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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1

随着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积聚，干旱、
严重风暴和海平面上升威胁着占世界
贫困人口大多数的妇女。

 

  1

第一章：
气候变化的因素 11

地球气候变暖导致了极端天气，两极
冰盖融化和海水酸化正以远远超过科
学家先前预测的速度发展。在北极冰
盖消失和珊瑚礁死亡后将会出现什么
结果？

 

  2

第二章：
如临深渊 19

气候一直在变化。现在采取行动晚了
吗？人类是否正处于坠入灾难的、不
可逆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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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动态如何影响温室气体
和气候变化？

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将促进
还是阻碍在适应全球变暖方
面的努力？

什么才是保护人类免受极端
气候和海平面不断上升危险
的最好办法？

更好的生殖健康服务和两性
关系的改善，能否在应对气
候变化挑战方面发挥作用？

在《2009年世界人口状况报
告》中可以找到这些问题的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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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前言

　　今年12月，当各国气候变化谈判代表们齐

聚哥本哈根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15次缔约方会议时，他们将就应对人类有史

以来所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一个问题进行讨

论。这个问题便是如何对气候施加影响，以及

现在和将来如何去适应气候变化。

　　哥本哈根会议召开之前的许多讨论，均围

绕着各国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增长，以及在发

展低碳能源及其他技术方面提供资金的相对责

任。

　　什么是减少碳排放量的最佳方法？谁应当

在应对当前和未来气候变化问题时承担资金方

面的责任？

　　这些问题至关重要。而另外一些问题也十

分重要。比如说，在全球和各国所发生的气候

变化将会对妇女、男人、男孩和女孩分别产生

什么影响；个人的行为会阻碍还是有助于全球

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贫困人群，特别是那些

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群，可能会承受气

候变化带来的最坏结果。由于大多数穷人生活

在易受洪水、暴风雨和海平面上升影响的地

区，且他们的生活更多地依赖农业和渔业，因

此他们在遭遇难以预测的干旱、洪涝和前所未

有的飓风侵袭时，更易于受到饥饿的威胁，甚

至失去生计。而在贫困人群中的妇女们在灾难

面前显得尤其脆弱。

　　除了资金和技术问题，为丰富未来气候问

题的讨论，必须更多地考虑人的因素，其中就

包括性别问题。性别问题涉及气候问题的方方

面面。一个通过能发挥男人和女人的洞察力和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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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力，帮助人们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适

应气候变化的《哥本哈根协议》，将有助于启

动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真正有效的长期性全

球战略。 

　　联合国人口基金，是一个旨在促进妇女、

男人和儿童享有健康生活和平等机会权利并帮

助减少贫困的发展机构。联合国人口基金帮助

确保每次怀孕都出于自愿、每次分娩都安全、

每一个年轻人都免受艾滋病毒和艾滋病感染，

每个女童和妇女都享有尊严和尊重。我们倡导

的事业是与气候变化有关的事业。

　　2009年版《世界人口状况报告》显示，气

候变化不仅仅是一个能源效率或工业碳排放，

它也是一个人口动态、贫困和性别平等问题。 

　　过去若干年来，国际社会所采用制订人口

政策的方法已经从单纯地关注人口变化演变为

基于人权和知情选择的以人为中心的方法。片

面地将“人口控制”作为一种应对气候变化方

法不仅没有把握问题的复杂性，同时也忽视了

有关的国际共识。1994年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

会期间，与会各国均认可以“人权”和“性别

平等”原则指导所有与人口和发展有关的方

案，包括旨在保护环境的方案。这首先是要维

护妇女和夫妇决定生育数量和生育间隔的权

利，以及为妇女和女童创造选择机会，使她们

充分参与社会事务，对经济增长和发展作出贡

献。

　　当前的气候变化正是由于我们之前采取了

一种不持续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应对气候

变化要求我们的生活、生产和消费采取一种全

新的、更公平的、可持续的方法。因此，遏制

造成极端天气和海平面升高的温室效应，可能

需要对“成就”做重新的定义，需要引入新的

发展模式。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这一挑

战的复杂性，要求我们高瞻远瞩并制定创新性

战略。但是应对气候变化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将是那些来自底层的、可持续的、以人为中心

