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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１００年的气候变化已经给全球与我国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带来了重要影响。未来１００年我国平均气温将继

续变暖，变暖幅度接近或略高于全球平均值。未来气候变化的影响也是长远而巨大的，许多影响是负面的或不利的。因而，从现在

起就必须考虑采取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以克服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日前，众多专家在第２３２次香山科学会议上，针对近来

有关气候变化的热点问题做出了上述表述。

此次主题为“气候变化的应对战略”的香山学术会议，于５月１０日～１２日在京召开。我国地学及其相关领域的著名学者针

对气候变化的事实、成因、趋势、影响及我国的应对策略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和自由讨论。秦大河、孙枢、符淙斌三位院士应邀

担任此次会议的执行主席。 

会上，秦大河院士作了《进入２１世纪的气候变化科学——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对策》主题评述报告，受到了与会者的广

泛关注。有关专家认为，气候变化引发的全球变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针对我国而言，农业可能是对气候变化反应最为敏感的部门

之一。气候变化将使我国未来农业生产面临三个突出问题：其一，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增加，产量波动大。据估算，到２０３０

年，我国种植业产量在总体上因全球变暖可能会减少５％～１０％。如果能够对不利影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未来３０年～５０年

的气候变化还不会对中国的粮食安全、重要基础设施和自然资源产生重大影响。其二，农业生产布局和结构将出现变动。到２０５

０年，气候变暖将使三熟制的临界线北移５００公里之多，从长江流域移至黄河流域；而两熟制地区的临界线将北移至目前一熟制

地区的中部，一熟制地区的面积将减少２３．１％。其三，农业生产条件改变，农业成本和投资将大幅度增加。 

有关专家认为，针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我国的挑战与机遇并存。国际上要求我国减排温室气体的压力越来越大，我国减排温

室气体的潜力受能源资源结构、技术和资金的制约，同时，全球气候变暖可能给我国自然系统和社会经济部门带来难以承受的、不

可逆转的、持久的严重影响。为此，有关专家建议，继续加强气候变化研究，提高我国气候变化研究的水平；制定我国应对气候变

化问题的总体规划，统一规划外交、经济、能源等方面的应对策略和行动，使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成为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之

一。 

(信息来源：《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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