议的议程中的一个议题就是：应对全球

变暖。

由于涉及各国经济发展利益，如何应对全球变

暖已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问题。目前很多国家已开

始重视减排以及清洁能源的发展和利用问题，因而

有了联合国主持的巴厘岛会议。这是象征各国政府

共同意识到必须协调全球人类活动的一次重要会

议。然而，即使仅从科学研究角度提出如何适应全

球变暖问题，目前科学界却并无明确的解决思路。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经济利益驱动下的大规

模而无序的生产活动，导致大量大气温室气体排放

促成当前的全球变暖。这可被视为人类历史上一次

大规模无序活动影响全球气候系统的例证（叶笃正

等，２００１）。全球变暖已对各地产生了重大影响，就

如何适应全球变暖而言，现在我们面临潜在的又一

波无序的人类活动，即各国以维护本国利益为主导

来展开适应全球变暖的行动。显然，各国都会尽量

利用其正面影响，想方设法减轻或消除其负面影响。

直接后果是导致各国当地经济和气候环境变化。然

而，没有一个国家是封闭的，它的经济发展必然和其

他地区有关。气候环境更是如此，一地的气候变化

会影响到其他地区。因而，各国各行其是的后果是

否导致人类整体利益的更大损害，不得而知。为避

免新的一波人类无序活动所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开展相应的科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协调各国以形

成全球有序适应，是有益的。

在此，我们提出构建全球有序适应的一个思路。

首先，需要开展更为全面的地球系统科学模拟

研究，把人类活动作为地球系统中一个相互作用的

组成部分，研究全球气候环境的演变（叶笃正，季劲

钧，１９９８；叶笃正等，２００９）。目前很多国家及一些国

际科学计划已在开展关于全球变暖对各地经济发展

的影响和适应研究，部分地反映在ＩＰＣＣ系列报告

中。进而有必要在此研究基础上，发展模型模拟各

种虚拟的适应方案，和由此导致的各种进一步的气

候环境变化，及其对于各地社会和经济的反馈影响。

这个虚拟试验研究应该由有关国际组织（如世界气

象组织ＷＭＯ）来组织实施，通过比较分析各种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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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总结出最有利于全球各地整体利益的几个最

佳适应方案。这就是理想的全球有序适应方案。

对于某些国家来说，全球有序适应方案也可能

会导致某些经济利益的损失。诚如此言，就涉及科学

层面以外的国家利益问题了。因此，全球有序适应的

实施必须通过有关国际机构（如联合国）来调控。如

果某些国家因参与全球有序适应而受到利益损失，

可以由其他国家（通过联合国某种基金的形式）来给

予补偿。目前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变暖问题方面尚

缺乏整体措施，亟待各国科学家以及其他有关力量

协作，在国际层面达成共识并尽快付诸行动。

需要指出，全球有序适应（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并不排斥

减排措施（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在执行各种国际减排公约

的同时，各国应有序适应全球变暖。即要强调全球

整体的发展和可持续性，达到整体利益的最佳，而非

某个国家或地区局部的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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