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撒哈拉以南非洲对气候变化的调整适应 
 
导言 

气候变化与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之间的内在关联促使全球大力呼吁政策制定

者立即在这两个方面开展行动。旨在为各国从遏制疫情转向实现复苏提供支持的财政刺激

可同时以应对气候变化为目标。反过来，这又有助于减少未来流行病的传播，因为对于流

行病来说，气候变化是一个威胁倍增因素。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增加了疾病大流行的

可能性，而污染和其他人为因素引起的气候变化又削弱了人类健康，导致人类在面对病毒

和其他疾病侵害时脆弱性增加。 

撒哈拉以南非洲是全球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

的地区。气温和海平面上升以及降水异常的

状况正在加大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强度，

也显著改变着该地区的地理状况（图 2.1；政

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8 年；2017 年

10 月《世界经济展望》第三章）。最近发生

的自然灾害包括：极具破坏性的气旋“伊

代”和“肯尼斯”；东部非洲不断爆发的蝗

灾以及南部和东部非洲遭遇的干旱，它们威

胁着数百万人的生命；还有萨赫勒地带的荒

漠化，这引发了各种冲突和大规模移民

（Rigaud 等人，2019 年）。 

虽然最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风险抵御能

力和应对机制仍然有限——反映了种种结构性因素限制了国家应对冲击和复苏的能力。尤

其是，严重依赖雨养农业的状况增加了人道主义、社会和宏观经济在面临气温上升和极端

天气冲击时的脆弱性，而受其影响最大的是该地区快速增长的人口中最贫困的阶层。1  

适应气候变化对于保障和继续促进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过去三十年里来之不易的收入增长

以及教育和卫生成果至关重要。然而，由于各国能力和财政资源有限，这种调整适应将极

富挑战性。若干研究已经表明，推动经济发展对于增强气候变化抵御能力和完善应对机制

具有重要意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 年 a；Hallegatte
等人 ，2017 年）。相关政策建议从建立缓冲（例如，国际储备）、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到

强化各种体制和框架以促进结构转型，不一而足。然而，在管理各项相互竞争的发展需求

的同时一并落实所有建议，这超出了该地区人力和财力的承受限度。在一些国家，政治不

确定性和各种安全问题也会带来更多挑战。考虑到这些制约因素，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

 
1 诸如世界风险指数（Radtke 和 Weller，2019 年）和圣母大学全球适应指数等脆弱性指标显示，撒哈拉以南

非洲大多数国家适应能力低下，包括缺乏调整适应所需的经济、治理和社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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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世界与撒哈拉以南非洲：与1980年相比气温

的变化情况，单位：摄氏度

来源：Harris等人（2014年）；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

人员的计算。

https://www.ipcc.ch/site/assets/uploads/sites/2/2019/05/SR15_SPM_version_report_LR.pdf
https://www.ipcc.ch/site/assets/uploads/sites/2/2019/05/SR15_SPM_version_report_LR.pdf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29461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17/09/19/world-economic-outlook-october-2017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25335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25335
https://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WorldRiskReport-2019_Online_englis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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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者应当优先侧重哪些改革领域呢？这已成为该地区越来越多的政策辩论的主题，

而且青年人还在向政策制定者施压，促使其更紧迫地采取行动。 
 
本章分析了可能有助于推动该地区在构建韧性和完善应对机制、从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大

步前进的各种政策和结构性领域。第一节利用大数据、经济计量分析甚至各种研究，概述

了气候变化是如何影响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侧重于经济增长和不平等方面的后果。第

二节基于对宏观层面数据的经济计量分析、家庭调查以及案例研究，突出强调了对建立风

险抵御能力和应对机制非常有效的若干关键性政策领域。最后，第三节对融资影响进行了

分析。 

主要研究结论 

与频繁的灾害救济相比，在融资方面适应气候变化的做法更具成本效益。对撒哈拉以南非

洲来说，这种调整适应代价不菲——未来十年估计每年需要 300 亿至 500 亿美元（占地区

GDP 的 2%至 3%），可是却比频繁实施灾害救济费用要低。本章中的分析发现，灾后支

出减少所节省的资金可能是建立韧性和应对机制的前期投资成本的许多倍。此外，适应气

候变化也有利于其他发展领域（例如，应对疫情的风险抵御能力），并最终促进经济增长、

减少不平等，以及维持宏观经济稳定。 

2020年 4月《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展望》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对气候变化的调整

适应”这一分析性章节由 Seung Mo Choi 领导的小组在 Pritha Mitra 的监督下撰写，并且得

到了 David Owen 的指导。主要作者有 Maria Coelho、Eric Pondi Endengle、Wei Guo、
Kadima Kalonji、Andresa Lagerborg、Jiakun Li、Giovanni Melina、Edna Mensah、Alun 
Thomas、Manchun Wang、Jiaxiong Yao 和 Genet Zinabou。此外，Sebastian Acevedo、
Thomas Baunsgaard、Thomas Benninger、Frederico Lima、Alpa Shah 和 Harold Zavarce 也为

本章的撰写作出了贡献。 

各个发展伙伴在提供灾害救济之外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着力构建韧性和强化应对机制，这

一点至关重要。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遏制和管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工作对本已有限的财

政空间而言无疑雪上加霜，同时还导致各种债务脆弱性不断上升。从遏制疫情转向实现绿

色复苏将会最终促进经济增长并提高风险抵御能力，但是在这期间，国际社会的支持最为

重要，因为确保其他融资来源的工作可能面临着挑战。例如，迄今为止，该地区国家由于

存在巨大的风险溢价而一直难以获得宏观经济保险（例如，气候基金和国家应急债券），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区大范围存在的治理问题加剧了投资者的风险回避情绪。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气候变化尤为明显，而且极端气温、降水异常和自然灾害强度加大，

每年都导致数百万人陷于危险、受到伤害、无家可归或粮食不安全的境地，并造成了代价

高昂的严重经济损失。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发生干旱的次数占全球的三分之一，出现风暴

和洪水的频率上升最快。  

气温升高和极端天气事件增多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比对世界其他地

区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更加严重和持久，这反映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风险抵御能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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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机制较弱，而且存在对雨养农业的依赖性。由此导致的不平等加剧和良田稀缺的状况，

再加上人口高速增长的风险，引发了大规模的移民和冲突。 

• 本章中的分析认为，如果某个月的平均气温比该月 30 年来的平均气温高 0.5 摄氏度，

那么该月的经济活动可能会减少 1%。这种影响比其他地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

平均水平高 60%，反映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对农业的依赖性以及该地区作物对气温