的解决方案。 

　　本报告显示，妇女有能力动员起来应对气

候变化，但这种潜力只有通过赋予其权利的政

策才能获得释放。本报告还表明需要对妇女提

供支持，以使其在适应、减缓气候变化和建设

针对气候变化的恢复能力方面充分发挥作用。

　　通过采取在性别和人口问题上更广泛、更

细致的方法应对气候变化，世界各国政府、民

间社会和我们联合国自身，将会对哥本哈根会

议作出有价值的贡献。

　　

　　

                        

 联合国人口基金

执行主任

 托拉娅·艾哈迈德·欧拜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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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气候是指天气的长期平均状态。气候一直

在变化，但据人类以往的经验，从来没有发生

像下个世纪将要发生的那样剧烈变化。自农业

社会产生文明以来，地球的气候总体上相对稳

定。其气温和降水保证了人类的生存和繁衍。

　　越来越多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气候变化的

主要原因是人类的活动。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

的影响很复杂。我们消费什么产品，生产和

使用哪种能源，居住在城市还是乡村，在富裕

的乡村还是在贫困的国家，我们年轻或年老，

我们吃什么，甚至男女平等的机会和权力的程

度等，都对气候变化产生着影响。此外，气候

还与我们日益增长的人口数量有关。目前，全

球人口已接近70亿。随着人口增长速度加快，

经济发展和消费需求已超过地球自身的承受能

力，气候变化越来越极端。人口动态可部分地

反映一些更大和更复杂的问题，即一些国家和

人民谋求发展的方式和对“成就”的定义，而

另一些国家在面对威胁他们生存的问题时是如

何地束手无策。

　　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影响也很复杂，会催生

更多移民、破坏生计、扰乱经济、阻碍发展、

在干涸的河床上挖蜗牛，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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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剧性别间的不平等。

　　气候变化与人类息息相关。

　　人类引起气候变化，也受其影响。人类需

要适应气候变化，只有人类才有能力阻止气候

变化。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或国家对温室气体

排放并使得大气温度升高都负有相等的责任。

时至今日，工业化国家排放了大部分温室气

体，却相对较小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相反，

发展中国家只排放了小部分温室气体，但却不

得不花费更多精力去应付或适应气候变化所引

起的海平面升高、水灾和干旱。工业化国家制

造了这个问题，而穷人却不得不面对这些问

题。如果人类想要避免气候变化，那么贫穷国

家模仿工业化国家过去两个世纪以来依赖高排

放能源模式去发展经济的模式，已一去不复

返。

什么是气候变化？

　　地球正在变暖。19世纪末至今，地表温度

已升高了0.74摄氏度。尽管数字看上去很小，

对人类的影响却很大。到2100年，地表温度将

　　“科学报道告诉我们，全球变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我们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元

凶……

　　2009年我们必须制订一个通过未来的路线图并制订一个时间表。这么做是帮助我们对未来的

成功有一个愿景。”
——潘基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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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6.4摄氏度，人类受到的影响也会越来越

