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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先对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中国关于气候变化归因和责任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分类统计，归纳总
结了中国最近十余年的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对于现阶段研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提出

我国在气候变化归因与责任领域研究的基本框架和大体趋势已经确立，“气候变化原因”研究，应在

强化多方全面研究和改进研究工具的同时，注重人为原因的探究，将人为原因的探究作为今后研究的

重点方向；气候变化责任的研究，应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立场的前提下，寻求更有力的技术支

持，特别是需要构建“全球有序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体系，开展更为全面的地球系统科学模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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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２０世纪以来，全球环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
变化，一系列全球性重大环境问题已经对人类的生

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近年来全球变化问题更是

迅速从单纯的环境领域延伸到国际政治、经济、能源

和贸易等领域［１］，进入了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的优

先议事日程。目前，气候变暖是最近１００ａ以来气
候变化方面最显著的特征，尽管其增温幅度没有超

过历史的极值增温幅度，但也已引起了全社会的高

度重视［２］。围绕气候变化问题，国际社会在科学层

面和政治层面都采取了许多积极的举措。各国政府

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ＩＰＣＣ）自１９９０年以来，连
续发表了 ４次评估报告（１９９０，１９９５，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ＵＮＦＣＣＣ缔约方会议）每年１次，已召开了 １７次。
我国政府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并

进一步编制《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

在这些会议的议题和报告的结论中，气候变化的归

因与责任问题始终占有突出地位，从而表明了这一

问题既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的重要议题，又是全球

变化研究的热点课题。

气候变化是长时期内气候状态的变化。它通常

用气候要素统计量的差异来表示。气候变化的原因

很复杂，至今看法分歧。在现代气候形成的研究中，

注意到太阳活动、大气环流、下垫面性质和人类活动

等方面的因子。这些因子中具有时间尺度从几年到

几百年的变化，与现代气候变化的尺度相当，是研究

现代气候变化的主要方面。对更长时间尺度的气候

变化来说，其他因子如地壳变化（海陆变迁、地势升

降等）和地球天文参数的变化（如地轴倾斜度、岁

差、地球轨道、偏心率等），也都有重要作用。无论

是从地域角度还是从社会领域的角度气候变化所造

成的影响范围都愈发广泛。气候变化与社会经济的

相互作用，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农业生产、自然生态

系统和人体健康均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并且，

由于脆弱的环境、敏感的经济结构以及制约适应能

力的财力等，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表现

尤为脆弱。气候变化对不同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影

响差异巨大。一个国家的初始气候、社会经济条件

和发展前景也将构成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和环境

的影响［４－５］。

本文将以中国为着眼点，对其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气



候变化在环境领域（即气候变化的归因）以及气候

变化影响在政治领域（即气候变化的责任）２方面的
研究文献进行定量的统计分类，并进行归纳综合，参

考国际研究背景，分析探讨其研究进展，以期为各领

域学者把握气候变化归因及责任的研究趋势提供依

据。

１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数据来源于中国知识资源总库（ＣＮＫＩ）核心期

刊全文数据库。以“气候变化”并含“原因”为“全

文、主题、题名或关键词”分别进行初次检索，在此

基础上，对“气候变化”并含“太阳活动”，“气候变

化”并含“火山”，“气候变化”并含“北极涛动”、“东

亚季风”、“ＥＮＳＯ”，“气候变化”并含“人类活动”为
主题进行二次检索；同样，对“气候变化”并含“责

任”为“全文、主题、题名或关键词”分别进行检索。

遵循文献检索的主要原则，剔除不相关学科的文献

检索结果，保留“基础科学、农业科技、社会科学”方

面的文献检索结果。将通过上述方法检索到的

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的全部文献数据下载到 ＥＸＣＥＬ中进
行统计分析。检索统计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１年 １２月
３１日。

通过对重点文献的精读以及其余部分内容的浏

览，把握大致研究内容和趋势，并参考相关书籍，比

较ＩＰＣＣ几次评估报告特别是２００７年的第４次评估
报告的有关内容［２］将“气候变化原因”以及“气候变

化责任”分别分为几个部分，综述其内容和研究进

展。

２　数据统计结果
根据以上方法进行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的文献检索，

获取“气候变化原因”相关文献共１６４８篇，其中“太
阳活动对气候变化影响”相关文献１９２篇、“火山爆
发对气候变化影响”相关文献１６２篇、“自然系统内
部变化”相关文献１２１４篇、“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
影响”相关文献２１００篇；“气候变化责任”相关文献
１２２４篇。