的敏感性。  

• 分析还发现，气候引发的自然灾害（尤其是干旱）会产生持久的影响，这可能反映了

它们长期的性质。例如，每多发生一次干旱，中期年度经济增长率就可能下降 1 个百

分点。这种影响大约是其他地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 8 倍。 

气候变化正威胁着农村和城市地区贫困人口的粮食安全。要降低这一风险，就必须提高农

业生产和家庭的风险抵御能力——部分措施是在政府预算中优先考虑必要措施（在适应战

略一节中概述），并在各部委（财政部、农业部、教育部、环境部和卫生部）之间以及发

展伙伴之间加强协作。冲击过后，有针对性的社会援助和保险是帮助人口应对灾害的关键。

本章中对家庭调查开展的实证研究显示： 

• 改良种子、杀虫剂、化肥、抗侵蚀措施、灌溉和融资渠道对于农业生产中风险抵御能

力的建设至关重要。  

• 完善的融资和电信（提高早期预警系统的可及性）渠道、健全的住房、环境卫生和教

育（改进决策、增加收入）能够增强农村和城市家庭对气候变化冲击的抵御能力，并

且可以使冲击后粮食不安全的可能性下降 30 个百分点。  

更广泛地说，适应战略将取决于国家所面临的气候变化影响的类型。强有力的宏观经济、

制度性和结构性政策固然必不可少，然而跨国回归分析认为，必须优先考虑下列结构性改

革领域组合： 

• 针对干旱，扩大获得融资、灌溉、饮用水和电力（为灌溉和水泵提供动力）的渠道对

于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损失至关重要。 

• 针对风暴和洪水（同样是促成流行病传播的可能因素），加快改善卫生和教育成果、2

完善融资和电信渠道，以及使用机械和不受天气影响的基础设施，可以限制经济损失

范围和支持恢复工作。  

  

 
2 改进卫生成果可以减少自费医疗支出和促进更快返岗复工；改善教育成果可以提高生产率、改进决策和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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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  

气候变化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意味着什么？ 

最近，全球气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上升，而且升温趋势预计还会加速。鉴于以往排放的温

室气体仍然留存在大气之中，即使采取极端的限制排放措施也只能减缓气温上升的速度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8 年）。过去 30 年间全球气温上升了 0.7 摄氏度（或

者说，过去 50 年间上升了 1 摄氏度），这一升温速度显著高于过去一万年中任何同等时

期的升温速度（Marcott 等人，2013 年）。这一总体数字掩盖了不同季节和地理位置之间

的巨大差异。虽然自然灾害一直存在，但是有明确证据显示，气温上升和降水变化会导致

干旱频发、荒漠化、海平面上升、蒸汽压升高，这种种因素多半会引发更多的洪水和风暴，

例如，飓风和热带气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8 年；2017 年 10 月《世界经济

展望》第三章）。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气候变化尤为明显，

而且极端气温、降水异常和自然灾害强度加

大。自本世纪初以来，每年都导致了至少

1000 人死亡、1300 万人受到严重影响（受

伤、无家可归、粮食不安全或缺乏水和卫生

设施），以及 5.20 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发生干旱的次数占全球

的三分之一，出现风暴和洪水的频率上升最

快（图 2.2）。3 

• 东部非洲气温上升最为明显——过去 30
年间升温将近 1 摄氏度，那里的夏季每日

最高气温平均为 28 摄氏度（图 2.3）。南

部和西部非洲跨越地球上最炎热的一些地

方，其升温程度并不逊色多少。相比之

下，中部非洲一些国家（包括安哥拉和刚

果民主共和国）则因气温的小幅下降而有所受益。 

 

 

 

 
3 本章的依据是灾害流行病学研究中心维护的紧急灾害数据库，包括对事件的定义。该数据库包含满足下列

标准之一的所有灾害：10人死亡、100人受影响、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或要求国际援助。尽管所观测到的频率

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反映了报告工作的改进，但是人们认为 20世纪 80年代以来一直是采用类似的报告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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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撒哈拉以南非洲与世界：与20世纪80年
代相比自然灾害发生频率的变化情况

来源：灾害流行病学研究中心紧急灾害数据库；以及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本图中的柱条可以解释为1980年至1989年发生的灾害

总数的倍数。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在2000年至2009年发生

的洪水总数大约是该地区在1980年至1989年期间发生的洪水

数量的7倍。

https://www.wikiwand.com/en/Special_Report_on_Global_Warming_of_1.5_%C2%B0C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39/6124/1198.abstract
https://www.ipcc.ch/site/assets/uploads/sites/2/2019/05/SR15_SPM_version_report_L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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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变化对降水的影响更加复杂。西部和南部非洲，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干旱的

一些地方，正面临着降水明显减少的状况（图 2.3）。马达加斯加、马拉维、南非和

津巴布韦问题突出：一些省份迅速发生旱情，而另一些省份降雨大量增加。在撒哈

拉以南非洲的其他地区，损害农业生产的极端降雨事件增加所造成的损失往往多于

降水增加所带来的益处。地表水对农耕、渔业和水力发电至关重要，然而却在不断

减少，尤其是在中部非洲。 

• 长期高温干燥导致的干旱给人们的生命和生计造成了极为重大的损失，并且有可能

破坏过去 30 年在延长预期寿命、降低婴儿死亡率和减少营养不良现象方面取得的进

展（图 2.4）。萨赫勒和非洲东南部、尤其是斯威士兰、莱索托和尼日尔受影响最

大。 

• 洪水和风暴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常见的自然灾害，严重损害了该地区的基础设施

（图 2.4）。科摩罗、马达加斯加、马拉维和莫桑比克特别容易遭受来自印度洋的热

带气旋影响。与之相似的是，几内亚比绍和塞拉利昂特别容易遭受来自大西洋的风

暴影响。大型沿海城市（阿比让、阿克拉、达喀尔、达累斯萨拉姆和拉各斯）很容

易受海平面上升引发的洪水冲击。洪水还会导致疾病蔓延，因为它们为蚊子提供了

滋生地、污染了饮用水（2016年 10月《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展望》第三章），

这样就给保障近年来在降低疟疾发病率和扩大获取饮用水渠道方面取得的成就带来

了重重挑战。 

图2.3 撒哈拉以南非洲：气温、降水和水强度，1983-2017年

来源：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组；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极端性降水事件是指降水量超过当月平均降水量2个标准差以上的降水事件。地表水强度是指地表出现水的频率。

1. 平均气温，1983-1987年至2013-2017年的变化 2. 平均降水，1983-1987年至2013-2017年的变化

3. 极端性降水频率，1983-1987年至2013-2017年的变化 4. 地表水强度，1984-1999年至2000-2015年的变化

少水地区

多水地区

摄氏度变化

毫米变化

发生次数变化

-0.2至0.0
0.0至0.2
0.2至0.4
0.4至0.6
0.6至0.8
0.8至1.0
1.0至1.2
缺失

-40至-20
-20至0
0至20
20至40
缺失

-10至-5
-5至0
0至5
5至10
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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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对经济增长和不平等影响重大 

气候变化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降低了生产率（包括导致工人健康和教育状况恶化），摧