大。气候模式的改变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尤其是对地球上的穷人来说。

　　大气中不断增加的温室气体应为地球温度

上升负主要或全部责任。最常见的温室气体是

二氧化碳，其次是甲烷。这种温室气体能自然

排放并能保存部分日照热量。如果没有这种

“温室效应”，地表的温度会很低，不足以维

持生命。但是，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不断

增加打破了原先靠自然温室气体维持的地表温

度的平衡。自工业革命开始，大量燃烧的木

材、煤炭、石油、液化气已经使大气中的二氧

化碳的浓度不断升高。而人类种植、放牧以及

燃烧有机垃圾的行为又使得大气中的甲烷成倍

增加。20世纪初，科技飞速发展，人类开始使

用人工化肥，导致了大量的一氧化氮（温室气

体之一）排入大气和河流。自19世纪20年代以

来，由于制冷和灭火的需要，人类大批量生产

了人造碳化合物，这些产品日后也成为了大气

中温室气体的主要组成部分。

　　未来的气候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气中

温室气体浓度增加的速度，也取决于温室气体

上升6 4摄氏度 人类受到的影响也会越来越 材 煤炭 石油 液化气已经使大气中的二氧

　　在通往玻利维亚的瓦伊纳波
托西冰山（Huayna Potosi）和恰
卡塔雅冰山（Chacal taya）的山坡
和平原上座落着一排排小村庄，
村民以养骆驼、羊和鸡以及种植
土豆和炸酱草（一种生长在安第
斯山脉中南部的多年生草本植
物）为生。
　　在过去的15至20年，原先
可供应充沛清水的冰山因全球气
候变暖而大幅缩小，或多或少地
影响了附近居民的生活。小城埃
尔阿托（El   Alto）和玻利维亚首
都拉巴斯等城市的中心水源供应
被中断，恰卡塔雅冰山滑雪场关
闭，原先的大冰川缩小成为海拔
低于1.8万英尺小雪山。
　　地球上几乎所有的热带冰川
都座落在安第斯山脉，其中约20%
位于玻利维亚。
　 　据 玻 利 维 亚 水 利 环 境 部
称，1987年—2004年间，科迪勒
拉雷亚尔山脉（Cordillera Real）
已缩小了84平方公里，约24%，且
这种情况还在继续。
　　奎斯皮生活长在波第拉卡

（Botijlaca）。波第拉卡是一个
坐落在恰卡塔雅冰山和瓦伊纳波
托西冰山脚之间的村庄。和许多
当地人一样，奎斯皮近年来饱受
环境危机困扰，他们种植土豆和
炸酱草的环境极为恶劣。奎斯皮
今年60岁，有八个孩子，只有一
个留在村里，其他七个都搬到外
地去了，因为“在这里实在维持
不了生计”。
　　每天清晨4点，奎斯皮起床
烧水并泡好甘菊茶。早餐是当地
特色的点心（用炸酱草放开水中
浸泡两个月后制成的）。午餐则
是炸酱草、土豆，有时配有驼肉
或羊肉。
　　奎斯皮说，当地居民不得不
从河流提取日常及灌溉用水。“
现在水少了，我们以前使用从瓦
伊纳波托西冰山上流下的溪水，
用以农作物灌溉，而如今我们不
得不到山谷上很远的地方提水”，
她感叹道。
　　每天她都要花数小时去取
水，每只手上提一个5升水桶。由
于水资源短缺，驼、羊赖以生存

的草料也日益减少，奎斯皮说她
已经有几头骆驼饿死了。

1    冰川融化危及农村和大城市居民的用水

　　玻利维亚的Leucadia Quispe 在自己田
地上收割酢酱草。她说，这里每年都缺
少灌溉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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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放量和吸收量。2000年以来，“人类有机

物”或人为制造的二氧化碳排放已比过去几十

年增加了四倍，绝大部分排放是燃烧化石能源

的结果。2

与此同时，能吸收我们排放的海洋、北极冰山

及森林等自然“碳汇”的能力也大不如前。主

要的“汇”是海洋、北极冻原和森林。现在，

它们都正在丧失从大气中吸收温室气体的能

力。

气候变化的影响

　　世界银行称，气候变化可能使过去几十年

32009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

取得的发展成就以及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所付

出的努力毁于一旦。3这将导致水资源匮乏、

强台风和风暴潮、水灾、冰川融水流失，进而

引发农业灌溉用水不足，粮食短缺和健康危机

等。

　　气候变化将使穷人更穷，给那些边缘化的

弱势群体带来更多负担。比如在东南亚，大约

有2.21亿人口生活在2美元一天的贫困线下，4

他们多数是普通的农民和渔民，生活在沿海和

地势低洼的三角洲地区，极易受到气候变化的

影响。以他们微薄的收入，很难或者根本不能

享受到医保或是其它保障以应对各种威胁。而

　　已经到了大米收成的季节，
菲律宾农妇多明戈却开心不起
来。一场台风毁坏了她的大部分
作物。据她估计，今年的收成将
比往年少很多，以前可以产200袋
大米。
　　台风是菲律宾农民生活的一
部分，他们知道如何把这种强降
雨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多明戈
早在雨季开始的六月或是七月就
开始水稻耕作。早种植水稻可以
避免大雨的袭击。然而今年多明
戈到了八月才能开始耕作，因为
雨季推迟了。
　　多明戈说：“这对我的确是
个麻烦。我在这块土地上投资了6
万比索（1250美元）。现在我很
可能偿还不了贷款，一家人就得
跟着我勒紧皮带。” 多明戈是一
家之主，她有的兄弟姐妹和一大
群孩子。
　　今年水稻欠收使她承担着巨
大压力，还要去挣钱还贷，购买
日用品。

