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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内外第一部系统论述气候变化对中国国家安全影响的著作。
气候变化是否关乎中国的国家安全？
气候变化通过什么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国家安全？
如何解读和评价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内外政策？
中国如何在国家安全的战略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
如何把脉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之后的国际气候政治走向？
本书依据一个清晰的分析框架和大量翔实的资料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对全面、准确理
解中国的气候变化政策及其走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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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滨，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国际组织研
究中心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国际气候政治、联合国和中国环境外交。
兼任商务部贸易与环境专家组成员、中国联合国协会理事、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理论界委员、WWF
中国气候变化论坛核心专家。
曾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日本新潟大学和韩国高丽大学等国外高校做访问学者。
代表性研究成果包括《环境与国际关系：全球环境问题的理性思考》(专著)、《全球治理中的国际非
政府组织》(主编之一)，另参著十余部，在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中英文论文4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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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由于南极独特的自然环境，那里是天文学、地质学、大气科学、粒子物理以及生物学等科研
活动的理想场所。
目前各国设在南极的考察站对南极的科学考察和研究主要集中在5个方面，即全球气候系统中的南极
、南极气候演化、南极演化和生物多样性、南极冰下湖环境以及太阳－地球和高空大气物理研究方面
的半球间共轭效应等。
曾任我国第14次南极科学考察队中山站站长的吴依林指出，南极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环境决定了它在科
学研究和知识创新过程中的重要性。
南极是地球环境健康的指标，是地球系统运动和变化的重要动力来源。
它既拥有独特的生态系，忠实地记录了古气候和地质演化和变迁的过程，又是研究外层空间的“窗口
”，因此研究南极的意义远不在于对南极本身的认识，而是通过这座特殊的“平台”寻求人类所面临
的诸如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等重大问题的科学答案。
南极作为知识创新的平台，在抢滩“知识制高点”的竞争中，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
如今对南极的科学考察研究已成为主要南极条约协商成员国考虑制定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受到高度
重视。
①至今，已有20多个来自不同地区的国家在南极洲建立了150多个科学考察基地。
美国投资1.5亿美元的第三代南极点站已扩建完成，建筑面积达7400平方米，是南极内陆规模最大的考
察站；德国也扩建了第三代考察站，并已于2009年初正式运转；韩国正在准备建立第二个南极科考站
，并新造了一艘极地考察船，这艘破冰船预计2009年年底正式投入考察工作；印度已着手建立第三个
考察站，该考察站就位于中国中山站附近；日本新建了一艘极地破冰船，预计不久将正式下水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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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9国际安全》：全球安全形势综论，恐怖主义问题，军控与防扩散问题，极地竞争问题，中亚安
全形势，世界经济问题，太空发展与安全问题，国际维和行动，东北亚安全形势，欧盟安全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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