毁了住房和实体基础设施，抑制了水电生产，由此对经济增长造成了压力（2017 年 10 月

《世界经济展望》第三章；Burke 等人，2009 年；Hsiang、Meng 和 Cane，2011 年）。农

业因产量和耕地缩减而受到的影响最大，这导致了粮食安全面临风险。农业的溢出效应、

生产率的下降、投资的放缓，以及对资本、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损害了制造业、批

发和零售贸易以及旅游业（2017 年 10 月《世界经济展望》第三章；Jones 和 Olken，2010
年；Garcia-Verdu 等人，2019 年）。4 这些压力累积到一起，就可能导致大规模的移民和

冲突；还可能导致营养不良以及卫生保健方面的种种后果，从而降低了人口对于流行病的

风险抵御能力。 

 

 
4 其他可能的渠道包括搁浅资产产生负财富效应和经济增长波动性加大（由于与天气相关的灾害更加频繁和

密集）。衡量气候变化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或类似地区金融市场影响的研究有限，不过，2020 年 5 月《全球

金融稳定报告》发现，在较为发达的经济体中，灾害对总股价的影响并不明显，除非灾害规模非常大。  

图2.4 撒哈拉以南非洲：按国家分列的自然灾害的年度影响，2000-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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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灾害数量

来源：灾害流行病学研究中心，紧急灾害数据库；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实际损害可能更大，因为部分灾害缺乏损害方面的数据。SSA = 撒哈拉以南非洲。

https://www.pnas.org/content/106/49/20670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ature10311
https://ideas.repec.org/a/aea/aecrev/v100y2010i2p454-59.html
https://ideas.repec.org/a/aea/aecrev/v100y2010i2p454-59.html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P/Issues/2019/02/04/Importing-Inputs-for-Climate-Change-Mitigation-The-Case-of-Agricultural-Productivity-46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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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加严重和持久 

气温上升和降水异常对撒哈拉以南非地区经济活动造成的影响比对世界其他地区经济活动

造成的冲击更加严重（图 2.5），反映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风险抵御能力和应对机制有

限以及存在对雨养农业的依赖性。本章使用

了卫星记录的夜间灯光作为经济活动的代理

变量，通过对省级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在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如果某个月的气温比

该月 30 年来的平均气温高 0.5 摄氏度，那么

夜间灯光就会减少 2.1%。5 这意味着该省的

每月实际 GDP将下降 1%（应用 Hu和 Yao，
2019 年中的弹性估计），尽管这些影响可能

不会持续一整年，而且可能还会被随后几个

月气温缓和等其他因素抵消。 6 这种影响程

度大致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是新兴市场

和发展中经济体平均水平的 1.6 倍。7 与此类

似，如果某月的降水量偏离该月 30 年来的平

均降水量且偏离幅度达到 10 毫米，那么撒哈

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夜间灯光就会减少 0.8%，

这意味着实际 GDP 将下降 0.4%。如果降水冲击发生在生长旺季，那么其影响可能会持续

一年以上。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半数以上的省份都曾经历过特定月份的种种高温或降雨量波动状况。

尽管绝大部分次区域（实现了充分的电气化可供开展分析）所受影响接近撒哈拉以南非洲

的平均水平，但是萨赫勒却是一个极为突出的例外，凸显了该地方薄弱的风险抵御能力和

应对机制以及原本很高的平均气温（2017 年 10 月《世界经济展望》第三章；Burke、
Hsiang和 Miguel，2015年）。例如，假设气温从 35摄氏度上升到 36摄氏度，对于那些健

康状况不佳、还必须多走一公里路才能获取水的农民而言，这将直接对其福祉产生不利影

响。农民的生产率和收入潜力也会下降。  

 
5 夜间灯光主要是因人类活动而出现。它们可从外层空间观测并由卫星进行记录。夜间灯光与经济活动呈正

相关，常常被用作实际 GDP的补充衡量标准（Hu和 Yao，2019年）。例如，当气温升高导致经济活动减少

时，企业和家庭面对收入减少的情况，会减少自身的电力消耗量。 
6 根据年度数据，2017年 10月《世界经济展望》第三章发现，气温每上升 1摄氏度，人均 GDP就会下降 1%
至 1.5%。根据《地区经济展望》本章的估计，即便在剔除了世界其他地区初始气温的差异之后，撒哈拉以

南非洲地区的经济活动仍然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减少。然而，这些结果附带若干重要说明。第一，气候变化

可能会通过气温和降水变化以外的其他渠道影响经济活动，这些其他渠道包括：海平面上升、与天气相关

的灾害频率和强度增加、生态系统变化、大规模移民以及冲突。第二，面对气候变化持续的情况，家庭、

企业和政府可能会对自身行为作出调整，由此减少了气候变化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7 如果仅对处于相似纬度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进行比较，那么这些结果具有稳健性。 

图2.5 部分经济体：天气异常对夜间灯光的影响

来源：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组；

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异常”是指特定月度的气温（或降水）至少超过该月

30年来的平均气温（或降水）0.5摄氏度（或10毫米）。数据跨

度为2013年1月至2017年12月。EMDEs =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

体；SSA = 撒哈拉以南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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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P/Issues/2019/04/09/Illuminating-Economic-Growth-46670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P/Issues/2019/04/09/Illuminating-Economic-Growth-46670
https://web.stanford.edu/%7Emburke/climate/BurkeHsiangMiguel2015.pdf
https://web.stanford.edu/%7Emburke/climate/BurkeHsiangMiguel2015.pdf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P/Issues/2019/04/09/Illuminating-Economic-Growth-46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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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尤其是干旱会产生持久的不利经济后果。近期内对经济活动造成的负面影响

（干旱以及气旋等极端性风暴的此类影响很大）往往会被外国财政援助、汇款和重建等因

素抵消（图 2.6）。从经济角度看，中期内有形资本的部分损失可以抵消（通过诸如升级

遭到破坏的基础设施等方法）。然而，灾难后死亡、营养不良或入学人数减少所造成的人

力资本损失却是无法弥补的。本章基于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和强度，在国家层面对五年期

GDP 增长率进行了面板回归分析，从中得出了下列结论（图 2.7）：8  

 

• 自然灾害、尤其是干旱对中期经济增长率的重大负面影响可能反映了其长期的性质。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每多发生一次干旱，除了导致任何持久性影响以外，还会导

致中期年度经济增长率下降 1 个百分点。每多发生一次洪水对中期经济增长率所造成

的损失大约是上述损失的一半。9  

• 气候引发的自然灾害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得多，这反映了该地区

风险抵御能力和应对机制有限，而且存在对雨养农业的依赖性。这种影响大约是其他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受干旱影响程度的 8 倍。 

 
8 本章中的分析采用了 Loayza 等人 （2012 年）中的估计策略。频率是五年期的平均死亡率。强度是五年窗

口期间所有灾害中破坏性灾害所占比重。当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与受灾害影响人数乘以 0.3 之和超过人口的

0.01%时，相关灾害即为“破坏性”灾害。 
9 洪水包括气旋等极端性风暴的事后影响。 

图2.7 部分经济体：一个新增自然灾害发生频率和强

度对经济增长的中期影响

来源：灾害流行病学研究中心紧急灾害数据库；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以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灾害强度是指五年窗口期间所有灾害中破坏性灾害所

