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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本报告审查了为解决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

化和海平面上升的关切而作出的努力 报告力求查明

国家 区域和全球为解决这些问题已采取的行动;找出
差距和据认为应对迄今尚无行动负责的因素;并提出今
后需要集中努力的地方  

二 目前状况和未来前景 

2. 1995 年,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审查了气候变
化的种种迹象 他们作出结论说,自 19 世纪末叶以来,
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上升约摄氏 0.3 至 0.6 度 对海洋

表面温度的分析也得出了同样的结果 他们还注意到

整个 20 世纪的平均温度至少和过去 600 年内其他世
纪一样暖和 根据这些及其他分析,该小组的结论是,
经过对各种迹象的比较,看得出人类对气候产生了影
响 由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人口 农田和基础设施

往往集中在沿海地带,它们特别易受到气候变化,尤其
是随之而来的海面上升的不利影响  

3. 1995 年,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对海平面变化
的评估提供的观测数据证明,海平面上升的趋势与可能
产生的气候变化有关 最近对气候记录的分析显示,在
过去 100年内,全球的海平面平均上升了 10至 25厘米,
据估计,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内,因热膨胀而导致海平面
上升 2至 7厘米,由于冰川和冰冠融化而上升的幅度则
为 2 至 5 厘米 鉴于有关冰原引起海平面上升的证据

太弱,不足于证实任何确定的结论 至于上层水和地下

水是否引起海平面上升,情况也同样不能肯定,尽管据
估计这两者的作用并不大  

4. 人们越来越多地把气候模型作为工具,用来了解气
候变化和对今后的气候变化作出预测 人们试图在目

前科学知识和电脑能力的范围内,再现地球——大气
层——海洋——陆地——冰各系统之间复杂的物理过
程和动力学 这些模型模拟过去和现在气候的能力已

有改进,人们也日益有信心地用它们来理解自然的 可

能是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 现在许多这类模型都把海

平面列为一个变量,尽管也可凭观察加以估算  

5. 这些模型预计下个世纪全球表面温度将上升约摄

氏 2 度 由于对温室气体排放率的情况不能确定,而且
模型也有局限,因此经预测的变化影响也是不确定的
例如,海洋吸收热量的能力很大,而且区域气候敏感性
很强,因此导致全球各地的气温与这一平均值相差很

大 海洋对吸收的热量反应缓慢也可形成相当长的热

量缓冲期,从而延缓了变热的影响  

6. 人们还用这些模型预测海平面的变化 根据所使

用的特定方案以及模型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并考虑到因
升温和冰川及地极的融化造成的水体膨胀,对下个世纪
海平面上升的最佳预测值约为 50 厘米,变化幅度在 13
厘米至 94 厘米之间 造成这一预测上升幅度的主要

原因是热膨胀 鉴于各大洋对升温和气流变化的反应

不同,因此这一上升幅度可能不是一致的 变量的更动

变化不定的强度和/或频度以及埃尔尼诺效应都是潜在
的变数 然而,对这些情况的预测很难具有任何可信
度  

7. 气候变化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有哪些潜在的社会

经济影响,是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的共同方法
对易受伤害性进行的许多研究的主题之一 小岛屿国

家的特点是生态系统极为多样,既是重要的食物来源,
又是许多物种的重要生境 研究表明,过度开发资源导
致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丧失了对付气候变化及随之而来

的海面上升的能力 根据所使用的设想情景(大多数设
想均预测海平面将上升一米),这些研究表明海平面上
升将对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旅游业 淡水供应和水

质 水产养殖 农业 人类住区 金融服务和人的健

康均产生不利的影响 风暴水浪可能对地势低洼的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产生有害影响,导致必须对防护措施进
行巨大的投资 此外,地势低洼的沿海三角洲和水掩海
岸以及低礁石岛和环状珊瑚礁岛也特别易受海平面上

