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气候变化
——人类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ＵＮＥＰ）和世界气象
组织共同组建的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ＩＰＣＣ），
组织全世界几百名著名科学家的科学评估报告指
出“过去１００年中全球气候总的趋势是变暖的，全
球地面气温上升了０３ｏＣ到０６ｏＣ，如果人类不
有效的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全球气候将持续变
暖，在未来４０年至５０年内全球平均温度如每１０
年上升０２ｏＣ，到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将相应上升
１ｏＣ到４ｏＣ，而二十世纪气候变化的频率和幅度
大大超过过去５０００年中的变化。”这种高频率、
高变幅的气候变化具有相当的破坏性，将威胁着
全球安全，人类生存，社会经济和生态系统的平
衡。

气候变暖对全球气候的影响
气候变暖趋势将造成地球上南北地区温差减

小，经向大气环流减弱，海水温度上升增强，全
球降水地理分布发生根本变化，气候带出现南北
位移，总的趋势是低纬度降水稍有增加，洪涝、海
潮灾害频繁和强度增强。中纬度年平均降水减少，
干旱、风沙灾害持续。气候带在近几十年内向两
极方向移动的趋势加剧，动植物带滞后气候带的
移动。对某些物种和生态系统的响应是突然的，可
能导致生态系统失衡或退化。

据相关资料分析预测，按照目前气候变化的
趋势到本世纪中期，全球森林的覆盖面积由５８％
将减少到４９％，沙漠由２１％将扩大到２４％，苔原

２２改革物业管理费和供热费支付方式
２００６年７月，国家建设部等八部委下发了

《关于城镇供热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要求改革现行单位统包的用热制度，停止福利供
热，实行用热商品化、货币化。气象后勤将逐步
改革现行供热费支付方式，向小区住户收取物业
管理费，单位对职工原来的供热费和物业管理费
补贴变“暗补”为“明补”，综合考虑职工的住房
标准、收入水平、财政承受能力等因素，并借鉴
其他机关后勤单位的物业管理经验和补贴办法，
合理确定单位职工的补贴标准，实施相应的补贴，
稳步将物业管理收费推向市场。这不仅可解决单
位为非本单位职工买单和单位内部出现的不公平
问题，也使每位气象职工都享受到单位的福利待
遇，有利于构建和谐部门，为气象事业又好又快
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２３加快人才队伍建设，逐步完善配套政策

实行物业管理社会化，无论是管理的体制、管
理的思维、管理的职能，还是服务的机制、服务
的方式、服务的手段都将发生根本变化，必须按
照社会化的思路来运作，这就要求后勤职工队伍

建设引入更多新的内容。要按照服务规范化、标
准化的要求，加紧建设“两支队伍”，一支是重学
习、懂技术、会管理、了解市场的高素质的物业
管理干部队伍，另一支是专业性强、熟悉本职工
作、踏实肯干、不断更新知识的一线工人队伍，这
两支队伍是推行物业管理社会化的重要支撑。为
了使职工在走向市场时无后顾之忧，需要早日出
台改革的扶持政策等相关配套政策。

抓紧建立机关与物业服务机构之间的服务费
用结算制度，推行有偿服务，突出效率效益意识
和成本核算；出台必要的政策措施，规范物业服
务的方式，服务的质量评价标准、收费标准、补
贴标准，理顺物业管理运行机制和服务机制。

各级主管部门对转制后的物业公司给予优惠
政策，通过政策扶持、经济上支持，推进气象后
勤物业管理机构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不断提
高服务标准，提升服务层次，并按照社会保障制
度改革要求，建立统一的养老、医疗、失业等社
会保障制度及补充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并通过
转岗、培训等多种方式妥善安置改制后富余人员，
稳步推进气象后勤物业管理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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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３％减少到零，自然生态系统发生改变。气候变
化速率和变化幅度直接影响全球生物的多样性和
动植物物种的发展衍化规律，干旱、洪涝、高温、
寒潮和暴风雨雪等自然灾害频发，使全球大气环
境、生态系统变得更加复杂化。
全球气候变暖对农业的影响