占比重。当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与受灾害影响人数乘以0.3之
和超过人口的0.01%时，相关灾害即为“破坏性”灾害。

EMDEs =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SSA = 撒哈拉以南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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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撒哈拉以南非洲：破坏性干旱、洪水和风暴发生前

后实际GDP增长的变化，1990-2018年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当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与受灾害影响人数乘以0.3之和超过

人口的0.01%时，相关灾害即为“破坏性”灾害。图表反映了平均

值。t = 灾害发生年度，t-1 是灾害发生前一年，t-2 是灾害发生前

两年，t+1 是灾害发生后一年，t+2 是灾害发生后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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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conpapers.repec.org/article/eeewdevel/v_3a40_3ay_3a2012_3ai_3a7_3ap_3a1317-13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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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较灾害频率而言，灾害强度的影响大得多（与 Cavallo 等人，2013 年和 Fomby、
Ikeda 和 Loayza，2013 年中的研究结论一致）。10  

自然灾害发生后，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逆差不断扩大，公共债务和国际储备方面出现相应

的压力，经济增长面临的挑战因而变得更加复杂（图 2.8）。经济活动减少意味着税收收

入减少，而随着灾后救济和受损基础设施重建需求的出现，支出需求也在加速增长（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2016 年）。因农业出口减少和用于重建的进口增加而产生的外部头寸压

力很少能够完全被灾后外国财政援助或汇款抵消。撇开自然灾害不谈，单单是应对气温上

升和降水异常就可能减少出口（Jones 和 Olken，2010 年）——最终改变贸易格局，以及

需要增加社会援助和公共投资。金融体系的稳定也会受到影响，尤其是银行不良贷款和存

款提取迅速增加以及保险公司资产负债表恶化。更广泛而言，因与天气相关的灾害而搁浅

的资产可能会降低担保品价值，并损害金融机构的稳健性。  

 

不平等加剧  

气候变化正在加剧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本来就很严重的不平等问题。将近一半的人口生活

在贫困线以下，依靠雨养农业、放牧和捕鱼等易受天气影响的活动维持生计（图 2.9）。

金融缓冲有限加上教育和医疗水平低下，阻碍了他们调整适应粮食不安全、收入减少和失

业状况的能力，而增加了其在面对这些状况时的脆弱性。例如，本章中的分析发现，在埃

 
10 与频率相比，强度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更大，这可能反映了这样一种观测结果，即频繁的灾害会导致强度

增大。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经济体在遭受一场灾害后尚未恢复之时又遭受了另一场灾害，那么从死亡和损

害角度看，第二场灾害的强度将会高于第一场灾害（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图2.8 撒哈拉以南非洲：破坏性干旱、洪水和风暴发生前后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化，1990-2018年

1. 经常账户逆差（占GDP的百分比）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当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与受灾害影响人数乘以0.3之和超过人口的0.01%时，相关灾害即为“破坏性”灾

害。图表反映了平均值。t = 灾害发生年度，t-1 是灾害发生前一年，t-2 是灾害发生前两年，t+1 是灾害发生后

一年，t+2 是灾害发生后两年。

2. 财政赤字（占GDP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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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俄比亚、马拉维、马里、尼日尔和坦桑尼亚，每发生一次洪水或干旱，粮食不安全程度

就会上升 5至 20个百分点。11 与之相关的健康和儿童入学情况的恶化加剧了长期收入和性

别的不平等（Shahidul 和 Zehadul Karim，2015 年）。12 

城市贫困加剧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风险。快

速的城市化很可能是由于农村人口无法应

对天气冲击而迁居城市（通常是跨境移

民）以寻求工作和住所——萨赫勒的情况

就证明了这一点。然而，目前撒哈拉以南

非洲地区各个城市在容纳高密度的人口和

建设更具气候风险抵御能力的基础设施方

面已经是捉襟见肘。该地区人口的快速增

长将导致这些挑战更加严峻。上述发展态

势所激发的冲突又将进一步抑制经济增

长，加剧不平等（Burke 等人，2009 年；

Hsiang、Meng 和 Cane，2011 年；2019 年

4 月《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展望》第

二章）。  

适应战略  

遏制气候变化在人道主义、社会和经济方面造成的不利影响及其放大疾病大流行的作用，

将取决于适应和减缓战略（专栏 2.1）。13 将这两种战略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突显了其重

要性。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可以通过征收碳税、逐步取消能源补贴、向绿色能源过渡、重

新造林以促进碳捕获（2019 年 10 月《财政监测报告》第一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9 年

b；Nyiwul，2019 年）、制定限制污染性资本投资的金融法规等途径加快减缓碳排放的步

伐以及促进实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之后的绿色经济复苏。然而，从若干角度看，适应战略

发挥的作用更大。首先，快速实施适应战略（同样也将刺激经济发展）将创造更多就业岗

位，可以支持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之后实现经济复苏。其次，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体

特别依赖于气候敏感性部门。第三，该地区与排放大量温室气体的发达经济体和大型新兴

市场经济体相比，对气候的影响比较有限。如何进行适应是该地区越来越多的政策辩论的

主题，而且青年人还在向政策制定者施压，促使其更加紧迫地采取行动。本节概述了一些

关键性的考虑因素和政策建议。 

 
11 这些结果是本章在对埃塞俄比亚（2015-2016 年）、马拉维（2016-2017 年）、马里（2017-2018 年）、尼

日尔（2014 年）和坦桑尼亚（2014-2015 年）开展的家庭调查进行分析后得出的。 
12 关于不平等和其他社会指标的进一步讨论见 2016 年 10 月《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展望》第三章。 
13  2016 年《巴黎协定》认为，适应战略是与减缓战略并行不悖的组成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多数国家已

提交了一些适应目标和措施，作为其根据该协定制定的气候战略的一部分。这些国家将在 2020年 11月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上再次讨论这些战略。 

图2.9 撒哈拉以南非洲与世界：农业依赖与贫困

状况，2018年或最近

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注释：贫困线是以2011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每日生活费标准为

1.90美元的贫困总人数表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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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emanticscholar.org/paper/FACTORS-CONTRIBUTING-TO-SCHOOL-DROPOUT-AMONG-THE-A-Karim-Shahidul/93b76a2a62c132452320e38e67c0b736fe859854
https://www.pnas.org/content/106/49/20670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ature10311
https://link.springer.com/chapter/10.1007/978-3-030-02662-2_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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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够认识到调整适应、宏观经济和发展成果之间积极的协同效应，即创造一个促进包

容性增长的良性循环，那么将有助于各国政府制定全面的适应战略。例如，改良型种子能

够降低作物受天气影响的程度，即便没有气候变化，也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与此类似，

