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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 人 类 历 史 发 展 过 程 中，由 于

人性的贪婪、对科学技术的滥用、误用，世

界环境和资源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造成了

今 日 的 气 候 变 化， 并 由 此 带 来 了 相 关 危

害：极端事件频发；水资源两级分化；粮食

产量受到影响；人类健康受到威胁。 对此，
文章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改变人

凌驾于自然之上的态度；建立以循环经济

为主要目标的节约型社会；合理利用科学

技术；进行环境管制；加强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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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我 们 迎 来 了 意 料 之 中 的 暖

冬，没有寒风凌烈，没有雪花飞舞，没有银

装 素 裹，只 有 温 暖 的 太 阳，全 球 变 暖 离 我

们越来越近。
“气候变化”成为最热门的字眼，以前

所未有的关注度登上了世界的大舞台，地

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气候变化作为威胁

人类生存与发展、事关家园建设与兴旺的

重大问题，让全人类开始对环境问题进行

深刻反省：如果有一天，冰川没有棱角，河

水 不 再 流 动，花 草 树 木 全 部 凋 零，田 园 没

有 收 成，海 水 不 再 安 宁，万 物 生 灵 化 为 虚

有……人 类 还 能 否 幸 福 无 忧 地 生 活 在 地

球家园？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 21 世纪人类面临

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由全球变暖造成的

温 室 效 应 和 自 然 灾 害 已 使 太 平 洋 地 区 数

十个岛国面临即将消失的厄运。 而在不久

的将来，环境问题还可能导致某些地区人

口大迁移、能源短缺及政治经济动荡。
一、气候变化的危害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气候

变化”定义为“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
在 自 然 气 候 变 化 之 外 由 人 类 活 动 直 接 或

