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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9年底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前发生“气候门”事件以来，部分科学家和媒体对气候变化的关

键科学问题提出了质疑，甚至彻底否认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的核心结论。极端的

意见甚至认为，全球气候变暖是一场闹剧和骗局。这些情况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困惑。 

 

气候变化科学问题争论和质疑的焦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近百年来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全

球气候变化是否真实？二是这一变暖现象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人类活动导致的？ 

 

全球地表平均气温呈波动式变化、总体升温的特征。全球地表年平均气温的变化是一种自然现象，

也是地球大气运动的客观规律。全球地表年平均气温上升，我们称之为变暖，反之为变冷。科学观测与

研究表明，由于太阳活动、火山活动和气候系统的内部调整过程等自然因素的共同作用，全球地表平均

气温的变化并不是直线式上升或下降，而是存在着多种时间尺度的波动。人们感知到的气候变化，是气

候的趋势性变化与年际、年代际波动共同影响的结果。全球气候以变暖为总体特征的变化趋势，并不排

除在个别区域和个别时段出现气温下降的情况。 

 

例如，1906—2005年我国全国地表平均气温升高约1.1℃，但同期西南地区（包括云南东部、贵州

大部、四川东部和重庆等地）却降低了0.45℃。又如，2010年4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比常年偏高

0.76℃，为1880年以来同期的最高值，但我国陆地平均气温比常年同期偏低1.2℃。因此，我们应当从

全球范围、多年时间尺度来科学认识以波动式变化、呈升温趋势为特征的全球气候变暖。全球气候变暖

并不意味着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一年比一年高，也不意味着地球所有地区均同步发生同样幅度的变暖现

象。 

 

近百年来全球气候变暖的观测事实毋庸置疑。1906—2005年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上升了0.74℃，这是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根据全球大量、长期的观测资料得出的结论。此外，其他观测证据也从不同

的方面验证了全球气候变暖，例如，20世纪全球平均海平面升高了0.17米，北半球季节性冻土最大面积

减少了大约7%；1978年以来，北极地区平均海冰面积以每10年2.7%的速率退缩。近30年的气球高空探测

和卫星观测显示，地表上空8—12公里（即地球大气对流层）的大气也呈现出了与地表大气相一致的增

温变化。上述现象已经被众多的国际研究机构发布的观测数据所证实，近百年来全球气候变暖是国际社

会和气候变化科学界广泛认同和接受的客观事实，不应置疑。 

 

全球气候变暖停止或逆转的论调缺乏根据。近年来全球多次出现了区域性冷事件，例如，2008年

初，我国南方地区持续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去冬以来，北美、欧洲和东北亚等地气温异常偏低，冰雪

灾害频发；同期，我国西北、华北和东北等地区也多次出现强降温和强降雪天气。这使得有人认为，全

球气候变暖的总体趋势已经停止或发生了逆转。事实上，观测分析表明，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全

球地表平均气温以每10年0.2℃左右的速率上升，这与2001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三次评估报

告的预测结论很接近。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最新监测结果显示，2000—2009年是1880年全球有系统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暖

的10年；2009年冬季，加拿大经历了有观测记录以来最暖的冬季，我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

0.69℃；2010年1—4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比常年偏高0.69℃，也为1880年以来同期的最高值。这些观

测事实表明，全球气候变暖的总体趋势并没有因个别地区某个时段出现的冷事件而发生改变，也没有令

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全球气候变暖的总体趋势已经停止或发生了逆转。 

 

人类活动是近50年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不容否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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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年的工业革命以来，由于煤、石油等化石

能源的大规模使用，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浓度持续增加。全球大气平均二氧化碳浓度已从工

业革命前的280ppm增加到2008年的385ppm，明显超过了65万年以来的自然变化范围，人类活动对气候系

统的影响日渐明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对地球表面和低层大气产生升温作用的温室效应理论，能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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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好地解释地球、火星等行星大气成分与行星表面温度之间的关系，也为科学试验所验证。 

 

近30年对太阳辐射的卫星观测表明，太阳活动没有发生明显的趋势性变化，而且太阳活动的自然变

化对全球大气升温的贡献还不到温室气体作用的1/10。强烈的火山爆发虽会对地球大气起降温作用，但

这种事件出现频率低、影响时间短。大量的科学研究表明，如果仅考虑太阳活动、火山爆发等自然因

子，是无法解释20世纪中叶以来的全球气候变暖现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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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再现出近50年来全球气候的变暖趋势。因此，20世纪后半叶的全球气候变暖不能

排除人类活动的作用。 

 

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行动不可动摇。气候变化科学是典型的发展中学科，这是因为气候系统极其

复杂，目前人们的认知水平也有限，还不足以回答涉及气候变化的所有科学问题。因此，对气候变化一

些科学问题存在不同的认识，甚至是比较激烈的科学争论，也是很正常的。只有继续加大气候变化科学

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改进和提高认知水平，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在科学上的不确定

性。应当看到，近百年来全球气候变暖的客观事实及其与人类活动的日渐显现的联系，已经为国际社会

和科学界的普遍认同。因此，我们不能以学术争论的存在为由而否认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也不能否认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艰巨性和现实性，更不能影响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和行动。（作者系中

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地球观测组织联合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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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气候报告草案认可全球变暖由人类活动所致 

 

北大钱维宏：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并非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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