强大的机构可以为经济效率和治理提供支持，包括强制实施关于天气风险抵御能力的法规。

对于家庭和中小型企业而言，获得融资有助于它们扩大生计和建立应对气候变化或其他因

素引发的经济冲击的抵御能力。土地改革和有效的社会保护可以激励农村家庭的所有权，

以保护其土地和资产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Kosec 和 Mo，2017 年）。良好的宏观经济和

结构性政策可以促进经济多样化，创造财政空间，建立财政和储备缓冲，并实现汇率灵活

性，进而降低气候冲击的影响，并有助于经济更快地恢复。反过来，经济更快反弹又可以

释放资源用以投资于其他发展领域。  

区域合作将成为适应战略的关键要素。气候变化超越了国际边界。例如，乍得湖和沃尔塔

盆地不断干涸已危及喀麦隆、乍得、尼日尔和尼日利亚（乍得湖）以及贝宁、布基纳法索、

科特迪瓦、加纳、马里和多哥（沃尔塔盆地）等多个国家的粮食生产和水力发电。积极分

享技术、知识和有效的机构做法（尤其是通过地区倡议），可以在加快调整适应方面取得

长足进步（非洲联盟，2014 年；东共体，2011 年；Lesolle，2012 年；Sembiring，2018
年）。发展地区农业市场可以降低粮食价格，并有助于确保粮食安全。 

风险抵御能力和应对机制是调整适应的支柱。增强风险抵御能力可以降低易受气候变化影

响的程度，而应对机制则有助于缓冲气候变化

带来的影响。加快发展这些支柱对于保障粮食

安全和建立基础广泛的适应性至关重要。为

此，接下来的若干小节对关键性政策可能产生

的影响进行了评估。实施这些政策需要政府内

部（尤其是财政部、农业部、教育部、环境

部、卫生部以及负责特定类型基础设施的部委

和机构之间）以及与发展伙伴进行强有力的协

调。首先是制定全面的适应战略、评估政府的

多年期支出框架（从支持种子改良或社会保护

的计划到建设灌溉基础设施的计划）是否考虑

了关键性适应政策，以及实施项目选择和优先

次序标准审查，以确保落实最有效的风险抵御

能力建设项目组合。必须应对各种融资挑战

（涉及家庭和企业获得融资的情况，以及更广

泛而言，关于调整适应方面公共融资的情况；

相关讨论见融资适应的部分）和解决信息不对

称的问题。 

保障粮食安全 

与天气有关的作物损害可能会使贫困家庭陷入

粮食不安全的境地。自给自足的农民直接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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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 撒哈拉以南非洲部分国家：遭受冲击

的家庭面临粮食不安全的概率

来源：世界银行生活水平衡量研究；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

人员的计算。

注释：家庭面临粮食不安全的概率是使用所考虑解释性变量以外

的解释性变量的平均值估算的。所展示的仅为具有统计显著性

（水平为10%）的估算值。回归剔除了家庭财富因素。具有统计

显著性的估算值证实了存在相关性，但未必是因果关系。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05750X17301092
http://repository.eac.int/bitstream/handle/11671/538/EAC%20Climate%20Change%20Policy_April%202011.pdf?sequence=1&isAllowed=y
https://www.sadc.int/files/9113/6724/7724/SADC_Policy_Paper_Climate_Change_EN_1.pdf
https://www.rsis.edu.sg/wp-content/uploads/2018/07/NTS-insight-Climate-Change.pdf
https://www.rsis.edu.sg/wp-content/uploads/2018/07/NTS-insight-Climate-Chang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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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而其他家庭则面临粮食短缺导致的粮价上涨。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增强家庭的风险抵

御能力并提高农业产出，以及加大冲击后支持力度。 

建设家庭风险抵御能力和完善应对机制可以大大减少粮食不安全的风险。本章对埃塞俄比

亚、马拉维、马里、尼日尔和坦桑尼亚的家庭调查开展的实证分析发现，一般而言，下列

因素的潜在影响最大，有可能使粮食不安全的可能性降低 30 个百分点（图 2.10） ： 

• 从多个来源获得的较高收入和获得融资渠道使家庭即使在价格上涨时也有能力购买粮

食以及在冲击发生前投资于建立风险抵御能力，它们还能在风险过后提供缓冲。 

• 可靠的移动电话覆盖范围和可及性可以通过扩大早期预警系统以及粮食价格和天气相

关信息（这些信息为农民就何时种植、灌溉或施肥作出决定提供了依据）的覆盖范围

（甚至是使用简单的文本或语音信息），帮助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实现“气候

智能型”农业（埃塞俄比亚）。第三章概述了整个非洲大陆的数字化进程。 

• 更为牢固的住宅和其他建筑物为食物储藏提供了便利。再加上良好的卫生和排水系统，

它们还可以预防伤害和疾病传播以及确保安全饮用水，从而保持收入能力（Erman 等

人，2018 年；Erman、Obolensky 和 Hallegatte，2019 年）。为此，政府必须制定计划

以扩大贫困人口获得优质建筑材料的渠道，以及规定建筑规范和条例的高标准、有效

的土地使用规划和分区规则。 

• 更一般而言，改善医疗保健和教育可

以提高生产率和收入潜力，并促进更

好地作出知情决策。 

降低作物的天气敏感性有助于保障粮食供

应。本章对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的家庭调

查开展的实证分析发现，使用改良种子、

肥料和杀虫剂、防止水土流失、进行灌溉

以及获得融资可以减少作物损害（图

2.11）。14,15 这种情况下，加快改良种子

和牲畜工程的研究和开发以承受更多样化

的气候条件，以及从单一栽培向多样化农

用林业生产转化，可以产生巨大影响（埃

塞俄比亚、苏丹；专栏 2.2）。如果能够

 
14 Thomas（即将发表）提供了详细内容。 
15 除了水土流失以外，还应当考虑制定战略以实现更广泛的环境保护目标，例如，防止土地退化（即土壤

的生产能力）和节约用水。生物多样性平台（2018 年）讨论了农业的生态集约化。与此类似，虽然改进灌

溉通常能够造福于农民，但是免费或廉价的供水却可能鼓励种植耗水量大的作物，这会提高易受干旱影响

的程度（Damania 等人，2017 年）。 

图2.11 撒哈拉以南非洲部分国家：关键性措施对作物受

损家庭的作物产量影响

来源：世界银行生活水平衡量研究；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

人员的计算。

注释：该影响是相对于尚未采取这些措施的家庭而言。所展示的

仅为具有统计显著性（水平为10%）的估算值。具有统计显著性

的估算值证实了存在相关性，但未必是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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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264651528401990188/The-road-to-recovery-the-role-of-poverty-in-the-exposure-vulnerability-and-resilience-to-floods-in-Accra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264651528401990188/The-road-to-recovery-the-role-of-poverty-in-the-exposure-vulnerability-and-resilience-to-floods-in-Accra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626361565186647096/Wading-Out-the-Storm-The-Role-of-Poverty-in-Exposure-Vulnerability-and-Resilience-to-Floods-in-Dar-Es-Salaam
https://ipbes.net/sites/default/files/africa_assessment_report_20181219_0.pdf
https://www.uncclearn.org/sites/default/files/inventory/water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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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农民意识并为他们获取大部分此类措施提供便利，那么将加速这些措施的实施。 

