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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气候变化是自工业革命以来长期人为排放的结果。发达国家正与先前无止

境排放时一样，仍忽视着气候变化对责任最小的国家造成的最大影响。气候变化

的损失是不可逆的，是需要得到补偿的。应充分考虑历史排放和发展阶段的差异，

不能一视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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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 2010 年哥本哈根谈判在第 15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UNFCCC COP15）无疾而终后，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在科
恰班巴组织了“第一届气候变化和地球母亲权利世界各国人
民会议”。会议上的《人民协议》点明了工业文明和资本主
义对人类的摧残， “在资本主义下，地球母亲变成了原材
料的来源，人类变成了消费者和生产资料，变成了只因他们
的财产才有价值的人，而忽略了人本身就值得尊重这一点”。
——这也正是气候变化议程推动起来无比困难的原因：在谈
判中，国家间纠结的内容有很多，但是从未考虑过“保障基
本人权”的问题。

洪都拉斯总统 Juan Hernandez 在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
化大会（UNFCCC COP26）上表示，在过去 50 年里洪都拉斯
经历了 82 次自然灾害，其中有 67 次为“气候变化导致”。
仅 2020 年的两次飓风就造成 21 亿美元的损失，相当于该国
9.2%的 GDP。Hernandez 表示，洪都拉斯承受了排放造成的
影响，但那些国际社会承诺的环境补助却迟迟没有兑现。气



候变化导致的影响是不公平且没有补偿的。
整个非洲的人口占世界的 15%，但碳排放仅占全世界的

2%。据世界自然研究院（WRI）调查，非洲所承受的灾害及
其损失需要全世界气候适应资金的50%才能补偿。到2030年，
全球发展中国家遭受损失的直接及间接经济影响将达到
2,900 到 5,800 亿美元，到 2050 年，这一数字将上升至 1 万
亿到 1.8 万亿美元。

而在 COP26 的成果文件《格拉斯哥气候协议》中，却仅
提出“认识到”对气候适应的需求将会持续；“承认”气候
变化已经造成了损失和损害，并且将造成更大的损失和损害；
“敦促”发达国家、联合国、以及双边和多边组织为解决损
失与损害问题的活动提供更多支持。对更为关键的内容——
涉及资金提供的程序、结构和机制等问题——并未给出任何
细节。

深究其原因，笔者认为问题在于发达国家未能兑现 2009
年的承诺，即到 2020 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1,000 亿
美元的气候融资。尽管本次 COP26 上承诺 2023 年前会实现
这一目标，但已经拖延了 12 年的行动会在没有其他动力的
情况下突然登上日程么？我们对此抱以深切怀疑。且发达国
家正与先前无止境排放时一样，仍忽视着气候变化对责任最
小的国家造成的最大影响。

我们需要意识到，气候变化是长期以来人为排放的结果，
这个过程自工业革命就已开始，并且目前还没有放缓的趋势。
在帝国主义侵略、屠戮殖民地时，侵略国的发展，便伴随着
日益加剧的碳排放。不仅如此，这一过程还剥削了被殖民国
的自然资源，进一步影响了他们的能源结构，减少了他们向
绿色能源转型的空间。前文中提到的“气候变化和地球母亲
权利世界各国人民会议”举办国玻利维亚便是受害者之一。

同时，这些被殖民的能源大国也是减少化石燃料使用的
最直接的被波及者。据统计，80%的化石燃料来源于被殖民
国家（委内瑞拉、玻利维亚、伊朗等），在发达国家限制化
石燃料时，他们首当其冲地将受到系统性的经济打击。这也
是当时哥本哈根谈判不了了之的原因之一。“2050 年全球在
1990 年基础上减排 50%，其中发达国家减排 80%”，这一条
件意味着中国仅能再进行 100 亿吨左右碳排放。考虑到历史
排放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对各国经济上和能源使用上的限制，
只要一视同仁，则不可能公平。



本文希望重申气候变化的损失不可逆，并且需要得到补
偿。《人民协议》中提到的“气候债务”概念如今依然可以
作为参考，共包括以下四点（括号内为原文）：

1. 排放债务，即用增加碳吸收的方式弥补之前大量排
放的碳，类似偷盗后将金钱物归原主。（向发展中国家恢复
被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所占据的大气空间。这意味着通过
减少和吸收它们的排放来实现大气的非殖民化。）

2. 发展债务，即发展并传播绿色科技，弥补被殖民国
家使用的原始燃料和固定的能源结构。（发展中国家因生活
在有限的大气空间而失去发展机会而产生的成本和技术转
让需求。）

3. 适应债务（弥补因气候变化导致的种种灾难）。
4. 移民债务 (为这些国家因气候变化而被迫迁移的数

亿人承担责任，取消其限制性移民政策，为移民提供体面的
生活和充分的人权保障)。

现在重读《人民协议》，可谓一语成谶，它当时提到：
“目前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变化资金和哥本哈根协

议的提议（比起我们所受的灾难）微不足道。除了官方援助
和公共资源援助外，发达国家必须承诺每年提供至少占 GDP
6% 的新资金，以应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变化。考虑到用于
国防、救助倒闭的银行和投机者的资金大约为此金额的 5
倍，这引发了对全球优先事项和政治意愿的严重质疑，提供
6%的资金无疑是可行的。这笔资金应该是直接的、无条件的，
并且不应干涉受影响最严重的社区和群体的国家主权或自
决权。”

按照一吨二氧化碳排放需 50 美元（参考 IMF 相关资料）
计算，目前的适应资金仅需要 400 亿美元左右。但是考虑到
对自然的影响，对人们住宿和生活的影响（包括但不限于飓
风，洪水，粮食危机，栖息地退化，海洋酸化等），相应的
资金则达到 1,000 亿到 4,000 亿左右，与《人民协议》中的
要求基本相符。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再多钱都不能解决的
问题。这是 500 年来，侵略与被侵略，压榨与被压榨，利用
与被利用，富裕与贫穷所导致的一系列影响的积累：工业革
命时期的排放受益是长远的，而被侵略和利用留下的伤痕也
是持久的。



非洲因气候变化而日趋严重的旱灾。图源：Kobusinge Rose

COP26上关于2023年前投入资金翻倍的表示固然是进步，
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持续的发声，让所有人知道我
们关心，我们在意，给真正能改变这一切的人压力，让他们
不得不真正在意气候变化，在意基本人权的丧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