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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对世界气候前景表
示忧虑

研究指出，森林砍伐和其他土地利用的
变化使全球排放总量相对于化石燃料燃烧排
放又增加了 !"#。到 $"!!年底，大气中二氧
化碳的浓度达到了 %&!''(。

在伦敦主持发布以上数据的丁铎尔气候
变化研究中心主任、东英吉利大学教授科琳·
乐凯芮表示：“我很担忧，按照目前的排放趋
势，全球气候进一步恶化的风险太高，我们必
须采取更为激进的减排计划。”发表在《自然·
气候变化》杂志的分析结果显示，为保证实现
将全球变暖控制在 $摄氏度以内的目标，全
球排放在 $"$"年之前必须大幅削减。
近期，国际能源署、联合国环境项目、世界

银行、欧洲环保署等机构也分别发布报告，显
示了碳排放情况的紧迫性，这些报告的分析均
指出，目前全球的排放趋势已经非常危险，可
能会对人类社会带来严重后果和巨大损失。

如何看待中国碳排放总
量世界第一

英国丁铎尔中心报告发布后，复旦)丁铎
尔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陈建
民教授认为：“作为制造业大国，中国接近全球
%"#的排放量在很大程度上与其他国家消费
的产品有关，所以全球碳排放责任的归属非常
复杂。但是，中国在目前治理城市空气污染中
所取得的进展显示了我们迎接挑战的能力。”

复旦*丁铎尔中心主管主任戴维斯教授
指出：“从历史上看，发达国家须对大气中二氧
化碳的增加负主要责任。但是今天的挑战是每
一个国家都面临的。我们相信，中国的改革和
创新以及所掌握的科学和技术，使得其有能力
在面对这一全球挑战时起主要的引领作用。”

目前联合国在卡塔尔多哈举行气候变化
大会。会议期间，英国丁铎尔中心发布了有关
全球碳排放总量排行情况，并发布了“中国碳
排放总量世界第一”的论调。对此，复旦大学
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博士指出，
国际研究机构这一论调，似乎得出“中国碳排
放水平很高”的相关结论，但是，如果说这一
结论在技术上成立的话，那么在社会经济意
义上则是不成立的。

李志青认为，首先，人均的碳排放水平
上，中国低于欧美；特别是在人均产出的碳排
放效率上，中国更加远远低于欧美和世界水
平。其次，时间结构上，中国的历史排放水平
和整体排放水平都较低；能源结构上，中国一
直体现为“多煤、少油、少气”的特征，去除这
个权重因素，中国的碳排放水平会大幅下降。

李志青特别强调，在贸易结构上，中国的
碳排放有“在内生产，在外消费”的转移特征，
生产属于高排放过程，消费则是低排放过程，
也就是说中国的碳排放很大程度上是在为世
界做贡献。从这个角度去分析，也不能简单将
中国称之为“碳排放第一大国”。李志青表示，
从历史比较的角度，说明我们的碳排放效率
已有了很大的提高，碳排放强度也有了明显
的下降。他又指出，中国的碳排放解决了中国
的发展问题，实际上也是在为世界的稳定和
发展提供“红利”，做出了贡献；中国已将生态
文明列入国策，提出建设美丽中国，这意味着

中国将继续坚持节能减排的道路，继续努力
降低能耗和碳排放水平，这符合中国的国家
利益。

中国应逐步提高碳排放
约束水平

李志青建议，“十二五”期间，伴随着经济
转型，中国应逐步提高碳排放的约束水平，包
括以比例和总量控制等方式落实节能减排的
各项政策，加强碳减排的环境绩效考核等。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董文博
指出，无论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历史积累，
还是从中国本身情况出发，都应正确客观看
待中国的碳排放问题。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
国，近年来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做出了不懈
的努力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董文博介绍，!&&"年以来，全球单位产出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平均下降了 !+,，美国下

降了 $-#，中国则下降了 +"#。中国的煤电消
耗，由于采用了先进的技术，目前每度电煤耗
已经降至 %""克以内，优于多数发达国家水
平；中国的吨钢能耗，从 !&&"年的 !.+吨下降
至目前的 "./吨左右，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
平。同时，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速度和规
模，在全球处于领先水平。不论是风能、太阳
能还是生物质能，中国的发展速度均高于发
达国家，中国正在考虑到 $"+"年，将可再生
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提升到 +",左右。另外，
中国的人口控制也为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做出
了积极的贡献。

董文博表示，党的十八大首次把大力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独立成章，提出了“建设美丽
中国”的理念，由此可见党和政府保护环境的
决心。当前，需要将“建设美丽中国”的理念更
好地向世界各国阐述，同时将此作为国策向
国民做更深入的宣传，使国民人人树立“环
保、低碳”的生活观念。 本报记者 张炯强

英国丁铎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今天发布
2012年度“全球碳计划”报告

中国人均碳排放量远低于美国
! ! ! !《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第 !0次缔
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
书》第 0次缔约方会议
于今年 !! 月 $/ 日至
!$月 -日在卡塔尔首
都多哈举行。

