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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气温变化可能会对产出产生负面影响 
• 海平面上升 3英尺会使某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显著减少 
• 财政状况因适应气候变化导致支出增加而恶化 

 
基金组织正在总结归纳有关人为因素导致气候变化的科学及经济学知识，为下一步评

估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及讨论应对政策做好准备。  
  
        由人为因素引发的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增加而导致的气候变化，给人
类福利带来了严峻挑战。近年来，人们对这一问题及其政策反应的了解迅速加深，但仍
有很多有待进一步了解，包括气候变化的宏观经济及财政效应的性质、程度、可能性及时机，

以及如何应对问题。 
         
       基金组织 2007年 10月期《世界经济展望》简要概括了气候变化的科学知识，为评估其经
济影响打下基础。该报告还讨论了旨在减少气候变化可能造成危害的适应性政策，以及限制气

体排放（导致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的减缓性政策。2008年 4月期《世界经济展望》将进一步
深入探究这些问题。 
 
挑战 

        1906 至 2005 年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 0.7 摄氏度。预计未来几十年，现有的温室气体
将会导致气温进一步升高。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预期，如果现在不

作出任何政策反应，到 2100年之前，气体排放将导致全球平均气温升高 1.1至 6.4摄氏度。气
温升高最显著的地区为北美洲北部、欧洲和亚洲，热带地区相对受影响较小，但仍有相当规

模。 
 
        几个更特定的气候效应预计会发生。全球降雨模式可能会发生改变，许多本已干旱的地区
会变得更加干旱。许多热带地区的降雨以及季节类型会进一步受到影响，进而潜在影响到众多

人口的生计以及重要的自然资源。由于降雨更集中以及海平面上升，发生涝灾的风险预计会增

加。极端天气事件，例如飓风、洪水、热浪以及干旱发生的频率和（或者）严重性估计也会增

加，受影响最大的是非洲、亚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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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效应外，或许还存在一些“倾斜点”，如果被越过，将会导致更剧烈以及不可逆转的
气候效应，包括冰川融化加快，海湾流逆转，以及加拿大、中国和俄罗斯出现大规模的苔原融

化。 
 

宏观经济及财政影响 

        气候变化对宏观经济和财政的潜在影响巨大，这包括： 
  
• 长期气温变化以及更加强烈或频繁的极端天气事件，会对产出和劳动生产率造成直接的负
面影响，特别是对农业、渔业和旅游业造成影响。 

• 由于海平面上升以及更加严重的洪水灾害而付出的代价。 

• 长期气候恶化以及极端天气事件造成更大危害，从而导致大范围移民和冲突的风险增加。 

• 由于传统税基的恶化以及采取减缓及适应性政策而增加支出，会导致财政状况进一步恶
化。 

• 为减少碳排放而导致成本增加，包括更高的能源价格和投资的增加，这一问题在许多国家
已变得很重要。 

• 由于出口商品和劳务减少，或者对食品和其他一些基本进口商品需求增加，可能导致部分
国家出现国际收支问题。对港口和道路的破坏可能造成贸易流中断。 

• 伴随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缺失，可能出现一些不利的“非市场”效应，以及气候变化对
人类健康和生活质量带来影响。 

 
• 较积极的方面有，人们可能会从缓解计划中获得潜在的收入——一份双重红利，即由于减
少了对扭曲的税收收入的依赖，给公共财政和环境都会带来一定的好处。依靠执行计划，

一些低收入地区将来会从国家间 GHG排放权交易中获得经济上的好处。 

• 针对气候变化做出一个有效的回应，需要准确衡量这些效应的性质、程度和分布。气候学
家已自然地将重点放在了与气候变化过程相关的一些不确定问题的研究上。 

• 但在评价相关的经济以及更广泛的福利效应问题上，依然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效应的
时间加总也要求选择一个折扣率，但在目前的讨论中，对贴现率还存在相当大的意见分

