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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摄图网 

 

行为改变 

是支持温室气体减排的根本驱动力 
 

日前发布的《IPCC 全球升温 1.5 度特别报告》引起广泛关注，结论中提到的冰

川融化、洪水飓风、生态异化，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科幻大片中的末日情景。无怪

乎不少评论用“拯救世界仅剩 12 年”、“人类未来”等字眼做标题。且不追究

这些说法是否科学，以看大片心态关注报告——无论是恐惧绝望，还是开灯散场

后一切照常——恐怕都不是科学家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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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严谨的解读报告并不容易，对于“末日”时间的

计算和描述也许和如下的论述有关：“ 全球升温有

可能会在 2030 年到 2052 年间达到 1.5 度(高置信

度)”，“相对于升温 1.5 度，自然和人类面临的气

候相关风险在升温 2 度情况下大大增加 (高置信

度)”。 事实上“气候变化对人类和生态系统的影

响已经是观测事实(高置信度)”，“一些陆地和海洋

生态系统的功能发生了改变和退化(高置信度)”

 

应对气候变化时不我待

虽然不是末日，全球变暖关乎生死是个科学事实。

1.5 度或 2 度升温是以全球近地表平均气温衡量的，

在不同地区，感受到的气候变化和影响差别巨大。

例如北极地区的升温会是平均值的 2-3 倍，而北极

“夏季无冰”现象可能发生的频率会增加 10 倍，从

百年一次到十年一次。 

气候变化的影响并不是渐变的，想在所有沿海地区

修筑几米高的堤坝永保平安只是个良好愿望，因为

极端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不断增加，影响范

围和人群广泛。而真正的风险存在于极端事件造成

的影响程度和常规预防措施可承受上限之间的不可

估计的差距。 

图片说明：卡特里娜飓风过后   图片来源：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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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脆弱地区的飓风、干旱，如果我们还记得 2012