升 降雨 频频袭来的强大风暴的伤害 可能造成的

影响包括洪水泛滥 水灾 土壤侵蚀和海水倒灌 这

些情况将影响到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严重损害
其经济福祉 降雨方面的任何变化,特别是如果热带气
旋的强度和次数有所增加,都将严重扰乱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人民的生活 一些地势非常低佳而又没有海墙加

以保护的岛屿,只要风暴大浪造成海平面上升一米,其
部分地区就可遭灭顶之灾  

8. 回应气候变化的花费大小取决于所考虑的备选办

法 这些备选办法包括(a) 预防;努力预防气候发生变
化;(b) 适应:强调那些可减少预期损失的战略和措施;
以及(c) 政策:间接引导人们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尽

管还没有精确地估计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本身采取保

护措施预防气候变化影响所需费用,但据政府间气候变
化问题小组估计,为适应气候的变化,大多数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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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平均花费约等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0.43% 至于加

勒比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预测
仅修筑新的防护设施就要花费 11亿美元(1990年)  

三 在国家和区域两级的行动 

A. 国家行动 

9.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国家一级努力的程度各

有不同 大多数岛屿国家已批准了 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 ,并正采取行动通过一系列统筹项目确保遵
守这个 公约 (见下文第四节) 斐济 马绍尔群岛

和密克罗尼西亚等一些国家在美国国别研究综合方案

的协助下,正在研究温室气体的来源和集汇问题 由全

球环境融资资助的太平洋岛屿气候变化协助项目将向

该 公约 的所有太平洋岛屿缔约国提供统筹支助,以
帮助这些国家完成 公约 规定的各国报告义务  

10. 大多数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环境管理
战略都载列有关气候变化的广泛战略指导方针 有的

正在制订具体的气候变化政策或战略;其他则将其纳入
沿海区管理计划 已在瓦努阿图 所罗门群岛 萨摩

亚 纽埃和密克罗尼西亚举办了全国性的讲习班,重点
是制订有关气候造成的损失的通盘政策和规划,而并不
单纯只涉及气候变化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规划署)
在丹麦政府的财政支助下,正在协助一项关于古巴的气
候变化影响 评估和适应情况的国别个案研究 环境

规划署开展的其他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有关的活动包

括协助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编写提交给 公约 的国家

来文,参加的国家是纽埃和毛里求斯,正拟定在古巴
海地 科摩罗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开展类似增强能力活

动的建议  

11. 许多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都有已实际运作的收集气
候数据系统 例如,南太平洋区域环境方案正在制订一
项可使各国能够收集 分析和解读气象数据的方案

作为南太平洋海平面上升监测项目(由澳大利亚资助)
的一部分,在南太平洋的 11 个国家安装了监测海平面
的测量仪器  

12. 在 12 个太平洋岛屿国家根据地理 自然 社会

和经济指标进行了研究,目的是评估哪里受到的影响最
大 此外,在斐济和基里巴斯进行了有关土地易受侵蚀
问题的研究,在图瓦卢 基里巴斯和萨摩亚举行了关于

沿海区监测问题的国内研讨会  

13.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很少在国家一级制订详细的适
应战略 目前正在为确定易受气候变化伤害程度和履

行 公约 规定的国家报告义务进行了一些工作,这些
工作将为这类战略提供至关重要的基础 这些战略将

与加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沿海区管理综合能力的活动

联系起来  

B. 区域行动 

14.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寻求解决气候变化的原因和
影响方面具有强烈的同舟共济意识 在太平洋已建立

了气候变化联络点网络,南太平洋区域环境方案继续采
取各种办法,包括通过举办讲习班协调各项气候变化活
动 到目前为止,寻求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最重要主动
行动是加勒比适应全球气候变化规划(加勒比气候规划)
项目,该项目得到全球环境融资的资助 参加的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包括安提瓜和巴布达 巴哈马 巴巴多

斯 伯利兹 多米尼加 格林纳达 牙买加 圣基茨

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该项目

的总目标是协助加勒比国家通过易受伤害程度评估

适应规划和与适应规划相关的能力建设,准备对付全球
气候变化,特别是海平面上升对沿海地区和海洋地区的
不利影响  

15. 1997 年 11 月举行的加勒比小岛屿国家可持续发
展行动纲领加勒比部长级会议建议加勒比各国  

 (a) 支持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继续研究全球
气候变化科学及其影响的工作; 