数据显示（图１），过去１０ａ我国“气候变化原
因”研究文献年产量稳定快速增长，２０１０年约为２１
世纪初年的 ５倍，其中“人为归因”方面的研究在
２００５年以后发展势头愈发强劲，逐渐超过了自然归
因的文献数量。“气候变化责任”相关的文献在２１
世纪最初几年还近乎个位数，近几年才逐渐增多起

来。这个领域虽然起步晚，但是发展迅猛。

统计结果表明“气候变化原因”相关文献研究

范围很广泛，深入到了地球系统的各个圈层。研究

重点还是主要集中在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影

响方面。“气候变化责任”相关研究范围相对集中，

主要围绕当今气候谈判的现实状况，提出策略建议

或者技术支持。

图１　相关文献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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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研究内容综述
３．１　气候变化的自然原因

气候变化的原因可以分为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

２大类。现在全球气候变化主要是指全球变暖，很
多研究表明，当下对于气候变化原因的认识是：从１
０００ａ尺度来看，前９００ａ的气候变暖主要是受自然
因素的影响，而后１００ａ，尤其是近５０ａ的气候变暖
主要是受人为因素的影响。从空间和时间尺度看，

全球变温的总体趋势是大部分区域变暖，极小区域

变冷，且南北半球存在差异。南半球稳定且持续变

暖，北半球１９４０年代为暖期，然后经历了３０ａ左右
的冷期，１９７０年代再次变暖。有史以来的１０个最
暖年份中，有７个发生在１９８０年代，北半球尤为明
显［６－９］。尽管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自然因素是近百年

气候变化的主因，但大多数科学家都认同这样一个

观测事实：近２００多ａ来，全球大气中的ＣＯ２浓度在
逐步显著增加［１０］。

科学家们大致把气候变化的自然原因归类为太

阳活动、火山喷发、气候系统自然变化、潮汐与海震

活动、地球的构造运动以及气候系统的反馈循环。

尽管这些因素之间时间尺度差异很大，甚至地球构

造运动对于现阶段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完全可以

忽略不计，但从更全面地整合气候变化自然归因的

角度出发，本文还是把这些因子放在一起综合论述。

我国对于太阳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的研究最

早始于１９７４年，张家诚等提出了有关太阳活动与气
候变迁关系的研究，根据观测统计数据分析了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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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周期与我国温度、降水演变周期性震动之间的

关系，并给出了相应结论［１１］。２１世纪以来，关于太
阳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又出现了很多新的研究方

法和结论。郭广猛［１２］认为根据地面观测结果显示，

太阳活动强弱变化引起的太阳辐射能量变化幅度仅

为０．１％，如此微小的变化不足以对气候造成太大
影响。赵海燕等［１３］、张亮等［１４］通过总结前人的研

究，认为对１０ａ以上尺度的气候变化，太阳活动是
主要影响因素，至于太阳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规

律以及影响程度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火山喷发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是气候变化自然归

因的另一个主要部分。火山喷发气体造成的影响主

要表现在对臭氧层的破坏、导致地表气温的骤然变

化、造成大面积生物突然死亡等方面［１５］。我国对于

火山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始于１９８５年，张先恭等
发现火山喷发对气温的影响比对降水的影响要明显

得多［１６］。２１世纪初年至今，我国关于火山喷发对
气候变化的影响研究也在不断发展：曲维政等［１７］利

用逐次滤波法分析火山活动对温度变化影响，认为

火山活动将引起平流层大气升温及对流层大气降

温，其分界线大致位于对流层顶３００ｈＰａ附近。任
国玉等［１８］比较总结了影响气候变化的各因素，认为

强的火山喷发对全球气候年际变化的影响已经得到

证实，但在年代到世纪尺度上，火山活动是否对全球

或区域温度变化有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气候系统自然变化对于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是

较为直接的，其中最为显著的影响是来自大气与海

洋环流的变动或脉动。白爱娟等［１９］指出，北极涛

动、东亚季风这２个大气环流因素对中国气候异常
变化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王绍武［２０］分析了近几十

