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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１００年间，我国气候发生了哪些变化？人类活动对中国气候变化与环境演变产生什么作用？针对我国最脆

弱的地区，应采取哪些适合中国国情的对策？这些关系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大全局性问题，将在我国首次

编制的《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中得到回答。

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的编制由科技部和中国气象局牵头，内容主要包含了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两

部分，内容涉及中国气候环境的演变及预测，气候变化的影响，气候变化的适应及减缓对策等，编制工作预计需要

两年时间。 

气候变化问题涉及各国重大政治和经济利益，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

在过去的１２年间已经出台了三次全球的气候变化科学评估报告，对气候和气候变化的科技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

进作用，并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今年４月，ＩＰＣＣ作出决定，将在２００

７年底推出第四次科学评估报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欧盟各国已经或正在开展气候变化研究国家评估报

告。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国从不同方面对气候变化问题进行了评估，但尚未编制国家级的中国气候和环境变化

综合评估报告。在现有基础上，编制我国气候变化综合评估，将有利于在ＩＰＣＣ第四次评估报告中纳入我国的观

点，为我国参与保护全球气候提供技术支持。 

这份编写中的评估报告总体思路是： 

在内容上要突出国家最关心的问题。建议在写法上与ＩＰＣＣ不完全一致，特别应突出以下问题：１． 反映中国区

域气候变化事实，阐述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未来５０年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影响下将发生什么变化？２． 人类活

动是评估报告的焦点问题，报告中应对近１００年中国的人类活动给出科学评价，甚至有必要对重大工程建设项目

如南水北调、三峡工程提出评估意见。此外，中国是气溶胶排放大国，碳粒的中心也在中国，亦有必要做出评估。

２００１年酸雨资料显示我国北方出现了酸雨，范围还比较大。这是过去所没有的现象。同气候变化有关的环境问

题中，水污染最严重。太湖、滇池的富营养化问题投入几十、几百亿资金尚未解决，是中国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编写工作要点： 

１． 自８０年代以来，国内从不同方面对气候变化问题进行了评估，包括《中国气候变化国别研究》、《气候变化

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以及适应对策》、《西部环境演变评估》等，但尚未进行国家级的中国气候和环境变

化综合评估报告的编制工作。目前我国政府急需了解已经实施和将要实施的重大工程项目，如长江三峡工程、南水

北调工程等对气候环境的影响与后果。因此国家评估报告的编制不仅具有一定基础，而且为国家所急需。 

２． 国家评估报告的内容应包括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两部分，但对后者应给予更多的关注。 

３． 考虑到气候和环境变化已基本成为公认事实，建议未来评估报告重点放在气候变化对中国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

经济系统的影响与适应对策方面，特别是确定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区及不利后果。在此基础上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

适应及减缓对策。评估的时间尺度应以现代气候（近１００年）为主，适当延长到近千年，也包括相应的古气候资

料。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进行分区域、分部门的评估。研究范围以气候变化为主线，涉及整个气候系统的演变。 



４． 评估报告不宜面面俱到，而应突出重点，特别是关系到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工程与科学技术问题。 

５． 国家评估报告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需要做好协调和组织工作，因而需要强有力的组织和协调机构。由于

科学见解不同，还需要建立高层次的顾问组，以保证评估报告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６． 为了保证国家评估报告的权威性，需建立完善的评审制度。同时也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经费支持。 

国家评估报告由独立而又相互衔接的４卷组成，第一卷：中国气候环境的演变及预测；第二卷：气候变化的影响及

脆弱性分析；第三卷：气候变化的适应及减缓对策；第四卷：综合卷。 

【关闭窗口】  

● 上篇文章：已经没有了  

● 下篇文章：已经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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