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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共治与合作—共谋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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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0 浦江创新论坛——未来（科学）论坛 1 以“气候变化研究中的创新、共治与

合作”为主题，来自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学者围绕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

问题、前沿科技及解决方案等展开深入讨论。本期基于未来（科学）论坛 1 嘉宾1报告整理

而成，供参考。 

  

                                                             
1 与会嘉宾包括：牛津大学教授 Myles Allen，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Denise Mauzerall，剑桥大学资深研究员、

清华大学特聘教授关大博，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何剑锋，新华社上海分社首席记者、高级记者张建松，

《自然》杂志高级编辑江旭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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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浦江创新论坛专题简报之四 

创新、共治与合作—共谋应对气候变化的科学方案 

气候变化给全球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空前影响，

通过科技创新和国际合作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

各国共识。在《巴黎协定》框架下，各国以“国家自主贡献”的方式，

积极探索通过科技创新应对气候变化。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各国应积

极推进合作共治，树立可持续发展思维，推动清洁能源和去碳化技术

的研发与应用，多方协同共谋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的“双赢”解决方

案，维护全人类的美好家园。 

一、应对气候变化有赖于前沿技术的创新研发与应用 

一是有效应对气候问题需要依靠前沿技术领域的创新成果。

牛津大学教授 Myles Allen 指出，二氧化碳排放是导致全球气候变化

的最重要因素，主要来源于化石燃料的燃烧以及工业排放。“去碳化”

技术的研发对于减少碳排放极为重要。传统的植树造林等方法只是对

二氧化碳的暂时封存，而唯一可以减缓化石燃料对气候影响的方法是

二氧化碳捕获和存储技术，即从工业化源头收集二氧化碳并压缩成液

体，注入地壳岩石层中永久封存。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Denise Mauzerall

研究发现，通过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实施低碳化发电，可以减少

空气污染和温室气体的排放，进而改善气候和公众健康。但作为绝缘

材料的化合物六氟化硫，其产生的温室气体比二氧化碳强 36000 倍，

寿命达到 3200 年，如果要实现真正的低碳化发电，需以新材料替换

六氟化硫。 

二是技术效能的实现需要进一步的政策引导与激励。Myles 

Allen 指出，碳捕捉较为成熟，在挪威已应用 30 年，但全球范围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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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碳捕获和存储装置很少，每年仅 4000 万吨二氧化碳注入到地壳

当中，还有 1000 倍以上（400 亿吨）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气中。技术

未能大规模实施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1）市场激励缺乏，高昂的成

本使得企业无法大规模建设相关设施；（2）行业规制缺位，没有将二

氧化碳回收义务作为化石燃料行业的准入门槛。剑桥大学资深研究员、

清华大学特聘教授关大博也认为，碳捕捉技术的推广非常需要配备相

应的合作机制，以克服资金上的困难。Denise Mauzerall 表示，去碳

化的清洁能源及环保材料的使用（如六氟化硫的替换）需要更多的研

发投入，需要通过政府的激励政策来促进企业的行动。 

二、构建全社会共治体系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前提 

一是节能减排应成为社会所有成员的共同义务。Denise 

Mauzerall 指出，未来几十年非常重要的是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尽可

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不仅是能源部门所关注的，也是农业和食品

等其他部门的重要任务；不仅要关注二氧化碳的排放，还要注意氮氧

化合物、一氧化碳等的排放。同时加上普通市民的努力，才可能实现

《巴黎气候协定》预定的目标。Myles Allen 与其他学者一起研究了

美国地理物理学会相关会议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后提出，会议总的排放

相当于从地球飞到太阳若干次，因为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就会带来长途

旅行和很多的排放。采用在线会议有利于减少排放，这是学术界对气

候问题所应承担的义务之一。 

二是培养社会公众的可持续化思维。气候问题影响着人们的

生活，而人们的行为也会对气候产生影响。关大博认为，要培养每个

人在日常行为中的可持续化思维，把可持续作为真正的时尚。在科学

普及和政策宣传中，将气候变化这一抽象的概念用具体方式呈现给公

众，让公众意识到气温的改变将对生活产生的重大影响，从而改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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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减少过度消费，从源头上遏制碳排放。 

三、全球化合作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途径 

一是只有全球共同努力才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关大博指出，

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问题，如何以最可持续的方式来做，是

所有国家的责任，需要适宜的全球化合作机制，以指引各地区选择适

合自己的实施方案，同时必须要有人率先做出减少碳排放的努力，率

先开展行动。Myles Allen 表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我们所面临

的挑战是各方都在互相等待并希望别人先做出改变，而关键是各经济

体要共同努力。英国离岸风电技术虽已引领全球，但是英国的碳排放

大约只是全球的 1%，但由于英国对该技术的投资并没有让它变得更

加廉价及可负担，对其他国家的帮助甚微。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

何剑锋认为，只有全球共同努力才可能有更好的认识，才可能制定更

好的政策保护极地生态系统，也才有可能实现极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

发展。极地海洋环境和气候变化研究项目都是在国际联合研究的模式

下完成的。近年来极地气候变化形势较为严峻，需要国际合作新机制。 

二是带动各个国家节能减排是未来全球合作的重点。关大博

指出，气候变化应对的最终成效主要取决于那些最不发达的国家或者

最后采取行动的国家。过去三年，越南、柬埔寨等小国的碳排放增长

之和几乎抵消了其他国家所做的减排努力。从另一个角度看，小国也

是未来解决气候问题的机会所在，要帮助这些小国以可持续的方式走

工业化经济发展道路。Myles Allen 认为，欧洲和英国需要思考的问

题不仅仅是以对自身最有效方式达到零碳排的目标，而是作为一个正

确的政策示范，向那些碳排放快速上升的小国推广、展示那些有用的

技术，这可能是更有价值的一种做法。 

三是全球合作应兼顾地区差异。全球合作并不意味着解决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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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问题的单一方案。Denise Mauzerall 认为，各国应对气候变化并不

只有唯一的办法，而是在一揽子解决方案中包含许多不同的潜在机会，

需要根据各地区的资源禀赋加以选择。如可再生能源问题，中国西部

根据自身优势采取西电东输；沙特等沿海地区则可依靠充足的阳光为

全球太阳能发电提供支撑。《自然》高级编辑江旭佳也认为，为应对

气候变化，我们应在所有选项中为各地区挑选最为合适的方式，制定

“量身定制”的政策，以取得最好成效。 

 

编  辑：郑  奕、龚  晨 


	编者按：2020浦江创新论坛——未来（科学）论坛1以“气候变化研究中的创新、共治与合作”为主题，来自国内外的知名专家学者围绕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问题、前沿科技及解决方案等展开深入讨论。本期基于未来（科学）论坛1嘉宾P0F P报告整理而成，供参考。
	一、应对气候变化有赖于前沿技术的创新研发与应用
	三、全球化合作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