　　反复无常的气候给像多明戈
这样的农民带来了诸多问题。越
来越频发的热浪、洪水、干旱使
得农业和渔业产量急剧下降，并
抬高食品价格。
　　英国乐施会社会性别事务顾
问史密斯称，以上这些问题进一
步加重了女性的负担，因为家人
都期待她们能保证家中有足够的
粮食。
　　史密斯于2008年10月在马尼
拉举办的一次“社会性别与气候
变化大会“上指出，由于越来越
高的粮食价格，女性不得不牺牲
更多的休息时间去赚钱。她们会
尽量多接工作，哪怕薪酬很低。
这次为期四天的大会是由亚太妇
女政治中心（Centre for Asia-
Pacific Women in Politics）和
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主
办。
　　总部设在马尼拉的一家负责

沿海社区资源管理的非政府组
织—菲律宾权利与资源开发中心
（Centre for Empowerment and 
Resource Development, Inc.）发
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在菲律宾的
沿海地区，渔村里的女性已经开
始同恶劣的气候做斗争。
　　菲律宾权利与资源开发中心
项目发展官员罗德里格斯说：“
捕鱼量的减少给当地的女性带来
了许多额外的负担。她们除了要
处理家庭的琐事和参与捕鱼之
外，还要想法子寻找其它收入来
源，比如给一些富裕的家庭作帮
工等。”

作者：Prime Sarmiento，2008年10月发

表。

2     女性承受着气候变化带来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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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灾难来临时，他们又缺乏重建家园的资金。

气候变化引起的极端气候、传染病肆虐、营养

不良等都是对穷人的直接威胁。

　　此外，气候变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时刻威

胁着住在地势低洼的沿海地区及小岛屿国家的

居民。比如，到2030年，印度尼西亚有2000个

岛屿将因为海平面的上升而消失。5

　　气候变化不仅会威胁生命和降低生活水

平，还会加剧贫富差距和男女间的不平等。女

性，尤其是生活在贫穷国家的女性，受到气候

变化的影响与男性不同。她们是最易受气候变

化影响的群体之一。在许多国家，女性是农业

劳动的主力军，同时，她们还要承担家务和照

顾家庭成员，这往往限制了她们的流动，增加

了她们面对突发性气候灾难的脆弱性。干旱和

反复无常的降雨迫使她们更卖力地劳作，以确

保家中有基本的粮食、饮水和其它能源。女孩

子被迫辍学回家分担母亲的工作。这种被剥

夺、贫困和不平等待遇的恶性循环削弱了妇女

作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社会资本的作用。

对健康的影响

　　2009年5月的《柳叶刀》（The Lancet）将

气候变化称为“21世纪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大

适应（Adaptation）是指为预防
气候变化影响所采取的应对措
施。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
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这
一概念是指在程序、实际操作和
结构上的变化，以应对气候变化
带来的潜在破坏的或者其带来的
积极影响。

气候（Climate）指长期、平均的
天气现象

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在本
文中指由人类活动引起大气中二
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聚焦而形成的
地球气候变化。温室气体吸收太
阳能并使地球表面温度升高。有
时在“气候变化”这个概念之前
加上“人为因素”等，是为了提
醒读者，本文中的气候变化均是
指可能由非自然因素导致的。

性别（Gender）指的是以社会方
式构建出来的对两性的期待及其
有关男性和女生在生活和工作等
社会活动中扮演的、习得性的角

色。性别问题超出了女性和女
童，还包括男性和男童以及两性
关系。性别决定了在特定环境下
社会对男性或女性的期望、要求
和价值。

性别平等（Gender   equality）
是指所有性别，即男性和女性均
可以自由发展他们的个人能力，
且不受世俗、性别或是偏见的限
制而做出选择。性别平等意味着
社会平等地看待、认可和接受男
性和女性的不同行为、期待和需
求。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和男性完
全一样，而是认为他们的权利、
责任和机会不因为他们出生时的
性别而不同10。

