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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中国防灾减灾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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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 气候变化不确定性导致更大的气象灾害风险

一方面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全球温室气体

排放和气候系统的很多方面都在发生变化，并处于 IPCC 预

估范围的较高上限。越来越多的观测证据表明，全球气候变

化引致全球环境风险在增加，气候变化将导致天气和气候异

常频率增加，进而加剧灾害风险，特别是巨灾风险的发生。

另一方面中国未来的气候变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中国科学

家的预测结果表明: ①与 2000 年相比，2020 年中国年平均

气温将升高 1.3～2.1℃，2050 年将升高 2.3～3.3℃。预测

到 2030 年，西北地区气温可能上升 1.9～2.3℃，西南可能

上升 1.6～2.0℃，青藏高原可能上升 2.2～2.6℃。②未来

50 年中国年平均降水量将呈增加趋势，预计到 2020 年，全

国年平均降水量将增加 2%～3%，到 2050 年可能增加 5%～7%。

③未来 100年中国境内的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增大，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生活产生很大影响。④中

国干旱区范围可能扩大、荒漠化可能性加重。⑤中国沿海海

平面仍将继续上升。⑥青藏高原和天山冰川将加速退缩，一

些小型冰川将消失。



目前世界各国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评价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

性，全球气候变暖所引发的异常天气和气候的频繁发生，可

以在全球范围造成一些基础设施正常运行受到影响，使生产

事故风险加大。一些缺少电力的地区，由于夏季高温，室内

空调用电明显增长，结果导致电力负荷超标，出现电网断连

事故，引起一系列的生产事故。2008 年初发生在中国南方的

冰冻雨雪灾害，先是造成这一地区大面积电网破坏，进而引

发了一场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的百年不遇的巨灾。全球变暖

还使地球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受到影响，一些初步观测结果表

明，近年来大范围传染病的发生，均与全球生态系统的健康

状况不佳，特别是生物多样性受损有密切关系。即使面对适

中水平的气候变化，社会和生态系统也具有高脆弱性，特别

是贫困国家和群体，其生态系统服务和生物多样性面临较大

的风险。不断加深巨灾风险致灾机理的新认识，揭示全球环

境变化与全球环境风险增加之间的产生机制和演变过程，对

制定综合灾害风险防范的对策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⒉ 传统的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增强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⑴对现有发展模式的挑战

自然资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源的丰度和组合状

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经济优势。

中国人口基数大，发展水平低，人均资源短缺是制约中国经

济发展的长期因素。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和趋势表明，人均



二氧化碳排放量、商品能源消费量和经济发达水平有明显相

关关系。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达到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水平

意味着人均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必然达到较高的水平，

世界上目前尚没有既有较高的人均 GDP水平又能保持很低人

均能源消费量的先例。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能源消费

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必然还要持续增长，如何减缓温室气体排

放将是中国面临开创新型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挑战。

⑵对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的挑战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以煤为主的国家，在 2005 年全

球一次能源消费构成中，煤炭仅占 27.8%，而中国高达 68.9%。

与石油、天然气等燃料相比，单位热量燃煤引起的二氧化碳

排放比使用石油、天然气分别高出约 36%和 61%。由于调整

能源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资源结构的制约，提高能源利用

效率又面临着技术和资金上的障碍，以煤为主的能源资源和

消费结构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使得中国在降低单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方面比其他

国家面临更大困难。

⑶对能源技术自主创新的挑战

中国能源生产和利用技术落后是造成能源效率较低和

温室气体排放强度较高的一个主要原因。一方面，中国目前

的能源开采、供应与转换、输配技术、工业生产技术和其他



能源终端使用技术与发达国家相比均有较大差距；另一方

面，中国重点行业落后工艺所占比重仍然较高，先进技术的

严重缺乏与落后工艺技术的大量并存，使中国的能源效率比

国际先进水平约低 10%，高耗能产品单位能耗比国际先进水

平高出 40%左右。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最终要依靠科技。

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大规模能源、交通、建筑等基础设施建

设，如果不能及时获得先进的、有益于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

技术，则这些设施的高排放特征就会在未来几十年内存在，

这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了严峻挑

战。

⑷对森林资源保护和发展的挑战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一方面需要强化对森林和湿地的保

