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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英国一家研究中心称：2000年至2010年，全球石化燃料释放二氧化碳年均递增

3.1%。1990年以来全球石化燃料燃烧释放的二氧化碳增加了49%。2009年美国能源情报署报告

称，中国的排放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排放国。 

  对于业已出现的乱象与其过多指责，不如从根本上考虑如何避免；对于上述英美的说法

也不必信以为真，因为这件事压根儿就不靠谱。无论英国还是美国都没把“战争碳排放”对

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考虑在内。这是迄今防止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一大盲区！现在必须“扫

盲”。否则，“战争碳排放”再不受限制，早晚会导致“碳排放战争”。 

  “战争碳排放”至少应包括三层含义：第一，某一国家或国家集团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

的行为，在武器、装备、弹药、补给系统的研发、生产、储存、运送、使用全过程所造成的

碳排放，以及长期大规模内战造成的碳排放；第二，这种战争行为造成的城乡建筑、基础设

施、工矿企业、油气设施、森林草原的破坏，以及人员伤亡救助和战后重建全过程所造成的

碳排放；第三，当别国国内或国家之间处于战争状态时，对战争的某一方出口武器、装备、

弹药所造成的碳排放。对此，国际社会应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作出新的国际法限制。否则，

只靠节能减排是难以缓解气候变暖的。 

  尽管有关“战争碳排放”的测算还需要相关科学家完成，但从常识角度看，大量导弹、

战机把本来好端端的城市炸得满目疮痍，然后进行战后重建，必然造成最严重的碳排放。以

输出功率测算，一辆美国M1主战坦克的碳排放量相当于10辆普通的奔驰轿车！因此，“战争

碳排放”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远比工业碳排放大得多，更应计入参与战争国家的碳排放总量。 

  世界卫生气象组织全球气候报告指出，全球平均气温最高的13个年头，全部出现在1997

年至今的15年内。2011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年份之一，1至10月全球平均气温比1961年

至1990年的年均值高出0.41℃。上述现象很难完全归咎于工业碳排放。因为2008年以来全球

经济不景气，石化能源消费升幅有限，而“战争碳排放”可能才是人类活动中导致气候异常

变暖的真正罪魁祸首！ 

  冷战后，美国1990年以来发动和参与了五场高技术局部战争，即海湾战争、科索沃战

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结果，街区废墟片片，油井浓烟滚滚，绿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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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焦土。局部战争长期化导致“战争碳排放”常态化和全球累计碳排放的增加。局部战争多

发期与气候异常变暖期相互重合。持续了半年多的利比亚战争在今年10月下旬结束，而偏偏

这期间全球气温高于往年。这些恐怕绝非偶然。 

  然而，迄今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一方面某些发达国家政府对“战争碳排放”熟视无

睹，为所欲为，不承担任何道义和法律的责任；另一方面却要求和平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同样

承担减少工业及生活碳排放的义务。这个世界似乎变得越来越荒唐。笔者不得不呐喊：起

来，不愿让气候变暖的人！起来，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建一个充满橄榄

绿的世界，使2012年成为世界和平之年，成为限制“战争碳排放”的元年吧！ 

  （作者为本报特约评论员、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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