 (b) 将气候变化方面的各种考虑因素全面纳入各
国长期的发展规划过程; 

 (c) 通过交流经验教训,协调加勒比各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执行 公约 规定的国家来文的情况; 

 (d) 请加勒比共同体和美洲国家组织支持加勒比
国家发展其科技能力,利用加勒比气候规划生成的科学
资料制定发展政策,并进行前瞻性战略规划以减轻气候
变化的影响; 

 (e) 支持发展必要的机构体制,以确保由加勒比
气候规划发起的重要方案在项目结束后仍能保持下

去  

16. 根据环境规划署海洋方案还开展了其他区域性活
动 成立了一些工作队以研究气候变化在以下区域的

影响:东非 西非和中部非洲 地中海 东南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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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太平洋 东亚 南亚和科威特行动计划区域 各工

作队已提供了一份报告,说明气候变化对在其各自区域
海洋方案内的国家 包括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沿海地

区的影响 后来,环境规划署又根据所有工作队队长参
加的一个讲习班的结果编写了一份综合报告  

四 国际行动 

17. 一些国际组织和联合国的一些机构在其职权范围
内主动帮助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回应气候变化和海平面

上升的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气象组织(气象组
织) 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教
科文组织)及其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海洋学委员会)等
机构均开展了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有关的活动 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规定了协助不在附件一之列

的缔约方履行 公约 规定义务的财务办法  

A. 对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及其影响的科
学理解 

18. 由教科文组织/海洋学委员会 气象组织和国际科

学联合会理事会共同赞助的世界气候研究方案正在执

行重要的研究项目,例如(a) 世界海洋环流试验,目的是
确定海洋是如何活动的,目前正在发生什么变化(例如
海平面的变化);(b) 气候多变性项目其目的是确定海洋
(包括海平面)和大气层是如何随时间而自然地发生变
化 环境规划署已成立了埃尔尼诺/南方涛动工作组,
以审查在饥荒早期预警系统方面利用埃尔尼诺/南方涛
动预报的潜力,以及如何利用它来预先防止气候多变性
的不利影响 环境规划署也审查了气候变化对与埃尔

尼诺/南方涛动有关的事件的次数和强度可能产生的影
响及其对社会经济体系的影响  

19. 气候多变性项目和气象组织气候学委员会共同成
立了气候变化检测和归因工作小组,负责为评估当前全
球气候变化的速率及其在区域一级的表现形式提供坚

实的科学基础  

B. 与实施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有

关的活动 

20. 全球环境融资将提供新的和其他赠款以及减让性
贷款 以支付旨在气候变化方面实现全球商定的环境

益处的各项措施商定的增支费用 全球环境融资业务

战略在环境领域方面提供三类活动 (a) 长期措施;(b) 
增强能力活动 以及(c) 短期减轻影响项目  

21. 长期措施包括三个行动方案 (a) 消除节能和提
高能效方面的障碍 (b) 通过消除障碍和降低实施费
用来推动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c) 降低温室效应气体
排放量低的能源技术的长期费用 专门支助国家通信

的有利活动包括根据 公约 进行第一阶段的适应活

动 短期减轻影响项目的目的是促进在短期内减少温

室气体的排放量  

22. 由全球环境融资资助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进行的
增强能力活动包括一个区域项目 适应气候变化的区

域规划 这个项目支助各国作好准备 以应付气候变

化,特别是海平面上升的不利影响 截至 1997 年 12
月 全球环境融资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有利活动提供

的资金共达 1 242 万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 一些小岛

屿发展中国家参与了若干关于增强能力活动的全球项

目 例如 全球变化分析 研究和训练系统 建立应

付气候变化的能力 由环境规划署执行的气候变化影

响和适应评估国别案例研究第一阶段 以及一个关于

能力建设和基础设施的项目 涉及参与政府间气候变

化问题小组评估 方法 发展以及其他活动 这个项

目是由环境规划署与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协作实

施的 全球环境融资还在无害环境的能源开发领域向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共达 710 万美元 这笔资