减缓（Mitigation）是指降低温室
气体排放或者通过树和土地分隔
碳等方式减少大气中温室气体含
量的行动—去应对气候变化的根
源。

人口动态（Population  dynamics）
是指世界范围内或某一地理位置

的人口数量的变化特征，包括增
长率、密度、地域分布（含境内
外人口流动）及年龄结构（某年
龄段占总人口的比例）。

生殖健康（Reproductive health）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其定义为一
生中与生殖系统有关的，包括身
体、精神和社会福利等所有事宜
的一种健康状态。生殖健康表示
人们能够有满意而且安全的性生
活，有生育的能力和决定是否、
何时和间隔多久生育的自由。这
也指男性和女性均有权知晓并能
获取安全、有效、负担得起的和
他们可接受的计划生育方法，有
权获得使妇女能够安全地怀孕和
分娩的、适当的保健服务。生殖健
康服务被定义为通过预防和解决
生殖健康问题，促进生殖健康和
福祉的各种方法、技能和服务10。

天气（Weather）指某时某地的气
象状况。

适应

3    术语



敌”。6    气候变化对流行疾病的影响将是深远

的，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比如，通过病媒

传染的疾病发病率可能会上升。全球气候变暖

使携带病菌的蚊虫可以在更高纬度地区存活，

会有多至数百万人感染疟疾。此外，气温升高

意味着人类要面对更多炎热天气，短期看中暑

死亡率也会提高。未来几十年降雨量和温度的

变化将使清洁水供应和食品的卫生问题将比现

在更加复杂。

　　《柳叶刀》还指出，气候变化和人口增长

相互影响，这给原本薄弱的卫生体系造成额外

压力，加大了气候变化对卫生体系的负面影

响。《柳叶刀》说，现代社会对环境的破坏可

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不公平的健康危险之一。

全世界最穷的10亿人的“碳足迹”只占全球

总“足迹”的3%，穷人更多地承受气候变化

的影响。9       据估计，非洲贫困人口因为气候变

化所损失的寿命是欧洲人的500倍。

　　世界卫生组织预测，自20世纪70年代全

球气候开始变化，每年15万起的死亡事件中

有2000多起是由热浪、风暴等极端气候引起

的。10

人口迁移

　　据《柳叶刀》报道，由于洪水、干旱、土

地贫瘠等气候变化导致的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将

越来越多。这种大规模的迁移将直接或间接地

引发健康问题。迁移过程中承受的各种压力和

人群混乱流动存在内乱和冲突的潜在风险。

　　倘若海平面真象气候专家预言那样不断上

升，居住在较低地势沿海地区的人们将不得不

举家迁移。持久和严重的旱情也会迫使农民进

城另寻生计。居住在洪水易发地区的城市贫民

52009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

可能会逃到农村避难。此外，环境逐步退化会

减少就业机会，带来跨境移民问题。

　　人类迁移或寻求避难的原因多种多样，因

此气候变化如何影响未来的迁徙趋势很难预

测。显然，气候变化是驱使人口迁移的主要因

素，主要是在国内流动，有时还会出现国际跨

境迁移。

人类与气候变化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认为“人类导致的大气温室气体增多极有可

能是造成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温度升高的最

主要原因”。该委员会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和世界气象组织建立，由来自世界

各地2000多名科学家和专家组成。

　　如果全球人口增长速度没有如此之快（至

今已有68亿11），而是保持在1000年前的3亿人

的话，大气中温室气体也不会聚集到如此危险

的程度。人口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关系迄

今很少在科学研究和外交政策对话中被提及。

因为人口增长和对怎样看待它一直都是一个困

难的、有争议和使人产生分歧的话题。工业化

国家对目前温室气体水平负有主要责任。他们

的人口增长率和出生率在前几个世纪都非常

高，只是近年才下降到正常点，即每个家庭只

有两个或不到两个孩子。当今世界人口增长的

一大部分是在发展中国家，从历史上看，他们

排放的温室气体远远少于发达国家。而现在，

一些发展中大国排放的温室气体量增长很快，

这是由于其碳密集型工业的发展、消费模式的

转变和人口的增长。12

　　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展示的计算机模拟

的对气候模式和未来状况预测表明，仅靠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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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推断出气候若继续变化将会给社会和个

