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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Foreword)

LI J iachun

(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15 号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 北京 100080)

认识自然、适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
———巴厘岛会议的思考

李家春 , 上 海 市 人 , 中 国 科 学 院 院

士。长期从事流体力学研究 , 在流

动 的 非 线 性 问 题 方 面 做 出 理 论 成

果。研究自然环境中的波、流、涡、

湍流等复杂流动和输运现象 , 解决

相关的环境问题 , 推动新兴环境力

学 的 学 科 发 展 。 现 任 中 国 科 学 院

力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 中国

力学学会理事长 , 中国海洋学会海

洋 工 程 分 会 副 理 事 长 和 亚 洲 流 体

力学委 员 会 主 席 , 复 旦 大 学 、中 国

科学院研究生院兼职教授 ;

E- mail: jcli05@imech.ac.cn

2007 年 12 月 15 日 , 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的联合国气

候变化会议落下帷幕。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世界 100 余个国家

的政府代表聚集一处 , 经磋商 , 终于克服重重障碍 , 通过了在

2012 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满后拟定的全面应对气候变化

协议的路线图 , 即确定启动谈判方式和最后签约的日程和期限。

人类自 1988 年提出气候变化问题迄今已有 20 年。1992 年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确

认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共同的但有区别的责任。1997 年 , 在日

本签署“京都议定书”, 规定了发达国家在 2012 年前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的具体指标。2007 年 , 人类气候变化研究取得突破性进

展 ,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 IPCC) 发布第四次评估

报告。11 月 17 日在西班牙巴伦西亚召开的第 27 次会议通过综

合报告指出 : 气候系统的变暖已经是“明确的”事实 , 在全球大气

和海洋平均温度上升等观测结果中得到明显体现。如不采取行

动 , 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可能带来一些 “突然的和不可逆

的”影响。IPCC 的评估是巴厘岛会议的科学基础 , 其警告和建议

为巴厘岛会议达成协议创造了条件。

1861 年以来的观测事实表明 , 气候变暖已是不争的事实。预

计 21 世纪平均气温将上升 1.1~6.4 ℃, 海平面平均上升 18~59 cm。其后果是: 由于大气环

流增强 , 极端气候事件频发 ; 海平面上升将导致众多岛国和沿海低洼地区受到威胁 , 甚至

会有灭顶之灾; 人类还将面临水资源匮缺、粮食危机、物种灭绝和疾病蔓延的严峻局面。我

们已经明显感觉到气候变化的踪迹 : 欧洲热浪 , 卡特里那飓风 , 孟加拉风暴 , 重庆干旱 , 等

等。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 , 即在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和改变土地利用 , 如砍伐热带

雨林造成的。因此 , 应对气候变化应成为当前国际社会刻不容缓的共同使命和一致行动。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尽管保护地球已经形成共识 , 但在应对气候

变化的谈判过程中不会一帆风顺。自 1861 年以来 , 工业化国家已经在大气层中排放了

78%的二氧化碳 , 人均碳排放量也远高于世界平均值 , 对气候变暖负有主要责任。但是要

真正坚持“共同的有区别的责任”的公平原则任重道远。2001 年 , 布什政府拒绝批准“京都

议定书”给环境运动蒙上阴影。必须要求发达国家制定在 2020 年减排的明确指标 , 并寻找

途径 , 在资金和技术上支持发展中国家参与节能减排和保护森林。因此 , 在国际谈判中还

需要经过艰苦努力 , 才能达成协议。

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 根据我国以人为本、经济可持续发展需求和履行“公约”的

义务 , 对气候变化采取了积极的态度: 我国于 2007 年 6 月发布“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提出 5 年内单位 GDP 减少能耗的指标 , 投入巨资发展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等措

施 , 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誉。由于我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持续增加的趋势十分严峻 , 为了

妥善处理好环境与发展的关系 , 实现节能减排 , 政府有关部门必须在思想、资金、技术、法

律、政策上落实科学发展观 , 这也将有利于我们改善产业结构、促进技术进步、保护人民健

康。特别是最近国家环保总局提出了“十一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统计办

法》和《监测办法》, 将减排目标纳入政绩考核体系 , 可以期望这一措施会取得成效。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科学界全体同仁的努力。尽管人类对于全球变暖的认识已经有了

长足的进步 , 但是仍有许多关键的不确定因素需要深入研究。应重点研究全球气候和生存

环境变化趋势评估、重大气候和天气灾害机理与预测 , 能源高效清洁利用、可再生能源开

发利用技术和适应、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要特别加强对极端事件发生和发展规律

的认识 , 才能使我们对可能发生的灾难有备无患 , 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由此可见 , 气

候变化涉及大气动力学、物理海洋学、化学、力学、生态学等 , 需要科学界联合开展学科交

叉的研究。我国要积极参与国际的重大研究计划 , 加强卫星和地面、海洋站的环境观测 , 实

现数据共享 , 加速对地球环境演化的认识。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每个地球公民的参与 , 保护地球 , 人人有责。我们要积极参与植树

造林、造福地球的活动。不要轻视房屋采用保温材料、改进家用热交换器、改造工厂能耗设

备、驾驶环保节能汽车、提高冰箱节能效果等新技术。另外 , 节能减排往往是举手之劳: 城

市、家庭改用节能灯泡 , 改进采暖系统 , 控制空调 温 度 ,

乘公共交通都是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实际行动。

人类长期的生产实践经验告诉我们 , 人与自然的力

量相比如此渺小 , 绝不能与大自然抗衡。人类只有在认

识自然的基础上适应自然 , 才能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