者 地 改 变 全 球 大 气 组 成 所 导 致 的 气 候 改

变”。 当前国际社会讨论的全球气候变化

问题，主要是指温室气体的增加所产生的

全球气候变暖问题。 气候一旦发生变化，
就是一个全局效应，全人类必须为此集体

付出代价。 气候变化的主要危害表现在以

下方面：
（一）气候变化导致极端事件频发

2008 年， 土耳其度过了 50 年来最冷

的 1 月份； 加拿大多伦多的降 雪 量 为 70
年之最；阿根廷在 5 月份迎来了历史上最

冷的冬天，11 月份则 又 经 历 了 50 年 来 最

热的夏天。
与全球气候变化几乎同步，中国近年

来的天气和气候极端事件也呈上升趋势。
2008 年 1 月到 2 月，连续遭受 4 次低温雨

雪冰冻天气袭击，百年一遇；3 月，黄河内

蒙古段因气温回升迅速，导致此河段发生

新中国成了以来最为严重的凌汛灾害。
（二）水资源两级分化

随着全球气候不断变化，全球水资源

分 布 也 在 发 生 改 变：两 级 分 化 严 重，水 资

源充足的地方水越来越丰富；水资源缺乏

的地方水越来越贫乏。 气候变化将导致中

纬 度 地 区 和 半 干 旱 低 纬 度 地 区 的 可 用 水

减 少、干 旱 增 多，数 亿 人 口 面 临 更 为 严 重

的供水压力。
（三）粮食产量受到影响

气 候 变 化 引 起 的 洪 水 和 干 旱 等 极 端

天气会影响粮食产量，异常天气还会对粮

食的储存和转运增加麻烦。 气候变化对农

业造成的影响，很可能将导致生产能力的

下 降，以 及 全 面 的 粮 食 生 产 衰 退，并 大 幅

增加面临饥荒和营养不良人口的数量。 气

候 变 化 使 得 养 活 全 球 人 口 的 巨 大 负 担 变

得更为沉重。
（四）人类健康受到威胁

热浪、洪水和干旱导致发病率和死亡

率上升，某些疾病传播媒介的分布将发生

变化，卫生机构负担加重。 科学研究表明，
随着气候变暖， 空气中的某些有害物质，
如真菌孢子、 花粉和大气颗粒物的浓度，
也会随着温度和湿度的增高而增加，使人

群已患过敏性疾病；气候变暖还会加重空

气污染，使哮喘病等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

上升。
二、气候变化的原因

气候变化可能是自然的内部过程，如

地球公转轨道和自转的变化、太阳辐射变

化、火山爆发等，也可能是外部强迫，既有

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
近 50 年的气候变化主要是人类活动

造成的。 在过去 1 万年中，有三次气候变

暖时期。 一次是从 8000 年前到 3500 年前

的大暖期， 那 时 的 温 度 比 现 在 高 2 度-3
度，人类的文明是诞生在这个时期。 那时

生 产 力 低 下， 大 规 模 的 社 会 经 济 活 动 有

限，气候变暖肯不可能是人类造成的。 第

二个暖期是 10-14 世纪的中世纪温暖期，
这 个 时 期 的 变 暖 也 不 可 能 是 是 由 人 类 活

动造成的。 第三个暖期从小冰期结束后的

温度上升期。 这次增暖不同于前两次，即

这次增暖除了自然的气候变化作用外，人

类 活 动 引 起 的 温 室 气 体 增 加 起 着 重 要 作

用。
（一）人性的贪婪

环境是一种完全公共物品，既无排他

性，也 无 竞 争 性，因 此 导 致 人 类 对 其 只 知

索取，不知保护。 人类只是自然界的一部

分， 和生物链上其他生物没有什么区别，
都只是地球上的一种生物，但是因为我们

的直立行走， 因为我们解放了的双手，发

达 的 大 脑，我 们 开 始 发 明 科 学 技 术，并 抱

着 极 大 的 决 心 和 意 志 用 这 些 技 术 改 造 地

球，改 造 成 适 合 我 们 需 要 的 样 子，并 挥 动

科学这把利剑， 对人类有用的极尽索取，

■ 徐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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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无用的赶尽杀绝。 经过了一代又一

代的改造，我们已经遗忘了我们也是生物

链上的一环，俨然把自己凌驾于所有生物

之 上，凌 驾 于 地 球 之 上。 终 于，我 们 的 贪

婪，我 们 对 地 球 肆 无 忌 惮 的 改 造，给 自 己

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灾难。
（二）科学技术的滥用、误用导致环境

问题

人类经历了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和电

子 时 代，不 同 的 科 技 时 代，标 志 着 人 们 认

识和驾驭自然的深度和广度的不断发展，
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也不断丰富。 但是人

们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同时，科学技术给人

类社会带来了严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当

今 所 谓 的 现 代 文 明 都 是 建 立 在 对 自 然 资

源的巨大消费和对环境破坏的基础上，而

且科技越发达，这种消耗和破坏越大。 人

类历史上的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不同程度

给自然环境带来过灾害。 煤的使用使伦敦

出 现 烟 雾 事 件，被 世 界 冠 以“雾 都”；汽 车

的大量增加，导致了世界一些大城市相继

出现 “光化学烟雾世界”； 农药的大量使

用，使 农 副 产 品 日 益 丰 富，但 却 会 让 我 们

的世界变成“寂静的春天”。
科学技术本身并无善恶之分，但由于

人 类 受 到 利 益 驱 使 造 成 科 技 的 不 适 当 应

用，本来会造福人类的技术也会给人类造

成灾难。
长 期 以 来，随 着 科 学 的 进 步，文 明 的

发 展，人 类 征 服 自 然 的 能 力 增 强，人 们 越

来越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万物之灵”
和“世界主宰”，世界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类

准备好的，茫茫宇宙和庞大的地球上无尽

的资源都是自然界赐予人类的财富，人类

只要尽力开发享用便可以了。 这种思想把

科学变成了掠夺和征服自然的工具，把人

临 驾 于 自 然 之 上， 曲 解 了 科 学 本 身 的 价

值，即科学的价值不仅要满足人类现实的

功利需要，而且更在于其不计功利探索事

物的本质， 了解人类自己的真实处境，使

人类适应环境。 事实上，在茫茫的宇宙中，
人类是渺小的， 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人