人，特别是那些处于危险地带的社会和个人，

造成更大压力，并使现存的不平等更为恶化。

　　人口增长速度和规模对温室气体排放增加

上的作用，已被包括撰写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

会报告的专家所认识。从长远来看，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减缓有助于全球气体

排放的平衡，也有助于采取有针对性的气候变

化的对策。然而人口增长减缓起作用的程度取

决于世界经济、科技和消费的未来发展趋势。

人口增长对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的影响并不是只

取决于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人口数量。家庭构成

就是这样一个能影响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的

变量。有研究表明，小家庭的人均能源消耗远

比大家庭的高。13       也有证据表明，年龄结构和

地理位置的改变会影响排放的增长，如进入城

市生活的倾向。长远看来，人口动态可能影响

温室气体的排放，并影响一个国家应对气候变

化的能力。

　　现在的消费模式，特别是工业化国家的消

费模式，已经触碰到了可持续发展的底线。超

过世界总人口五分之四的不发达国家渴望发展

的合理愿望又使得这一难题复杂化。2009年6

月，总部位于伦敦的一个气候变化和人口增长

专家组称，提高性和生殖健康（含自愿实行计

划生育）的可得性对于个人福利十分重要，其

有助于人口稳定。14          在过去，计划生育的成功

对控制人口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人口

增长率下降为部分国家争取到了应对气候变化

的时间。

性别：一个尚未具有充分代表性的变量

  迄今为止，两性关系及各自的特殊需求还没

有受到负责气候变化部门的注意。《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中也没有提及“社会性别”

一词。在长期被各种条约和国际公约忽略之

后，2008年12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召开的《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4次缔约国大会上正

式提出：“在性别问题方面，气候变化很可能

对男性和女性造成不同的影响。”《公约》秘

书处要求尽快形成“将‘性别’内容纳入应对

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同时强调在应对和适

应气候变化过程中，女性扮演着“非常重要的

角色”，是“变革的推动者”。该秘书处还专

门任命一名性别问题协调员，并成立了性别问

题联系人小组，以确保性别问题纳入《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三个方案领域。15

　　性别指与男人和女人有关的不同社会角色

和机遇，以及两性间的交流及社会关系。性别

问题不仅仅是关于女性的问题。应对气候变化

的政策若不考虑男人和女人、男孩和女孩的区

别，其成效就会大打折扣。不考虑性别因素的

肯尼亚的旱区。

降雨量的变化不仅影响了非洲，也严重影响了其它地区作物的收
成。

© AFP/Getty Images



政策会扩大男女间的不平等，从而加剧气候变

化造成的问题。16         应该特别关为女性目前面临

的歧视作出补偿。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女性在粮食生产、储备

和土地利用上可能对解决气候变化发挥作用，

我们需要花费更多精力去分析性别、农耕与气

候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女性在气候变化时面

对更多的压力和挑战，因为她们比男性更加贫

穷，她们对自己的生活更加没有权力，她们的

经济生产力更不被认可，她们在生育和抚养下

一代方面的负担更重。最近几次自然灾害表明

在热浪、飓风及海啸等极端气候灾难下，女性

比男性更易于死亡或其生活更加艰难。（详见

说明4：海啸与气候变化有什么关系？）

　　2009年6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在德国波恩草拟

的一份磋商案文表明，性别的重要性在气候变

化的讨论中得到了更多的认可。该案文有13处

提及性别、17处提及女性、一处提及《消除对

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有越来越多的女性

作为科学家、社区工作者或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的大会的谈判代表，参与到应对气候