在遭受严重的天气冲击后，社会援助和保险支出可以弥补收入和购买力方面的损失。例如，

肯尼亚针对易受干旱冲击的家庭实施的“饥饿安全网计划”（Song 和 Imai，2018 年）和

埃塞俄比亚实施的“生产安全网计划”支持了减贫工作（专栏 2.2）。保险和灾害风险融

资也至关重要（世界银行，2014 年），但这些计划要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取得成功，

往往有赖于政府补贴和金融基础知识水平的提高（Gine 和 Yang，2009 年；Mobarak 和

Rosenzweig，2013年；Cole等人，2013年；Hill、Hoddinott和Kumar，2013年；Hallegatte
等人，2017 年）。 

建立基础广泛的适应性  

在整个经济体层面，要提高风险抵御能力和加强应对机制，就必须综合实施应对国家面临

的各类型气候变化挑战的改革。实施强有力的宏观经济、制度性和结构性政策以及采取上

文所述各项措施以确保粮食安全就势在必行。然而，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重要的结构性改

革领域组合（基于特定的气候变化难度），在这些领域中，改进之举可以在遏制气候变化

对经济增长和不平等的影响方面取得重大效益。最终，强大的风险抵御能力和应对机制可

以完全避免灾难性后果（Acevedo和Noah，即将发表）。本节分析了这些组合，而相关文

献则详细讨论了任何一个结构性领域取得进展所需代价和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
年；2019 年 10 月《世界经济展望》第三章）。  

干旱 

在长久干旱和缺水期间，改进灌溉系统和扩大获
取饮用水、电力和融资渠道将支持实现更高水平

的经济增长以及减少贫困。这些因素密切相关，

其中，电力为灌溉系统和深管井泵提供动力，而

获取融资则有助于所有这三者的建设和维护。16 
本章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如果在获取电力（基于

现有的灌溉和抽水系统）和融资方面与新兴市场

和发展中经济体平均水平的差距缩小，那么撒哈

拉以南非洲国家中期人均年度经济增长率受到的

 
16  如果有可用的融资渠道，但是家庭可获取的融资额度因其收入水平和资产价值较低而受到限制，那么可

以通过有针对性地发放政府补贴来填补该缺口。 

0.0

0.1

0.2

0.3

0.4

0.5

干旱 洪水 风暴

百
分

点

医疗卫生 机械化

电力 融资渠道

电信 教育

图2.12 撒哈拉以南非洲：当结构性因素达到新兴市

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水平时，灾害对中期人均

年度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下降

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

计算。

注释：基于对关键结构性领域中期人均年度增长率的面板回归。柱状

图显示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结构性因素提高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

济体的平均水平所产生的影响。该回归使用一个相互作用项确认了某

个结构性领域在提高经济增长韧性方面的边际影响。图中的每个柱条

都表示这种边际影响乘以撒哈拉以南非洲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在该结构性领域的平均水平之间的差距。此处展示的影响与每个结构

性领域通过所有其他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是相互独立的，后者

也包括在估算范围内。变量是逐一纳入的，所展示的仅为具有统计显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21665095.2019.1582347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21725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304387808000898
https://www.aeaweb.org/articles?id=10.1257/aer.103.3.375
https://www.aeaweb.org/articles?id=10.1257/aer.103.3.375
https://www.aeaweb.org/articles?id=10.1257/app.5.1.104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111/agec.12023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25335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25335
https://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15/101315.pdf
https://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15/1013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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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影响将下降近 0.5 个百分点（图 2.12）。17 尽管这一分析的确切程度应当注明属于

“具有提示性”，但是这些改革领域的相对影响已强有力地说明了它们的重要性。 

 扩大电力供应的一个重大组成部分是电力来源多样化——转向地热、太阳能和风能等可

再生能源。水力发电量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电力的五分之一，其易受干旱影响

（Castellano 等人，2015 年）。修建更多的水库、水坝和发电厂是一项近期的解决方案。

长期来看，在支持实现电气化和创造就业的同时，分散可再生能源可能是一种更加可持续

的解决方案（肯尼亚，专栏 2.2）。减少对水力发电的依赖也有利于水资源管理，其中，

扩大取水渠道、建造和修复小型水坝和井眼以及建设太阳能灌溉计划是关键（加纳）。 

洪水和风暴 

由于极端性风暴（例如，热带气旋）也会导致严重的洪水，所以遏制洪水和风暴影响的政

策往往相互重叠。医疗保健在减少洪水和风暴（同样可能导致流行病传播）对中期经济增

长影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图 2.12），包括：(1) 减少自费的医疗支出，可以保障家庭

储蓄；(2) 促进更快返岗复工；以及(3) 与教育一起，提高生产率、增加收入潜力、改善性

别不平等状况，以及优化知情决策（Hallegatte、Rentschler 和 Rozenberg，2019 年）。  

获得融资有助于家庭和企业投资于具有天气风险抵御能力的基础设施，并在遭受冲击后提

供缓冲（图 2.12），这强化了家庭调查分析的结果。在这方面，使用机械可以促进建设堤

坝、防止水土流失和加大播种深度，从而提

高农业生产的风险抵御能力。扩大移动网络
的覆盖范围，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的覆盖范

围，能够支持使用早期预警系统。 

在城市环境中，广泛的排水系统和宽阔的海

滩等具有天气风险抵御能力的基础设施可以

保护城市免受沿海洪水和水土流失的影响

（Hinkel 等人，2012 年）。由于这方面的努

力，莫桑比克贝拉港（主要的地区贸易和交

通枢纽）在遭到气旋“伊代”袭击三天后即

得以恢复运营，铁路和公路则在两周内恢复

了运行（图 2.13；专栏 2.2）。 

移民和城市化 

农村人口寻求摆脱气候变化导致的后果（因为农业社区受到的不利影响最大），纷纷向城

市迁移，由此出现了快速的城市化，对此需要采取“多管齐下”的方法。除了提高劳动力

市场灵活性和扩大融资渠道以外，扩大城市基础设施（住房、排水、环境卫生设施和道

 
17  关于灌溉和饮用水系统的数据局限性使它们无法纳入该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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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3 莫桑比克贝拉港：总交通运输量，

2018-2019年

来源：Cornelder de Moçambique公司。

注释：2019年3月至4月，贝拉港受到气旋“伊代”

和“肯尼斯”袭击。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electric-power-and-natural-gas/our-insights/powering-africa
file://data4/SChoi/Downloads/9781464814303%20(1).pdf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0113-011-02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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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医疗保健、教育和有针对性的社会援助计划都将促进人口和资本跨地理区域和生产

部门进行迁移。  

融资适应 

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而言，通过采取融资适应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做法代价不菲—