昨天，会议结束首
周谈判，进入为期一天
的休会期。各阵营交锋
激烈，谈判进展不大。
!$月 1日将展开高级
别会谈，第二周谈判的
任务将异常艰巨。谈判
各方尤其是发达国家
与发展中国家在“共同
但有区别的责任”存在
原则分歧，部分主要碳
排放国家拒绝参加《京
都议定书》第二承诺
期，一些发达国家不愿
率先大幅度减排。

中国代表团副团
长、国家发改委气候司
司长苏伟介绍，首周谈
判事实上没取得多少
进展，各方都寄希望于
各国部长在 $ 日和 %

日陆续抵达多哈后，在
更高政治层面上解决争议。

目前争议较大的问题是，《京都议
定书》第一承诺期今年年底结束后，第
二承诺期能否按期实施。日本、新西兰、
加拿大和俄罗斯明确表示不参加第二
承诺期，为其前景蒙上阴影。并非《京都
议定书》缔约方的美国，仅允诺减排
1,，澳大利亚的减排目标是 ".+,。欧盟
与小岛屿集团和非洲集团之间围绕承
诺期是 0年还是 +年，始终争论不休。

发达国家要求在《京都议定书》第
一承诺期结束后产生的冗余排放配额
转入第二承诺期。发展中国家反对，并
要求在第二承诺期结束时取消所有剩
余排放配额。

发展中国家希望发达国家减排
%",至 1",，因为发达国家历史上占用
了排放空间，应把剩余发展空间让给发
展中国家。目前欧盟仅同意在 $"$"年
减排 $",，他们现已达 !-,，不少人批
评欧盟目标太低，应提高到 %",。

同样棘手的问题是，《京都议定书》
此前提交各国批准花了近 0年，第二承
诺期如果还按照一般程序提交各国批
准，将无法保证明年 !月 !日按期实施。

技术转让方面，苏伟形容也是“没
有很大进展”。发达国家有义务转让技
术，但如何来落实这一义务，目前还没
有好的机制。技术转让首先涉及知识产
权，这个也需要资金来解决。
接下来的一周，高级别会谈的重点

仍将围绕《京都议定书》工作组、《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工作组展开，前
景不容乐观。 本报记者 曹刚

复旦大学复旦-丁铎尔中心上午介绍：北京时间今天凌
晨，世界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杂志的《自然·气候变化》专刊在线
发表了全球气候变化研究领域最具权威的学术机构———英国丁
铎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的“全球碳计划”2012年度研究成果。
根据最新年度数据，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将在今年进一步增加，预
计较去年增加幅度为2.6%，达到创纪录的356亿吨。

研究显示，2011年全球碳排放最多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中
国!!"#"、美国!$%&"、欧盟!$$&"和印度!'&"。研究发现，尽管
总量偏高，中国的人均排放量为6.6吨，与美国的人均排放
17.2吨相差甚远。同时，欧盟的人均排放量降至了7.3吨，仍高
于中国的人均排放量水平。

本报记者 张炯强

! ! ! ! #复旦(丁铎尔中心$成立于去年 )月 !'

日% 由复旦大学与英国丁铎尔中心合作建设%

是丁铎尔中心首次在亚洲设立的分中心& 这一

中心及其平行机构'((复旦大学全球环境变

化研究所%主要聚焦三个领域)全球变化影响的

综合评估%全球变化过程和机制的研究%以及

全球变化背景下经济*能源*人类健康和可持

续发展的相互关系& 目标是建立全球变化影响

的综合评估模型%预测全球变化趋势%为国际气

候变化谈判提供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等&

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当前面临的全球性

问题和共同挑战&去年以来%由于相关各方在

进一步推动减排和控制气候变化进程上的争

议%哥本哈根会议*坎昆会议都没有取得很大

的实质性成果&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高

速增长%资源消耗和碳排放量等也急剧增加%

使我国经常承受较大压力& #复旦*丁铎尔中

心+ 和复旦大学全球环境变化研究所正是在

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的&

英国丁铎尔中心% 全称丁铎尔气候变化

研究中心% 是全球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顶级

学术机构% 也是世界气候变化研究的智库之

一%!+,,年将总部设于东英吉利大学&中心以

英国物理学家约翰,丁铎尔的名字命名&丁铎

尔最先发现和研究了胶体 !分散相粒径 -纳

米至 -,,,纳米"中的丁铎尔现象& 这一现象

在自然界中很普遍&抬头仰望%之所以能看到

蓝天%是由于空中浮游着许多尘埃和小水滴%

可视为气溶胶% 我们看到的是被天空散射的

蔚蓝色光&又如%从侧面观看吸烟者吐出的烟

雾是淡蓝色%大海是蓝色%这些均由丁铎尔现

象所致& 曹刚

“复旦-丁铎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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