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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发展中国家承受八成气候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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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危机不是他们(发展中国家)自己造成的，他们对此也最缺乏准备。因此，在哥本哈根大会上

达成一个公平的协议至关重要。”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9月15日说。 

  北京时间9月15日晚上，世界银行发布《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气候变化》。这份特地在12

月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前发布的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在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时更为脆弱，因

此必须在发展和减贫的同时转向低碳经济模式，而前提是高收入国家对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 

  “发展中国家将承受气候变化潜在影响的75%～80%。”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林毅夫

在9月15日的内部视频会议上表示。世行该报告指出，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因为三大因素，

在气候灾难中显得尤为脆弱。 

  首先，该区域的大量人口居住在海边和地势低的岛屿上。“例如中国就有1.3亿多人，越南约4千万

人，太平洋岛国约2百万人。” 

  其次，这些地区对农业依赖性强。而环境恶化使自然资源的压力不断增大，增大了农业管理的复杂

性。 

  第三，该区域经济还高度依赖海洋资源，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海洋污染将直接影响区域的海洋经济发

展。 

  不仅仅是“先天不足”，由于发展中国家尚未完成工业化发展，气候问题对其后续经济发展的影响

远将大于发达国家。 

  在接受本报专访时，瑞典经济学家、气候问题专家埃克隆德(Klas Eklund)表示，发达国家不应该

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承担过多的减排责任，“中印这些国家仍在发展中，他们需要时间。” 

  同时，承担“历史责任”也是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要求。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认为，

问题的关键不是计较过去，而是“共同”承担未来责任。 

  埃克隆德此次与“气候经济学”创立者尼古拉斯·斯特恩(Nicolas Stern)一起来京参加由中国发

改委组织的气候研讨会，他告诉记者，温室气体排放的计算方式，是此次研讨会上的一个重点。“如果

按人口计算，中国的人均排放量并不巨大。但若按工业生产总量计算，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无疑

将被要求承担巨大的减排责任。” 

  目前，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到2020年实现在1990年基础上40%的减排。但美国奥巴马政府最新

的气候报告则表示，美国只愿意在2020年实现维持1990年的排放水平；欧洲则表示愿意较1990年减排

20%-30%。 

  “哥本哈根会议难以取得成功，因为减排问题背后的核心是‘钱’。” 埃克隆德说，“决定性的

内容难以达成，但可以取得一些框架协议。”更何况，气候问题的主角美国正为国内经济复苏以及医改

问题焦头烂额，“(这些问题)耗费了奥巴马政府太多精力”。 

  但世行报告则告诫，金融危机不能成为把气候问题放在次要地位的借口。“危机可能会在短期到中

期造成严重困难和减缓经济增长，但其持续时间很少超过两三年。而气候变暖的威胁远比金融危机严重

得多，持续时间也长得多。” 

  根据世行报告，要解决气候问题，需要在今后几十年实现世界能源体系的转型。研发投资每年将需

要1000亿至7000亿美元，而目前的投资每年只有130亿美元的公共资金，以及400亿至600亿美元的民间

资本，二者相去甚远。而发展中国家要迈向低碳社会，更有赖于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 

 



  “气候融资必须大幅增加，目前的融资水平远远低于可预见的需求。”林毅夫说。目前，世界银行

发起的气候投资基金(CIF)，正为发展中国家采用低碳技术降低成本。 

  埃克隆德告诉记者，瑞典SEB银行正与世行进行“绿色债券”项目的合作，所募集的资金投资于中

印等发展中国家的绿色项目。“目前只有20亿美元的规模，并不大，”埃克隆德坦言，“但接下来的两

年，预期会达到100亿美元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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