年冬季平均ＡＯ指数与中国１６０个气象站平均气温
事件序列的相关关系，发现 ＡＯ与中国气温变化有
较好的一致性，相关系数达０．４９，超过０．０５的显著
水平。对于东亚季风，张庆云等［２１］研究指出，强东

亚夏季风将导致黄河中下游及华北地区汛期多雨和

长江中下游汛期少雨；弱东亚夏季风则相反。施能

等［２２］研究表明，近百年来，东亚夏季风有明显的增

强，相反冬季风略为减弱；北半球地面气温与东亚夏

（冬）季风指数之间有强（较弱）的负相关。这说明

北半球变暖时，对应低指数，即强夏季风，较弱的冬

季风。同时，ＥＬＮｉｎｏ和ＬａＮｉｎａ事件所引起的海表
温度异常变化也对中国气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ＥＬＮｉｎｏ事件对中国气温分布有明显影响，是造成
凉夏暖冬异常气候的重要条件，相反，ＬａＮｉｎａ年，中
国容易出现冷冬热夏的分布特征［２３］。ＥＬＮｉｎｏ事件

在对气温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对我国降水的分布和

降水带的移动产生影响，赵振国等［２４－２６］研究表明：

在厄尔尼诺发生年的春夏季，中国东部地区大范围

少雨，随着厄尔尼诺进一步的发展，我国夏季主要雨

带偏南。反之，当发生拉尼娜事件时，我国夏季主要

雨带偏北。

潮汐和海震能对气候变化起到降温的作用是郭

增建等最近几年提出的新观点，认为当潮汐爆发和

海洋及周边发生强震和海啸时，全球温度将会降低。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２６日印尼地震海啸后，全球低温冻害
和暴雪灾害频繁发生。气候潮汐循环说和深海巨震

降温说可以对其做出合理的解释［２７－２８］。

大地构造控制着长时期的气候变化，这部分研

究文献的时间跨度很大。刘东生［２９］等认为，与全球

环境变化密切相关的青藏高原隆升对该地区环境具

有重大影响，它不仅影响我国气候，还对全球气候产

生影响，可能会导致全球变冷。董文杰等［３０］认为，

由于青藏高原阻挡季风使西北地区变得少雨干旱，

植被退化。随着青藏高原的抬升，加上气候变暖，干

旱加剧，沙漠化正在加速扩展。王楠等认为高原与

北半球的变温过程有着趋势上的一致性和突变时间

上的差异性，表现出了明显的区域特色［３１］。金

玮［３２］、何为等［３３］认为大地构造可以分别通过直接

影响（板块运动影响了大气和海洋的环流）和间接

影响（板块的俯冲和火山活动使温室气体进入到大

气中，尔后又通过剥蚀、化学和有机物的埋藏改变大

气中温室反应气体平衡）作用于全球气候。彭公炳

等［３４］认为，大范围地壳升降，使南北极移动振幅较

大时，欧亚中纬度地区经向环流加强，纬向环流减

弱，副热带高压偏南，中纬度海洋向大陆输送水汽

减少，少雨干旱，而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增加。

全球变暖作为一种事实还会引发一系列的反馈

循环，而这些反馈循环在气候系统中起到“放大器”

的作用，使较小的强迫产生大变化，进一步加剧全球

变暖的速度［４］。丁一汇等［３５］分别研究了水汽、云以

及极地冰盖的反馈作用，指出这些反馈都是正的反

馈作用，能够加速全球变暖。汪方等［３６］主要研究了

云对气候变化的反馈作用。王军［３７］、孙晓新等［３８］

研究指出沉睡多年的冰块融化和永久冻土融化释放

出大量甲烷对气候变化带来正的反馈作用。这些研

究对于更好地模拟未来气候变化提供了新的依据。

王绍武、丁一汇、赵宗慈、符淙斌 、葛全胜、龚

道溢、方修琦等［３９－４７］学者利用气候系统模式，考虑

自然强迫因素，设计模式运行时间和主要参照因子，

利用模式逐个或综合考察每个因子或多个因子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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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变化的作用和影响，从而定量地并且考虑物理意