—未来十年估计每年需要 300 亿至 500 亿美元（占地区 GDP 的 2%至 3%），18 但这比频

繁实施灾害救济的费用低得多。  

• 本章对灾后需求评估的分析发现，风险抵御能力和应对机制的前期投资可实现长期性

的节省（以减少的灾害救济支出衡量），所节省的资金几乎是应对干旱的前期投资成

本的 3 倍、约为应对风暴的前期投资成本的 12 倍（图 2.14）。Hallegatte 等人（2019
年）得出了类似结论。 

• 本章通过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风险

抵御能力建设所产生的更广泛的益处

（专栏 2.3）。结果突出表明，在未建立

风险抵御能力的情况下，公共债务水平

上升幅度不到 25%（即便具有风险抵御

能力的基础设施价格比常规基础设施价

格高 25%），而且灾后不平等加剧的状

况明显得到遏制。通过提高建筑、运营

和管理的效率，可以降低具有风险抵御

能力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Rozenberg
和 Fay，2019 年）。 

• 一些非基础设施适应措施更为廉价，可

以迅速实施。例如，支持农民购买改良

种子和其他作物保护措施的计划以及提

供天气事件早期预警的计划展现了相对

较高的成本效益比（Hallegatte， 2012
年；全球适应委员会，2019 年）。迅速

提供具有针对性的社会援助也是如此，例如，埃塞俄比亚每年仅花费其GDP的1.2%，

却为面临粮食不安全的家庭带来了显著的成效（Del Ninno、Coll-Black 和 Fallavier，
2016 年）。  

尽管能够带来种种益处，但是由于财政空间有限，融资适应对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来说

是一个挑战。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多数国家已经存在中高程度的债务脆弱性，而遏制和管理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高额成本进一步加剧了它们的债务脆弱性。因此，各国在承担额外债

务之前，必须考虑竞争性发展需求（尽管在各项政策之间存在某种重叠）。各国正在积极

 
18 源自 Narain、Margulis 和 Essam（2011 年）以及环境署（2016 年）。 

图2.14 撒哈拉以南非洲：灾后节省资金与

风险抵御能力建设成本相比

来源：灾后需求评估；灾害流行病学研究中心，紧急灾害

数据库；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计算20年预期损害时使用了紧急灾害数据库中的灾

害发生频率和灾害发生时的损害数据。风险抵御能力建设

被认为可使预期损失减半。风险抵御能力建设成本是根据

灾后需求评估对中期和长期融资需求的估计推断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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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962751560793977276/Strengthening-New-Infrastructure-Assets-A-Cost-Benefit-Analysis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962751560793977276/Strengthening-New-Infrastructure-Assets-A-Cost-Benefit-Analysis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189471550755819133/pdf/134795-vol-1-33256cmp-eProof-rev.pdf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189471550755819133/pdf/134795-vol-1-33256cmp-eProof-rev.pdf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051341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051341
https://cdn.gca.org/assets/2019-09/GlobalCommission_Report_FINAL.pdf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736221471343475745/Social-protection-programs-for-Africa-s-drylands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736221471343475745/Social-protection-programs-for-Africa-s-drylands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4693062.2011.582387
https://backend.orbit.dtu.dk/ws/files/198610751/Adaptation_Finance_Gap_Report_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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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改革以调动更多收入（包括通过征收环境税）和提高支出效率，但是改革范围有限，

进展缓慢。如果全球减缓措施向前推进，石油和煤炭出口国将面临额外的收入减少问题，

凸显了这些国家扩大经济多样化的重要性。19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国家建立了灾害基金，

以莫桑比克为例，其部分资金来自年度预算拨款。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还在寻找相互支助

的方法，例如，“非洲风险能力”是一项地区性宏观经济保险计划，截至 2020 年 3 月有

34 个成员国加入。鉴于风险溢价巨大，利用气候基金等宏观经济保险产品和发行国家应

急债券至今已面临困境，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撒哈拉以南非洲许多国家的治理问题，它

们提高了投资者和发展伙伴的风险回避情绪。  

国际社会可以切实发挥作用。发展伙伴应当将其支持扩大到灾害救济以外，着力建设风险

抵御能力和强化应对机制（包括提供国际保险产品）。这不仅是一项人道主义义务，而且

有助于抵消那些对气候变化负有最大责任的国家未能充分内化温室气体排放成本的影响

（2017 年 10 月《世界经济展望》第三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 年 a）。发展中国家

的融资需求估计远远超过了已承诺的用于调整适应的 250 亿美元国际公共融资（Puig 等人，

2016 年）。此外，由发展伙伴资助的具有风险抵御能力的基础设施在至少节省 30%成本

的基础上，实现了与频繁的灾害救济相同的福利水平（Cantelmo、Melina 和 Papageorgiou，
2019 年）。 

国际金融机构也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 年 a）。它们可以通过一系

列工具（包括贷款和担保）以及降低投资风险来启动资金池用于调整适应。通过提供资金

援助、政策建议和能力建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越来越多地参与了该地区的风险抵御能力

建设和灾后恢复计划的执行。例如，气旋“伊代”和“肯尼斯”过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通过快速信贷向科摩罗和莫桑比克提供了 1.3 亿美元，并通过扩大现有的中期信贷向马拉

维提供了 4000 万美元。制定政策和进行能力建设以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方面的工作包括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围绕塞舌尔的气候变化政策评估联合开展的工作（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2017 年）。 

    

  

 
19 《巴黎协定》旨在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比工业化前的气温高 2摄氏度的水平，若能充分履行根据该协定

作出的承诺，那么就能实现到 2040年将预期原油价格降低至每桶 113美元的目标（2019年 10月《财政监测

报告》第一章）。然而，专家认为，要实现“不超过 2摄氏度”的目标，必须采用一种更加宏大的气候变化

减缓方案，而这将导致 2040 年原油价格降至每桶 64 美元（国际能源机构，2018 年）。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Policy-Papers/Issues/2019/06/24/Building-Resilience-in-Developing-Countries-Vulnerable-to-Large-Natural-Disasters-47020
https://backend.orbit.dtu.dk/ws/files/198610751/Adaptation_Finance_Gap_Report_2016.pdf
https://backend.orbit.dtu.dk/ws/files/198610751/Adaptation_Finance_Gap_Report_2016.pdf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P/Issues/2019/10/11/Macroeconomic-Outcomes-in-Disaster-Prone-Countries-48704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P/Issues/2019/10/11/Macroeconomic-Outcomes-in-Disaster-Prone-Countries-48704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Policy-Papers/Issues/2019/06/24/Building-Resilience-in-Developing-Countries-Vulnerable-to-Large-Natural-Disasters-47020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CR/Issues/2017/06/20/Seychelles-Climate-Change-Policy-Assessment-44997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CR/Issues/2017/06/20/Seychelles-Climate-Change-Policy-Assessment-44997
https://www.iea.org/reports/world-energy-outlook-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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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1.  减缓与适应之间有什么区别？ 

