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C 7.1 ― 社论 

气候变暖，全球警告― 世界一次新的觉醒 

2009 年即将过去，“第十五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15)成为媒体

的焦点。此次大会在哥本哈根召开，在十二天（12 月 7 日至 18 日）的激烈辩论

后达成一个协议：必须控制气候变化及其世界性的影响。在现代历史中，这是一

次最大规模的国际会议，有 192 个国家代表团出席会议，大约 46000 人参与会议

（包括科学家、官员、新闻记者、电视台工作者、口译人员、翻译人员、观察员

和会议职员等）。所有人都致力于准备最终谈判和 120 位国家和政府领导人所期

待的共同结论。科学界对气候变化及其由人类引起这一事实高度一致、专业技术

人员对其发展和未来后果作出的推测、技术解决方案提出控制——假如不能减少

——持续的“气候变暖”和，最后但同样重要的，被展望、被提出和分配到各个

国家的财务及司法手段和制度，所有的这些都被媒体详细的展现。这次“全球警

告”的共同觉悟是否会给世界一些自我觉醒的希望？ 

现在国际社会经常能体会到生活在同一个星球的需要，或好或坏。好的方

面，大众传播媒体使数百万人能够实时欣赏奥运会、足球或网球世界比赛、世博

会等等，这只是一小部分例子；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这些日常的大事。坏的方面，

由于即时信息人们也被人类活动影响，例如社会争论、军事冲突、恐怖暴乱、世

界经济衰退、金融危机等。如地震、海啸和流行病等自然灾害同样具有世界影响，

至少会通过发动集体努力去帮助这些灾难的受害者。但就“气候变化”而言，人

类作为一个整体现在面临一个由包括工业化国家、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

国际社会里人类行为引起的全球性“自然”威胁，在不同程度上所有国家都需要

分担一部分全球责任。这点是崭新的。因此世界的自我觉醒需要改变。 

例如，财政手段必须使能源资源多样化，并且促使新技术转让给最需要它

们的国家，否则这些国家经过工业化会成为新的污染国家。这种财政协同无论其

额度多大，都不应该被视作随后必须偿还的紧急贷款。如巴西总统卢拉所言，这

应该是工业化国家对国际社会的补偿：全球气候平衡的破坏源于工业化国家首先

享有的早期发展。换言之，“国际协同”有一些现在才得以展现的历史特征，这

需要一种新的理解：“持续的协同”促进“可持续发展”。 

假如这种对“全球警告”的解读是有效的，这种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在某

种程度上改变了对“国家主权”的通常理解。在哥本哈根，所有的代表团同意分

担控制气候变化的责任。这种国家责任的分担制约了它们行使主权的方式，这体

现在执行层面上或者最终立法中。负有责任的主权的最好表达是为共同目标而作

出的自我约束承诺。 

会议取得预期的结果避免了许多矛盾。未来的谈判和会议毫无疑问将有助

于增长在应对这个时代各种紧迫挑战中急需的相互信任。世界生态、财政、安全

和人类都不可能离开全球管理。这也许就是隐藏在“气候变暖”后面的“全球警

告”。祝愿 2010 年新一年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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