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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气候变化是人类当前与未来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
与同为发达国家的美、日、加、澳等国相比，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在应对这个挑战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宝贵经验。
这本《应对气候变化——欧盟的经验》由王伟男著，本以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响应模式为主线，
对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决策机制、战略框架、政策措施等层面进行了系统研究，特别对其排放交易机
制、能源政策、交通减排、农林业减排、适应气候变化等具体方面进行了详述与评析。

《应对气候变化——欧盟的经验》认为。
欧洲的法治主义传统与合作主义精神是欧盟能够较为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的两条最基本的经验。
此外，欧盟善于运用市场机制。
注重运用财税工具，高度重视科技研发，都可以看作是欧盟在该领域的重要经验。
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中国需要认真研究欧盟经验，结合自身国情加以借鉴，同时推进中欧气候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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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北极地区：这一地区的升温幅度将可能高于地球上的其他任何地区，海洋冰山、大
陆冰川和永久冻土地带都将因此而融化。
在过去的100年里，北极平均升温幅度几乎是全球平均升温幅度的两倍。
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到100年后的21世纪90年代，北极地区的年均气温升幅将是：陆地3～5℃，近
海7℃，大洋7～10℃。
更多的冰水将注入北大西洋，导致海洋盐度发生变化，甚至可能影响到北大西洋区域的热盐环流
（therma—haline circulation）。
自1978年以来，北极地区海冰的范围每10年缩小2.7％，到2050年有可能全部解体。
这将导致物种（如北极熊）的灭绝。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永久冻土层项部的气温已经上升了3℃。
这不仅将破坏植被和基础设施（如公路和管道），还将向大气中永久性释放大量的CH2。
由于CH4的温室效应约为CO2的20倍，气候变化将因此而进一步加速，后果更加难以预测，风险大大
提高。
自1990年以来，北极地区最大的永久冻土带已经收缩了7％。
 海洋区域：在全球海洋的至少3 000m深处，平均温度已经有所上升，从而影响到从浮游生物到肉食动
物的分布模式和多寡程度。
这将导致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物种间的相互作用、物种的地理分布等方面的重大变化。
这尤其意味着，随着水温不可逆转地上升，海洋生态系统的物种构成将发生改变，从而对物种多样性
和渔业生产造成重大影响（比如，鳕鱼之类的冷水物种将向北方游动）。
气候变暖还将导致污染加重、海藻泛滥。
海洋将从大气中吸收更多的CO2，因而导致酸性增加，对钙化有机体（如珊瑚虫）和浮游植物产生负
面影响。
海洋酸化也会对甲壳类海洋动物的繁殖构成威胁。
 滨海地区：到2100年，全球海平面将比工业革命前上升多达80cm，这将通过海岸侵蚀改变海岸线的形
态，并导致沿海洪水泛滥、咸水入侵。
低洼地和河口三角洲风险最高。
海岸上的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活秩序将面临巨大压力。
大约50％的欧洲人口生活在50km宽的海岸地带。
85％的荷兰和比利时海岸与50％的德国海岸，其高出海平面的距离都不超过5m。
尽管滨海地区对防洪措施（如海堤）的需求日益增加，但它们造价高昂，而且也会危害海岸生态系统
。
另外一项成本不菲的选择是把滨海人口和基础设施迁往内陆。
格陵兰和南极冰盖的融化，将在21世纪酿成巨大灾难。
单是格陵兰冰盖的完全崩溃，就将导致海平面上升7m，世界上的许多大城市如阿姆斯特丹、伦敦、纽
约、新加坡、上海、孟买等都将被海水淹没。
而南极冰盖的全部崩溃将导致海平面上升7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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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应对气候变化:欧盟的经验》正是对欧盟气候战略与政策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研究的最新力作。
从结构上看，该论文更偏重宏观研究，分别从欧盟气候治理的实施背景与动因、具体治理实践、治理
的决策机制与转型、治理过程中的困难与障碍、治理绩效评估、未来发展趋势与对中国的启示等方面
进行论述。
而笔者的拙作主要遵循逻辑顺序，先从宏观层面入手进行考察，然后进行中观的分析，最后是对微观
层面的分析与评价，从篇幅上看微观层面超过宏观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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