应对气候变化通常有两种方法：减缓（减少或稳定大气中吸收热量的温室气体）和适应（根据气候变化

进行调整）。2019 年 10 月《财政监测报告》第一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 年 b）和 Nyiwul（2019
年）提供了详细内容。  

• 减缓可以采用以下方式：(1)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例如，向绿色能源过渡，以及通过征收碳税或进

行碳排放交易对化石燃料的碳排放收取费用），以及(2) 通过植树造林、土壤固碳的农业实践、海

洋施肥以及开发从空气中捕获和隔离二氧化碳的技术（目前仍处于早期开发阶段），将现有的温

室气体从大气中清除出去。  

• 适应措施包括：(1) 风险抵御能力建设（减少对于气候变化的风险暴露和脆弱性），以及(2) 完善

应对机制——有助于缓冲气候变化影响的措施，例如灾害救济。  

在某些情况下，减缓和适应措施会相互重叠。例如，养护和扩大刚果雨林（占世界剩余热带森林的四分

之一）将消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同时，森林可以调节水量（例如，森林覆盖增加了雨水渗透，补充了

溪流）、减少水土流失以及允许开发森林产品（对于因气候变化而受损的农民来说，森林产品可以成为

另一种收入来源），从而降低对于气候变化的风险暴露和脆弱性（资源学会，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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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2.  案例研究：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采取的适应战略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若干国家已经制定了成功的适应战略，可以作为其他国家的榜样。 
 
提高农业生产率：  

• 埃塞俄比亚开发了抗锈病小麦品种，以此遏制小麦锈病（由气温升高和降雨波动引起的），从而将部

分农民的产量提高了 30%至 40%（Jaleta 等人，2019 年）。将国际干旱地区农业研究中心和埃塞俄比

亚农业研究所开发的种子分发给小农户，他们通过繁殖和分发种子给邻居，从而加快了种子分发过程

（国际农业研究协商组织，2013 年）。  

• 乍得的农民通过称为“Zai”的雨水收集技术来提高保水能力。这种技术包括挖掘小坑收集雨水并在

坑中播种作物。他们还推行“农用林业”，在同一块土地上混合种植作物和树木，以减少大雨时的水

土流失。  

• 加纳采取了多管齐下的方法提高可可的抗旱性，包括：分配改良种子品种、种植非可可树木遮荫、改

进灌溉系统和可可树的肥力、修复老旧和受疾病感染的农场，以及提高农民对改进的种植方法的认

识。 

• 莫桑比克正在着手开展一项全球性试点，测试由国际热带农业中心新开发的耐热豆种。  

分担风险（埃塞俄比亚）： 生产安全网计划为面临粮食不安全的人群提供了现金和实物转移，该计划要

求使用银行账户进行此类转移，由此帮助扩大了普惠金融。使用这些现有的转移系统已经提高了对自然

灾害的应急响应效率，再加上改良种子，这项计划在 2011 年至 2016 年期间将粮食短缺率从 22%降低到

10%（世界银行，2019年）。  
 

投资可再生能源（肯尼亚）：肯尼亚旨在通过使用微型电网和独立太阳能系统等离网系统，到 2022 年实

现能源普及的目标（世界银行，2018年）。2012年至 2017年，通电率已经从大约 40%上升到 70%（根据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这种即付即用的太阳能模型从分散式小型离网太阳能发电厂接受电力

输入。它采用低成本的移动货币技术进行支付，促进了电网扩展。鉴于安装、长期技术协助和客户支持

方面需要支持，该系统还创造了比传统公用事业多 10 倍的就业岗位（全球离网照明协会，2018年）。  
 

升级沿海城市基础设施（莫桑比克）：气旋“伊代”和“肯尼斯”在莫桑比克导致 600 多人死亡、近 200
万人受到影响。但是，贝拉港（一个面临洪水和海平面上升风险的地区集装箱运输枢纽）基础设施具有

风险抵御能力，防止了进一步的人员伤亡，并使港口迅速恢复了运营。因此，升级主要的排水系统以减

少洪水风险和港口企业的应急规划必不可少。太阳能路灯经受住了气旋袭击，成为该城市中为数不多的

灾后照明光源之一。紧急恢复运输和物流服务对于分配援助至关重要。  

https://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219327
https://ccafs.cgiar.org/research/annual-report/2013#chapter-1-outcomes-milestones
http://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432421554200542956/pdf/Special-Topic-Poverty-and-Household-Welfare-in-Ethiopia-2011-2016.pdf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18/12/06/kenya-launches-ambitious-plan-to-provide-electricity-to-all-citizens-by-2022
https://www.gogla.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_docs/gogla_off_grid_solar_a_growth_engine_for_jobs_web_op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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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3.  具有风险抵御能力的基础设施带来宏观经济收益 

投资于具有风险抵御能力的基础设施虽然成本高昂，但却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并能够减少不平等。本章

基于 Marto、Papageorgiou和 Klyuev（2018年）以及 Buffie等人（2012年）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模拟说

明了这一点（图 2.3.1）。如果一个国家将更多资金用于建设更具风险抵御能力的基础设施、而非价格低

廉但风险抵御能力较差的基础设施（例如过去五年的做法），那么自然灾害（假设发生在第六年）对产

出的不利影响将大幅减小。尽管灾后家庭消费不平等状况总是会加剧，但是如果建设了具有风险抵御能

力的基础设施（保护贫困家庭不受消费削减的影响），那么这种差距就会小很多。 

最终，投资于具有风险抵御能力的基础设施可以减少气候冲击对公共债务的影响。灾害发生之前，具有

风险抵御能力的基础设施需要更快速地累积公共债务，因为它比标准基础设施的投资成本更高。但是，

灾害发生之后，在已建成具有风险抵御能力的基础设施的情况下，重建成本较低。与之相比，如果灾害

损害或摧毁了标准基础设施，那么重建成本将会大大加重债务负担。一部分具有风险抵御能力的基础设

施的赠与融资将大大减少对公共债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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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1 撒哈拉以南非洲：自然灾害影响模拟

1. 产出
（相对于基线的百分比偏差）

2. 消费不平等
（相对于基线的百分点偏差）

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释：模拟采用了Marto、Papageorgiou和Klyuev（2018年）概述的模型。该模型与在宏观经济指标方面处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水平的经济

体相匹配。假设用于标准基础设施（第一种替代情景）和具有风险抵御能力的基础设施（第二种替代情景）的公共投资在第1至5年内每年增

幅为GDP的1%。在第三种替代情景中，赠与部分占具有风险抵御能力的基础设施投资额的80%。如果第六年发生了自然灾害，那么在第一种

情景下，自然灾害预计会使产出下降1%。“消费不平等”是指(i) 能够获得融资的家庭的消费相对于基线发生的百分比变化，减去(ii) 资金紧

张家庭的消费相对于基线发生的百分比变化。

标准资本 调整适应资本 部分资金来自赠与的调整适应资本

3. 公共债务与GDP的比率
（相对于基线的百分点偏差）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04387818304723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2012/wp1214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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