歧。因此，在评估气候变化对经济影响时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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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tion: 对气候变化做出有效应对需要准确衡量这些效应的性质、程度和分布。(照片: 
CMSP) 
 
        若干针对上述挑战的研究，利用模型重点分析研究了不同的效应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例
如，近期的“Stern 回顾”就预期，一段时期以后，潜在损失将大幅增加。到 2050 年，损失范
围的中心估计为 GDP 的 1%-2%。，到 2100年前会上升到 2%-8%，2200年进一步上升至 5%-
14%（如果考虑气候变化给贫穷地区带来更大的负担，损失将在 2020年上升到 20%）。 
 
应对政策 

 
        尽管对采取措施的适当程度和急迫性尚有一定分歧，但人们一致认为应采取某些行动降低
“照常运作”的预期下预计的气候变暖所带来的经济风险。主要可采取以下两种目前都已取得

广泛共识的措施：  
 
• 改变行为与投资方式以减少气候变化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例如，为应对海平面上升而构建
洪水防御系统；以及  

 
• 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从而减轻气候变化的程度；碳的收集与储存；提高
对核能和再生能源的依赖；以及减少森林采伐。 

 
        虽然目前已有一些旨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政策，但其规模和范围应进一步提升。适当政
策干预的合适程度引发了人们的热烈讨论，这反映出人们在评估相对成本和采取与不采取行动

的好处以及与之相关问题的不确定性方面存在一定差异。 
 
        减缓性政策在获得广泛支持方面存在的一个根本障碍，例如，在评估替代结果的适当贴现
率问题上无法取得一致——相对高贴现率，低贴现率对当前行动在未来很长时间后的收益赋予

了较大权重，而给较近将来发生的成本的权重较低，因此要求立即付出努力。 
 
协调与执行问题 

        主要气体排放国家之间就未来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与政策达成一致（例如，还包括通
过行为改变来减少气候变化成本的政策）是一个关键的挑战。在给定 GHG 排放的情况下，国
际合作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影响到另外一个国家。大气中温室气体存量

的增加导致气候变化加重了这一问题，对此，工业化国家主要承担历史排放责任，而未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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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预期会更多由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来承担。此外，气候影响的分布（因此，缓解政策带

来的好处）也不均衡，低收入国家可能会受到最严重的影响。 
 
        人们已初步采取了一些国际合作措施，但最著名的《京都议定书》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
美国在《京都议定书》下被要求减少气体排放，但美国尚未签署该协议，因此也未承诺。而

且，若干签署国距离实现其承诺尚有一段距离。 
 
早期协议 

        待 2012 年《京都议定书》期满后，新气候政策承诺的早期协议即成为关键，不仅是因为
对许多能源的长期先期投入，而且也出于减少未来碳价格不确定性的需要。任何扩大新政策的

框架，包括要求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排放国做出政策承诺也成为一项重大挑战。  
  
        一些地区正在努力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特别是澳大利亚和美国这些不受《京都议定书》
限制的国家。这些努力包括，支持发展和传播新技术或计划，以提高能源效率。一些国家还努

力改革其能源定价，减少森林砍伐，因此而提高了能源安全并减少了本地区的空气污染，同时

也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过程中获得了很大的益处。 
 
        但这些努力在广度、深度和效率方面仍有待大幅提高，同时应注意责任分担的影响问题。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大会执行秘书 Yvo de Boer10 月 19 日在世界银行/基金组织年会专题讨论
中表示，下一步要作出政治反应，从 12 月份将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会议开始，将建立一个有
关新气候变化协定的正式谈判机制。 
   
        巴厘岛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让谈判进程进行下去”。然而，如这一目标无法实现，“公众兴
趣会悄然失去，这即意味着麻烦，因为多数科学家认为我们只有 10-15 年的时间来解决排放问
题”。   

 
Caption: 阿拉斯加 Portage冰川：更大的气候效应包括冰川可能快速融化。  
 
本文译自《基金组织概览》杂志（网址：www.imf.org/imfsurv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