气候变暖对农业的影响是直接的也是最严重
的，气候变化带来的干旱、洪涝、病虫害对农业
的影响最严重，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最容易受气候
变化的危害。气候变暖引发农作物病虫害和高空
臭氧量的变化，低纬度区域农业脆弱区产生强烈
的影响，高中纬度作物生长季节延长，产量有可
能提高。在应对气候变化中进行农业技术革新和
农作物布局的调整。
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影响

水资源是农业的命脉，也是人类生存的源泉。
气候变化对水资源也有重大影响，根据气候变暖
趋势，今后几十年现有的山地冰川中的三分之一
或一半以上将可能消失。冰川缩小会影响河流流
量的季节性分配，并会对区域性水资源产生重大
影响。按气候变化规律，全球气温平均升高１～２
ｏＣ，降水量将会减少１０％。
气候变化对海洋环境的影响

气候变暖引起海水热膨胀，海洋温度上升，南
北极冰川和冰盖逐渐融化，加速海平面上升，改
变海洋环境和海洋生态系统，并引起港湾和湿地
生物物理特性变化，并危及海洋生物及人类海洋
资源的利用。目前，全球人口的一半居住在沿海
地区，如果到本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增温３～５
ｏＣ，海平面将上升约１ｍ，则洪水将会淹没大片耕
地、城镇及工业设施，污染人类生存环境以及改
变海岸线，将使某些岛国人类无法居住，数以千
万计的居民要迁移，使贫困地区成千上万的人民
流离失所。
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健康环境产生不利影
响，气候变暖可造成气象灾害频发，高温热浪将
造成各种传染疾病不断暴发、流行。若全球增温
持续可造成平流层中臭氧层的耗减而出现紫外—
Ｂ辐射的增加和增强，将可能提高皮肤癌、白内障

和雪盲的发病率，并影响人类的免疫抑制系统等。
气候变化对我国农业的主要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今后几十年我国大陆地面气温
将可能在不断波动的情况下趋于增高，气候变暖趋
势加剧。南方增温幅度略小，北方增温幅度较大，影
响我国副热带高压北界由秦岭、淮河一带扩展到黄
河以北。造成东北和青藏高原的多年冻土的大部分
和祁连山、天山的冰川都逐渐趋于消失。

气候变化更重要的是影响我国农业生产的不
稳定性增加，并带来农业生产布局和结构的变动，
将引起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变及农业成本和投资将
大幅度增加。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我国北方
干旱趋势持续加剧，南方暴雨、洪涝灾害频繁。沿
海地区海平面上升将会影响从辽宁至海南的沿海
地区，而北方地区干旱水资源短缺，到本世纪中
期京津唐地区和西北地区缺水量约为２１５亿ｍ３
至１４亿ｍ３。
气候变化带来发展机遇

人们已经认识气候变暖的危害及气候变化的
成因和规律，气候变化不会引起自然环境的过度
破坏和变化，更不会导致人类生存的末日。因全
球气候变暖危机出现在科学技术发达的现代，世
界各国积极采取对策，减缓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
和强度。特别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及各国
政府机构组织研究气候变化问题的科技协作和签
订关于保护大气环境，抑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
的排放量的国际协议。全球气候和气候变化问题
将会引发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并
对社会改革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人类活动会引起气候的显著变化，气候变化
又影响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变化，这些变化对
自然生态和人工影响下的生态系统演变及复原力
和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类的健康都会产生重大的
影响。气候变化危机还未对人类生存产生重大影
响时，努力掌握气候变化规律，增强应对气候变
化的行为和能力，并积极开展保护大气环境、生
态环境，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项目，为
加快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提高应对气候变
化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和发展机遇。

（郭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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