金随后增加 6 000多万美元  

23. 在南太平洋区域环境方案的协调下 太平洋岛屿

国家正积极参与和努力促进国际方案 例如 太平洋

埃尔尼诺/南方涛动中心 大气辐射测量项目以及南太

平洋海平面上升监测项目  

C. 监测活动 

24. 若干监测方案的目标是确定气候变化的标志 并

弥补对大气——陆地 海洋——冰之间相互作用的物
理过程了解方面的空白 例如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的

目的是测海洋目前的特性 预测其状态如何变化 提

供气候变化预报的依据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的气候部

分是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的海洋部分 在全球海洋观测

系统下 由沿海区域国家在岛上和公海上部署了 300
个定时测量仪器组成的全球网对海平面进行测量 这

些工作是通过全球海平面观测系统进行的 全球海平

面观测系统的数据库显示 世界很多地方的海平面都

在上升 这与政府间气候变化问题小组的预测是一致

的 卫星测量证实了这些调查结果 目前海平面上升

的情况主要是由于海洋上层热膨胀造成的 这显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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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升温引起的 随着海面的温水下沉使海底深层的

水变暖 海平面将会继续上升 总的说来 政府间气

候变化问题小组预测 在今后 50 年中 海平面还将

上升 50厘米  

25. 气象组织全球气候监测系统正提供关于气候系统
状态的综合资料 对具有区域和全球影响的大规模异

常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 这个特殊项目加强了对埃尔

尼诺/南方涛动事件的预测 而且将成为根据埃尔尼诺

/南方涛动事件的次数 强度和影响来理解气候变化对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的依据  

五. 对未来行动的建议 

A. 在国家一级 

26. 所有上述考虑 特别是与适应气候变化和海平面

上升有关的战略应被纳入长期发展规划进程中  

27. 应当建立充分的人力资源和机构能力 以吸收利

用目前正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中实施 关于适应气候

变化和海平面上升的各个规划项目的调查 还应采取

预防和补救措施 尽量减少并减轻气候变化和海平面

上升的影响  

B. 在区域一级 

28. 所有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区域都应建立切实有效的
机构能力 进行各项活动以便以切实有效和讲求效率

的方式适应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情况 在有这种能

力的地方 需进一步加强这种能力  

29. 应在所有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区域内实施关于适应
气候变化的规划项目 提供经费使它们能长期持续下

去 并协助发展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和技术能

力 以拟定和实施切实有效的战略和政策 尽量减少

并减轻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的影响 在开展这些活

动的地方 应使这些活动持续下去  

C. 在国际一级 

30. 应促进对在区域和时间上回应海平面上升的问题
进一步研究 如有可能 还应考虑到出现次数较多和

规模较小的现象在次数 强度和地点方面的变化  

31. 应促进进一步研究冰原 冰川以及上层水和地下

水储存量对海平面变化的作用  

32. 应为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充足的财政和技术支
助 协助它们在国家和区域一级建立人力资源和机构

能力 以应付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的影响  

33. 应根据需要 向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负责实施关于

适应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的项目的有关区域机构补

充资源  

34. 应促进建立一个观察系统以便生成整套数据 用

以改善气候变化的预测模型 帮助监督对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的未来影响 这个系统应包括  

 (a) 高精确度的测高仪 以测量海平面上升的高

度差异 监测海平面上升在时间上的变化情况和趋

势  

 (b) 足够的 大约 30 个 公海测量仪器 以监

测和消除测高仪所测出的趋势的趋势; 

 (c) 分布在全球各地的一级测量器 供在测高仪

边缘地带 包括沿海区域和高纬度地区 取样  

 (d) 大地测量定位 以提高在原处的测量仪器的

参考水平  

 (e) 改善世界天气监视网 以解决小岛屿发展中

国家气象数据空白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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