年 7 月的暴雨，北京这样的内陆城市也会出现洪灾、

导致伤亡；今夏席卷全球的热浪，使得东亚、欧洲和

中国华北这些一直以来气候温和的地区出现高温致

死案例；而这一切在未来更会成为常态。 

无论如何解读，报告所指清晰：时不我待，需要更

早、更快、更强的行动。《巴黎协定》中各国认同在

本世纪后半叶实现全球碳中性，1.5 度报告指出需要

将此目标提前到 2050 年左右。然而事实如何？根据

斯特恩勋爵最新研究结果显示：2030 年《巴黎协定》

所有国家自主行动完全实施的减排量，同实现 2 度

目标相比仍有 100-150 亿吨的缺口。加速行动何其

难！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德豪斯说，“气

候变化是最大的市场失灵”，市场失灵的根本是趋

利避害和短视，之于国家是发展的博弈，之于个人

是生活和发展的需求。挖掘减排潜力一边是国家目

标，一边是行为改变。 

挖掘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潜力

全球减排行动最大的潜力是促使美国政策回归到应

对气候变化的正途。美国是最大排放国之一，退出

《巴黎协定》不仅是对其国内行动的拖延，也极大

程度破坏了气候变化全球共识。1.5 度报告若能撼动

其已然逆历史潮流而行的国家行动，则善莫大焉。

当然，美国的地方政府是气候行动的主力，加州州

长布朗提出要在 2045 年实现碳中性的目标。更多地

方政府制定有前瞻性的气候目标和政策将对美国的

实际减排效果起到核心作用。 

中国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成为赢得气候正义的

希望。中国拥有全球第三极青藏高原，也是气候变

化脆弱地区，最近在雅鲁藏布江上游因冰川消融出

现的堰塞湖，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1.5 度报告只

会坚定中国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是建设生态文明的

内生需求，减排二氧化碳的同时协同控制其他污染

物排放，符合国家核心利益。中国已建立完善的低

碳发展管理体系，是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和

消费国，已经提前三年完成了 2020 年在 2005 年基

础上降低二氧化碳强度 40-45%的目标。有不少专家

认为，下一步中国有希望在 2030 年前实现二氧化碳

排放达峰的目标。 

中国强化行动的可能领域之一是非二氧化碳温室气

体的减排。1.5 报告中特别提出了对于非二氧化碳辐

射强度的路径，要在 2030 年后持平。2012 年，中国

总体排放中，有 16.8%来自于甲烷、氧化亚氮、氢氟

碳化物等温室气体，而且增速迅猛，进行有效的控

制非常重要。具体行动包括更好的废弃物管理，冰

箱空调等设备的制冷剂替代等。根据国际粮农署的

研究，中国运输过程中的食品损失和浪费所致甲烷

排放同样排名世界第一。黑碳是一种短生命周期温

室气体，是细颗粒的一种，本质上是空气污染物，同

时干扰辐射强度，对极地融冰和局地气候影响巨大。

我国的蓝天行动将会减少黑碳排放，对气候贡献巨

大。这些传统上属于环保范围的工作，在环境管理

体制调整后，可能会有新的政策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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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调整生活方式很难达到碳中性

无论国家目标和政策如何，真正的减排来自于生产、

生活、消费行为的改变；长期以来，气候变化都是庙

堂之上的话题，知道分子很多，行动者不够。iGDP

的调研显示，虽然有 83% 的人表示了解低碳，其中

92% 还都认为低碳与自己相关，但是谈到具体的行

动，参与度就只在 34%-75% 之间了。公众对自己的

生活方式改变较少，或者行动成本较低的行动参与

度较高，比如日常出行以公交为主（75%）；对相对

来讲要投入更多资源或者作出巨大改变的行为参与

度就不高了，比如每周少开一天车（37%），夏季室

内空调温度不低于 26 度（39%）。（如下表） 

行为改变是支持温室气体减排的根本驱动力，不调

整当代社会已经保持高强度碳排放，已经习惯了的

生活方式，要在本世纪中实现碳中性，可能性很小。 

生活方式是什么，是农村要向城市看齐，发展中国

家向发达国家看齐。是冬暖夏凉、丰衣足食的基本

需求，也有住大房子、开大车，周游世界的美好愿

望。而这些背后都是一条一条不同增长趋势的温室

气体排放曲线。

图片说明：雅鲁藏布江上的堰塞湖   图片来源：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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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电需求连年升高，以空调为例，城镇居民基

本上已经超过了一家一台，而农村居民则平均两家

不到一台，未来的发展一定是填补这个空间。和发

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不和美国比，即使日本，

其户均空调保有率也在 2 以上。有一个衡量生活方

式的指标就是人均生活用电量，中国的这个指标在

2014 年为是美国的八分之一，欧洲的三分之一。未

来三十年，可以预见全球能源结构并不能飞速的低

碳化，而生活方式的改变就成为必须。 

改变餐饮结构、减少肉食，已经是行动清单的选项

之一，将夏天空调温度设置在 26 度以上也许应该

成为一个全球倡议。这些已经涉及到了作为人类的

最基本舒适需求，素食会让很多刚刚温饱的国家感

到匪夷所思，而房间温度控制对一些发达国家居民

来讲有点难以适应，即使是环保工作者也不例外。

这些都涉及到人最基本的需求，要改变难上加难。 

这需要发达国家切实提前行动，树立更好的标杆，

摸索跨越式的路径，需要系统化的普遍路径，而非

点缀性的个别行为。住别墅，开 SUV，一言不合就

去伦敦看鸽子，偶尔吃个斋，就认为给气候变化做

了贡献，恐怕是不能服众的。 

气候变化这个最大的市场失灵背后是人性的趋利避

害和短视，而挑战人性恐怕是我们解决气候变化的

真正难关。 

（绿色创新发展中心 特约评论员）

 

 

 

 

 

 

绿色创新发展中心 是专注绿色低碳发展的战略咨询机构，关注宏观气候政策、城市绿色低

碳转型、绿色经济政策、行为减排领域的研究、咨询和交流。致力于通过跨学科、系统性、

实证性的政策研究、梳理、比较和评估，推动低碳环境政策的精细化，可实施度。 

联系我们：igdpoffice@igdp.cn | (86)10-85323096 | 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外交公寓 71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