问题的讨论中，这将为应对气候变化这一挑战

带来了更多元的视角，从而有益于整个社会应

对气候变化问题。反过来，通过提升女性的法

律和社会地位，使她们享有与男性相等的人

权，包括性生殖健康权利和决定是否及何时生

育的权利等，可进一步促进女性的参与。

　　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长达数千页

2007年的评估报告中，专门用一页半纸的篇幅

就应对气候变化及其相应的自然灾害中的“性

别方面的脆弱性和适应性”发表论述。文中写

到，相对于薪金阶层，女性更多地参与农业等

72009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

依赖自然资源的工作，女性在重建过程中承受

着更多的压力，因为她们还要承担生育下一代

的责任。文章总结说，制订适应对策时的应重

点考虑性别问题。适应对策中的性别差异，恰

好反映了性别问题上广泛存在的结构性不平

等，需要调整政策，开展能力建设，以减少这

种不平等。17事实上该委员会评估报告的作者

中，女性作者的数量不超过15%。

近期的行动

　　为就减缓气候变化（减少排放或者降低大

气中温室气体含量）以及制定应对气候变化对

策（使气候变化对社会和经济的破坏程度降到

最低）的问题达成一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签

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公约》

自1994年起生效，号召世界各民族达成这一目

标，即“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

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这一

水平应当在足以使生态系统能够自然地适应气

候变化、确保粮食生产免受威胁并使经济能够

可持续的进行的时间范围内实现。”

依赖自然资源的工作 女性在重建过程中承受

4     海啸与气候变化有什么关系？

　　由于关于气候变化的现成或权威的研究报告
很少，科学家有时需要用一些气候变化的替代现
象来观察气候变化如何影响男性、女性、男孩和
女孩，及不同性别面对自然灾害时如何反应和应
对。替代是指在某些方面模仿气候变化事件。
　　本报告采用多种极端事件作为气候变化的替
代现象进行研究。它将研究暴风雨（雪）（可能
是与气候变化有关），海啸（与气候变化无关
的）等严重程度相当的自然灾害造成的影响，作
为预见气候变化在未来几年中如何对人类迁移、
健康、就业机会及性别关系产生影响的一种方
式。



8 概览

　　该公约规定了缔约国的义务——不仅适用

于现在的公民，对后代同样适用。此外，该公

约还确定了根据“平等”和“共同但有区别的

责任”的原则保护气候系统。因此，发达国家

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这一战役

中起主导作用18。根据这些原则，大多数国家

于1997年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其规定了到

2012年发达国家要完成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鼓励”工业化

国家要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量，而在《京都议定

书》中，“鼓励”的措辞变成为“敦促”。

促进积极转变的议程

　　来自世界各地的气候专家和政府官员将于

2009年12月齐聚丹麦哥本哈根，出席《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以期

制定出一个新的能长远保证使全球气温下降的

国际协议。该协议将全球性地、公平地减少排

放，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恢复力，特别对于那

些对气候变化造成影响很少却对其最脆弱的国

家尤其如此。此外，该协议还将动员公众和政

府力量，以所有国家均认可的方式，努力实现

这些目标。大会还将讨论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资

金和转让技术的事宜。

　　各国政府现在必须预见到并做好准备的是

气候变化给发展、减贫、普及教育和医疗保

险、性别平等带来诸多压力和挑战。如果经济

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尊重人权和文化多样性、

妇女赋权及平等享有生殖健康权利等问题均得

到关注，则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才更有可能获

得成功。

　　然而，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措施应该基于

对实际情况的分析而不是主观臆断。必须尽快

消除气候变化影响及相关解决办法研究中的盲

点。

　　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性质复杂规模多

样，要求从即期、短期和长期利益三个方面考

虑行动领域。

　　适应，为了现在和为了将来：一些气候变

化已经发生，全球温度也已升高，因此我们别

无选择，只能适应现在及预计将来会出现的变

化。未来几十年内全球气温还会升高，未来几

百年内海平面也会上升，因此学会适应并应对

这些变化是我们短期任务和长期工作。然而，

适应行动不是捐助国、银行或大企业向发展中

国家提供一笔捐款就能实现的。尽管资金以及

技术和知识的转让对适应行动十分重要，但是

成功和可持续的适应更应是来源于适应者的生

活、经验和智慧。套用“美国全国黑人妇女健

康行动”计划的创始人及前任主任艾维莉的

话，就是“如果你要提起一个很重的篮子，就

必须从底下提起”。

　　即期的减缓行动：如不阻止温室气体全球

排量的升高并使其快速减少，适应行动将永远

该公约规定了缔约国的义务 不仅适用

5 　人口及适应行动

　　《国家适应行动方案》（NAPAs）第37条（
共41条）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已于2009年5月
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递交
了一份报告，报告详述了气候变化和人口（增
长）的关系，并明确指出人口急速增长要么会使
气候变化的影响进一步恶化，要么就会阻碍各国
的适应行动。19在筹备《国家适应行动方案》
中，最不发达国家阐述了各自在适应气候变化时
要优先处理的问题及相关需要。由于人口增长导
致的淡水资源匮乏、耕地减少问题又会加重气候
变化带来的影响。此外，人口增长还将使各国政
府更难以实现减贫和千年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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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结束，并可能会成为无法完成的使命。建