义地研究气候变化的可能原因，取得了积极进展。

另有许多学者将气候变化的自然原因和人为原

因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杨周等［４８］研究了北半球过

去２０００ａ的气候变化，指出北半球过去２０００ａ气
候变化在数百年甚至数十年尺度上均受到太阳活动

的影响，而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北半球气温的自然波

动将极大地减低因人类活动而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

效应。李国琛［４９］对影响气候变化的很多因子进行

分析，认为太阳活动增强期有增温作用，减弱期有降

温作用，对全球气候变暖有影响，但比起人类活动造

成的“温室效应”对气候持续变暖的影响，相对较

小。侯章栓等［５０］通过“时序叠加法”对火山活动与

气候变化关系进行研究，认为１９２０～１９５０年代的增
温及１９５０～１９７０年代的降温主要是由火山的沉寂
期及太阳活动的２２ａ周期造成的，而对于１９８０年
代以来的大幅度增温，温室效应的加剧则是最主要

的因素。贾朋群等［５１］针对中国地面气温的火山信

号进行分析，其结论与针对全球气温场的结果相吻

合，认为火山喷发对温度升高有抑制作用，这种抑制

作用在１９９４年的消失，加上人类活动作用的积累直
接导致了本世纪末全球温度的持续升高。

３．２　气候变化的人为原因
我国学者大多认同 ＩＰＣＣ第４次评估报告的观

点，即过去５０ａ观测到的地球平均温度升高很可能
（９０％以上）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其中主要是人类
活动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并指出人类活动

可以通过化石燃料燃烧、土地利用变化以及人口变

动等途径影响气候变化。叶笃正等［５２］认为，人类活

动中直接影响气候和其他环境的活动可以归结为２
个主要方面：一个是温室气体和气溶胶的排放，一个

是对地表状态的改变。前者通过大气化学和物理过

程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后者则通过陆面物理和生

物过程影响气候变化。石广玉等［５３］总结了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作者本人所开展的有关人类活动对东
亚和中国影响的一系列研究活动并预估了未来人类

活动造成的影响；丁一汇等［５４］详细归纳了人类活动

对气候变化的影响途径及方式；刘纪远等［５５］总结指

出ＬＵＣＣ（土地利用覆盖变化）一方面通过影响气
候、土壤、水文等要素对自然环境产生深刻影响，另

一方面还造成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以及

生物多样性与景观结构的巨大变化，在不同尺度和

水平上使生态系统的结构、过程和功能发生变化，直

接影响生态系统水热平衡、碳调节过程、能量平衡及

其服务功能，并对气候变化产生重大影响。石正国

等［５６］认为森林砍伐（耕地扩张）的极端状态对气候

系统的影响很大，持续时间也很长，甚至会导致温盐

环流的状态变化。徐世晓［５７］、李国琛［４９］等指出，矿

质燃料的大量消耗、热带雨林的大规模砍伐、刀耕火

种农业和大范围滥垦等不合理工农业生产活动极大

地改变了大气地球物理化学循环，大气中ＣＯ２等温
室气体的浓度迅速上升，导致气候变暖日益加剧。

姚从容［５８］研究了人口变动，包括人口规模增加、人

口空间集聚、人口生活方式变化等对气候变化产生

的影响，并认为这种影响将会越来越显著。

３．３　全球气候变化的责任
气候的无边境（无主权）特质导致世界上任何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气候变化必将影响与其相邻的国

家或地区［５９］。面对日益加剧的气候风险，追究与分

配气候变暖的责任俨然成为了２１世纪热门的、亟待
解决的政治经济问题。该领域的文献数量也在

２００５年后骤然增加。
首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当代国际上对

气候变化责任分配的主流态度。解振华［６０］指出，为

实现全球范围的公平发展，各国应坚持“共同但有

区别的责任”。谷德近［６１］指出，全球环境治理的核

心问题是如何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分配治

理责任。“共同但有区别责任”是解决这一问题的

基本原则，或者重要依据和基础。并认为共同但有

区别的合法性基础应当重塑为自然资源主权和无害

国外环境原则，以及全球环境治理利益的公平分享。

丁仲礼［６２］、潘家华［６３］等研究认为“人均累计排放指

标”最能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宋姣［６４］研

究说明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内涵及法律内

涵，并研究了其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如何完善。王小

钢［６５］从“给平等者以平等”以及“给不平等者以不

平等”２个方面分析“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研究并
说明了历史责任、现有责任、与能力有关的责任以及

人均累积排放权、平等参与权等概念。王小钢［６５］、

陈文颖等［６６］在此基础上提出并研究了“２个趋同”
的概念，研究结果表明“２个趋同”的方法可以给予
发展中国家应有的发展空间以实现工业化，符合公

平、共同的但有区别的责任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对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不合理减排