护工作，提高森林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另一方面也需要进

一步加强植树造林和湿地恢复工作，提高森林碳吸收汇的能

力。中国森林资源总量不足，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需求，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保护林地、

湿地的任务加重，压力加大。中国生态环境脆弱，干旱、荒

漠化、水土流失、湿地退化等仍相当严重，现有可供植树造

林的土地多集中在荒漠化、石漠化以及自然条件较差的地

区，给植树造林和生态恢复带来巨大的挑战。

⒊ 巨灾影响全球性的挑战



⑴灾害链导致巨灾的挑战

重、特大灾害引发的灾害链是巨灾形成的重要原因。发

生在海域的重、特大地震通常引发海啸，形成巨灾，例如 2004

年的印度洋地震—海啸，2011 年日本东北海域地震—海啸；

发生在山区的重、特大地震通常引发山崩和滑坡，形成巨灾，

例如 2008 年的中国汶川地震。发生在 2005 年的美国卡特里

娜飓风灾害，不仅本身的强风暴形成严重的水灾，而且由于

台风引发的风暴潮导致防潮堤破口，从而引发了海岸带的水

灾，形成巨大的灾情；发生在 2008 年中国南方的雨雪冰冻

灾害，不仅由于寒潮引发了各种气象灾害，如冷雨、雪灾、

冰灾和冻灾，还由于在广大南方山地丘陵地区，连续五次的

雨雪冰冻过程使积雪累积叠加，大大超过分布在这一地区南

方电网的雪冰负荷能力，导致大面积南方电网损毁，进一步

引发了京珠高速公路和京广电气化铁路中断，且遇上中国传

统春运高峰，使受灾地区的交通处于瘫痪状态，酿成巨灾。

由此可以看出，由于灾害链的存在，使单一致灾因子引发多

个致灾因子，从而使灾区范围扩大，或使致灾因子强度增大，

进而导致灾情加重，形成巨灾。

对于多灾种丛生问题，有两种情况：一是在特定时空条

件下，使灾区整体处在相对灾情严重的水平，但并不一定因

其中某一灾害引发巨灾；二是由于该区域处在相对灾情严重

的水平，且设防水平偏低，因其中某一重、特大灾害的发生，



进而引发灾害链，通常会进一步扩大灾情的程度，酿成巨灾，

即“雪上加霜”。如该区域设防水平较高，有时多灾种在特

定区域的存在，并不一定会放大重、特大致灾因子的相对强

度，进而引致灾害链的发生，这种情景下，就不会形成巨灾。

因此，我们认为，多灾种的地区并不是巨灾形成的必要和充

分条件，只有在区域设防水平很低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引发

巨灾，与此相对应的灾害链就是巨灾形成的必要和充分条

件，只有在区域设防水平很高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不引发巨

灾。

⑵全球性巨灾影响程度的决定因素

互联网、世界贸易组织、世界交通网以及全球通信的发

展，使全球化加快进程，而跨国集团的生产链与供应链的网

络化，使全球化的进程提速和覆盖范围扩大。因此，在当今

人口流动频繁、物资贸易规模扩大、网络化进程加快的世界，

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极端事件，都会迅速影响到整个世

界，有研究者将此称为“蝴蝶效应”。巨灾仍然没有国际的

标准，但诸如 2004 年发生在印度洋的地震—海啸灾害，2005

年发生在美国的卡特里娜飓风、2008 年发生在中国的汶川

地震—崩塌—滑坡灾害，2011 年发生在日本东北海域的地震

—海啸—核电站毁损灾害等等，都被学术界、经济界与各种

媒体视为巨灾。巨灾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巨额的财产损失，

形成大范围的灾区，而且常常形成灾害链，并通过灾害链，



殃及生产链和供应链，进而影响到更广的范围和更多的生

产、生活领域与生态系统。由于一些重、特大自然灾害引发

灾害链，从而形成巨灾，不仅给灾区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

财产损失和资源环境破坏，还通过社会—生态系统对全球产

生影响，诸如造成国际航班延误和取消，跨国集团生产链或

供应链中断，陆地或海洋生态系统受损等等。可见巨灾的发

生正是由于通过影响全球的各种交通、通讯、互联网，以及

物资生产、供应链，进而影响到全球。由于巨灾影响的全球

性，就必须从全球的角度寻求防御巨灾风险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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