类一直在为自己生存抗争，在大自然前总

是显得弱小无力。 自从理性和科学诞生以

后，情 况 起 了 很 大 变 化，人 类 生 存 能 力 的

增强变成了对自然的掠夺，长期对大自然

的无休止的索取受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
人类重新又感到生存威胁。

三、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

（一）改变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态度

态度决定行动。 人类必须清醒地认识

到人存在于自然“之中”，而不是存在于自

然“之上”或“之外”，所以人必须依赖于自

然 界，适 应 于 自 然 界 先 定 的 条 件，否 则 人

就无法生存，更谈不上发展。 人类应该把

自 身 生 存 的 自 然 环 境 看 成 是 自 己 生 命 的

组 成 部 分，而 不 应 把 它 当 作 生 存、生 命 的

异类因素来对待。 因为人类对生态环境的

关心，就是对自身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关

心，这也要求人类对自身的“类”特性要有

更 加 深 刻 的 理 性 认 识 和 更 加 自 觉 的 理 论

认同。 从一味向自然索取转为珍惜资源、
保护环境； 从只顾自己转变为关心自然、
关心人类；从只考虑眼前利益转变为考虑

可持续发展。 这种认识和认同必将推动人

与自然逐步进入良性循环轨道。
（二）建 立 以 循 环 经 济 为 主 要 目 标 的

节约型社会

可持续发展是以人为本，以发展为核

心，综 合 研 究 并 实 施 人 口、经 济、社 会、资

源、环境生态等的协同，实现经济的效率、
社会的公平、代际的兼顾以及人类和自然

的和谐。 它是一种环境优化型的新发展模

式，这种发展模式在经济上的重要表现就

是集约型的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要求把经

济 活 动 组 织 成 为 “自 然 资 源-产 品 和 用

品-再生资源”的封闭式流程，所有的原料

和 能 源 要 能 在 不 断 进 行 的 经 济 循 环 中 得

到合理利用，从而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

的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小的程度。 从系统的

角度来思考，循环经济要求经济的增长必

须 以“集 中 资 源，消 除 多 余，通 过 效 率，力

争效益”来实现。 因此，集约型增长的循环

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三）合理利用科学技术

虽 然 气 候 变 化 是 因 为 人 类 科 学 技 术

的滥用、误用所致。 但是应该气候变化，我

们 还 是 需 要 依 靠 科 学 本 身 才 能 使 人 类 摆

脱目前的困境。 但是未来科学的发展必须

遵 循 自 然 界 的 客 观 规 律， 和 自 然 和 谐 相

处，不 断 进 行 科 学 探 索，让 科 学 之 光 照 耀

人类文明进步的步伐，而不应成为人类掠

夺 自 然 的 工 具。 这 是 一 场 拯 救 地 球 的 运

动，是 一 个 全 球 范 围 内 的 系 统 工 程，不 论

世 界 政 治、经 济 格 局 如 何 变 化，这 都 是 科

学的神圣使命。 总之，科学应该为人类的

生存与发展服务，而不应该成为人类毁灭

自己的工具。
（四）进行环境管制

环境管制是指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
通 过 设 定 环 境 质 量 指 标、立 法、行 政 等 刚

性手段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 环境保

护 的 法 律 手 段 主 要 包 括 立 法 和 执 法 两 个

方面的法律手段，虽然在很多的情况下不

及 经 济 手 段 有 效，但 在 某 些 情 况 下，环 境

法规是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惟一手段，比

如对一些特别危险的有害物质的控制，一

般 来 说 最 好 通 过 立 法 底 禁 止 的 措 施 来 实

现。 其主要手段有：利用政府可支配资源

对环境保护进行投入，利用政府强制力加

强环境监管力度，建立包括生态建设和环

境保护在内的政府综合决策机制，进行环

境保护的短、中、长期规划等。
（五）加强宣传教育

保 护 资 源 与 环 境 是 全 人 类 的 共 同 事

业，要 全 人 类 的 共 同 参 与，科 学 家 有 义 务

让 人 们 都 知 道 资 源 与 环 境 危 机 的 严 重

性， 让 全 人 类 都 遵 循 科 学 发 展 的 客 观 规

律，民 主、理 智 地 应 用 科 学 保 护 我 们 的 地

球。
四、小结

人 与 自 然 之 间 存 在 着 既 对 立 又 统 一

的 辩 证 关 系；树 立 科 学 发 展 观，提 高 生 态

环境保护意识，正确把握科学技术发展方

向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本质要求；循环

经 济 是 实 现 可 持 续 发 展 和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发展的切实之举。 因此，我们要尊重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的自然规律，树立科学发展

观，不 断 提 高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意 识，正 确 把

握 科 学 技 术 发 展 方 向， 大 力 发 展 循 环 经

济， 促 进 人 类 与 自 然 共 同 进 化 和 协 调 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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