要求，很多研究给予了反驳的技术支持。朱兆

敏［６７］、丁仲礼［６２］、任国玉［６８］等研究对比了发达国

家与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的历史以及现阶段总体排

放量、人均排放量以及人均累计排放量，结果表明发

达国家对于当今气候变化有着不可推卸的历史和现

实责任。何建坤［６９］指出，为强调公平性，中国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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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坚持“人均累计排放趋同”原则，而按人均

累积排放量计算，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的 ＣＯ２
排放量已远超出其到２０５０年前应有的限额，理应深
度减排。丁仲礼［６２］等还研究提出了“基本需求排

放”和“奢侈排放”的概念，认为发达国家较发展中

国家有更大的减排空间。戴晓苏［７０］等则在澄清一

些有关气候变化科技问题的基础上分析强调了公平

性原则，反对发达国家提出的不合理减排要求。

中国在“后京都时代”面临着承担环境义务的

压力。万霞［７１］等指出，中国在“后京都时代”角色

定位很矛盾，在内政外交方面都面临着空前的压力，

分析了原因，并提出了解决策略。朱兆敏［６７］研究提

出了中国应采取的减排立场，强调按照人均原则分

配碳排放权，争取国际上的技术转让。唐双娥［７２］指

出，在后京都时代，我国继续免于承担强制性的碳减

排义务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的

多重挑战。我国的立场是参与碳减排但必须坚持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必须坚守作为发展中

国家的地位。

４　展　望
４．１　深化气候变化“归因”研究

气候变化是一个综合性的环境问题，涉及到人

类社会的生产、消费和生活方式以及各国的经济利

益发展空间，因而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成为了

各国政府和科学界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７２］。随之，

我国有关气候变化方面的研究近１０ａ来以燎原之
势迅猛增长。

大部分数值试验结果［７３－７５］均表明只有在自然

和人为因子的共同强迫作用下，耦合模式才能够合

理再现２０世纪全球平均气温随时间的演变趋势，仅
仅考虑其中一个因素的结果均不能与历史观测结果

很好的吻合。从气候系统的角度讲，人为归因是对

气候系统的一个外强迫作用，在气候变化中表现为

长期的变化趋势，自然归因通常是气候系统不同时

间尺度变化的重要原因［１９］。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

影响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是非周期性的，并且会随着

累积作用不断增加，如果不将 ＣＯ２的排放进行合理
有效的控制，增温幅度将会被进一步加强。

气候变化的自然因素可以分成２类，一类是气
候系统的外部因子对气候系统的强迫，主要指天文

因子和地核（如火山爆发）。另一类是气候系统各

个成员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包括海—气、陆—气、

冰—气等相互作用。外部因子是气候变化的驱动

力，内部各成员的相互作用是系统内部自调过程，也

是外部因子驱动的气候变化的扩缩因素［７６］。气候

变化自然归因方面的研究内容覆盖了太阳活动、火

山喷发、气候系统自然变化、气候变化反馈循环、大

地构造等不同时间尺度的几个方面。人为归因方面

主要对化石燃料燃烧、土地利用变化以及人口变动

３种途径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展开研究。多数研究对
于２类归因的几个方面都给出了定量和定性的一些
分析。气候变化责任方面的研究大多围绕“共同但

有区别的责任”，为我国在气候会议上的谈判提供

技术和理论支持。随着气候变化研究内容的不断丰

富，该领域的基本框架和大体趋势已经确立。

根据以上有关“气候变化原因”统计出相关内

容的文献量和归类分析，从研究的发展取向来看，以

下几点值得注意：

（１）多方研究推展方能揭示气候变化的真正原
因。关于气候变化归因方面的研究还应该在囊括进

更多可能因素的基础上，对于每个层面的研究也要

更加深入。就自然系统而言，尽管“自然归因”领域

的研究量持续增长，但是鉴于地球系统的复杂性，研

究过程中仍然存在很多的空白区域以及不确定性。

一是研究的仪器和代用资料仍不够精准，存在偏差，

亟须改进。二是应当更广泛地考虑其他一些可能对

气候变化造成影响的自然因子并对其进行探究和验

证，例如前文中提到的“潮汐地震降温说”，因为只

有考虑尽可能多的可能性，并且及时提高每一种可

能性的信度，研究得出的结论才可能更精准。同时，

气候变化受到自然的和人类活动的复杂影响，气候

系统各全层之间相互作用和反馈。气候系统的内外

部因子关系复杂，特别是对于区域尺度气候影响的

研究还需要考虑局地因素，这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研究，以缩小不确定性。此外，现有的大部分研究虽

然确定了一定的研究方向，并在该方向有所创新，但

其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规律以及影响程度还有待进

一步深入。

（２）人为原因的探究以及人为原因与自然原因
的比较研究应该成为今后的研究重点方向。人为原

因对气候变化产生的影响极其重要，但我国学者对

其关注度较低，研究气候变化自然原因的文献数量

远多于气候变化人为原因的文献数量，甚至有部分

学者对“人类活动是当代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这

一观点仍持怀疑态度。当前尤其缺乏自然科学与社

会科学相结合的实证研究。

（３）改进研究工具至关重要。目前中国研究气
候变化的检测和原因判别主要是利用不同工具分辨

各种因子的作用，然后给出影响明显的因子，检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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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别原因的主要工具是数理统计方法和气候模

式［７７］。鉴于目前尚无任何工具可以完全定量的和

确切地给出各种因子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只能给出

定性的分析，现阶段气候变化归因的研究过于依赖

模式，模式发展还不是很完善，研究结果信度具有很

大的争议性。克服研究工具的局限性才能提高研究

的全面性和可信度。

４．２　深化气候变化“责任”研究
综合我国在“气候变化责任”方面相关文献统

计数据和研究分析，可以看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

任”作为气候谈判的基石是该领域的研究重点。现

阶段我国有关“气候变化”责任方面的研究大部分

是以“共同但有区别责任”为立场，强调发达国家责

任。这是我的正确选择，也是必要且必须充实的研

究。但很少有文章注意到“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

局限性。强调我国应坚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即：坚

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坚持“长期趋同”或“２个趋
同”，在责任道义上积极参与减排和自主减排，坚决

反对发达国家强加的减排任务。但对于自主减排与

国际道义的一致性研究不够。关于立场方面的研究

除了技术支持类的研究外，大多为环境外交的陈述

性内容，而建议方面的研究却略空洞，提出的建议很

多，但大部分缺乏可实现性。

目前关于归因与责任的研究是针对过去的一二

百年的历史状况的。研究过去是为了面向未来，向

后看为的是向前进。“归因”导向“减排”，“责任”

导向“共同但有区别”的“公平原则”的探究。由于

涉及各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利益，如何应对气候变暖

已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问题，如果各国都只从各自

的利益出发，采取对自己最有利的应对措施，那可能

是新一轮的无序活动，再一次造成环境大灾难。笔

者认为，应该遵循“有序人类活动”的思路，“构建全

球有序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体系，开展更为全面

的地球系统科学模拟研究。正如叶笃正等指出，这

个研究应该由有关国际组织（如世界气象组织

（ＷＭＯ）或者ＩＰＣＣ）来组织实施，通过比较分析得出
全球各地利益的最佳适应方案。这样的方案措施必

然有受益者和受损者，可通过国际社会来调控方案

的实施［７８］。这方面的研究得以进行并尽快得到实

现将是人类之福。

５　结束语
全球气候变化是当前人类所面临的最重大的环

境问题，同时也是人类必须做足准备去迎接的挑战。

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愈演愈烈，其所影响的领域也

在不断延伸。曾经单纯的气候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和

环境问题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逐渐变得复杂，并得到

了各学科的高度重视。尤其气候变化归因和责任方

面，自２０００年以来，国内外在相关方面涌现出大量
优秀的文章，无论从研究方向上还是研究内容上都

不难发现可喜的成果和进展。科研领域上取得的成

果使我们一步步认清引起气候变化的原因由哪些部

分组成，各部分相应的作用点及其比重。同时，也使

我们渐渐了解气候变化对各国造成怎样的影响，责

任应如何分配，我们又当如何履行自己的责任。即

便研究过程及其结果仍存在一定的缺陷以及不确定

性，但只要坚持巩固学科间的交叉，不断提高技术的

严谨度并尽快达成各国政府间有关气候变化责任分

配的共识，那么这个‘当前人类面临的最重大的环

境问题’也就会变得不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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