设应对气候变化的恢复力的努力不能忽视减少

排放。

　　长期的减缓行动：在竭力避免人类活动使

全球气候和天气破坏人类自身的宜居环境。同

时，迫切需要在减少气体排放问题上取得初步

的成功。这将成为人类未来几十年甚至几个世

纪的一项重大事业取得成功的关键前奏。

　　1994年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是人口

与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来自各国的代表

们一致认为，人口问题不仅仅是个数字，而是

事关人本身。由179个参与国通过的国际人口

与发展大会20年《行动纲领》表示，如果计划

生育、生殖健康及其它基本医保和教育的需求

得到满足，人口稳定就会自然发生，而不需要

强制或控制。

　　有充分理由相信，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普

及生殖健康、改善女童教育及推进性别平等的

成果，不仅可以帮助实现健康与发展目标，还

能降低生育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生育率的

降低使人口水平低于多数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预计的大量温室气体排放的情景。越来

越多的研究表明稳定的人口从长期看有利于减

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向全民提供自愿计划生育

服务是促进人口稳定的一个有效方式。

　　制订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的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取得了两项显著成

果，这对将于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气

候变化条约谈判有借鉴作用。第一，他们提出

人口增长的转变是人权问题，即所有人有权就

生殖健康作出自己选择的权力；第二，他们提

出的方法有利于个人的自我实现，并有助于家

庭、社区以及国家的福祉，最终将有助于整个

世界环境的稳定。

　　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为气候

变化领域提供了成功的范例。《行动纲领》凝

聚了各国的共识，认可发展的权利和平等使用

大气和环境的权利，以及男性、女性、男孩和

女孩平等享有以上结果的各种权利，有助于达

成各国民族都遵守的契约。

　　人口与气候变化的相互间关系很复杂且很

间接，但是它们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足以使哥本

哈根会议提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建议。在

更高的层次上确立政府参与人口与发展，提供

生殖健康服务和支持性别平等。

6　 气候变化、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
纲领》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中
两次提到“气候变化”。第一次出现在“序言”
里，称气候变化是“由非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和消
费模式造成的”生态问题，“并会导致我们后代
的福利受到威胁”。该文件呼吁各方在可持续发
展的条件下，加强人口方面的国际合作，但是文
件并未明确指出如何加强和实施这方面的合作，
也未明确人口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第二次提
出“气候变化”是倡导各国政府“考虑那些即将
受到全球升温和气候变化威胁国家的移民要求”。20

　　从1994年召开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到2000年
提出千年发展目标，全球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日
益升高。“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到2015年不再上
升”就是“千年发展目标”目标七下面的一个目
标，该目标旨在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2008年发
布的一份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的报告三次提及人口
增长，但未就人口动态或其与环境的可持续性、
或其与其他千年发展目标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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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100年里，地球的表面温度上升了

0.74摄氏度。这种增长尽管看上去并不显著，

却已经足以干扰我们星球的许多生态系统，且

对人类的健康构成重大危险。更重要的是，如

果最近的趋势象很多气候学家预测那样继续加

速的话，到2100年，地球温度可能再上升4至6

摄氏度，并可能对环境、居住、经济和人类造

成灾难性影响。 1

　　世界各地的气候学家越来越确信，最近的

气候大幅变暖归因于有大量温室气体注入了大

气层，这是由尤其是工业化国家中越来越富裕

人口的活动造成的。自然气候的变化可以解释

1900年以来温度的上升。但科学家迄今没有找

到自然因素——没有太阳条件的改变或从上次

冰川期继续恢复的迹象——可以完全解释气温

的这种急剧上升。也没有任何自然力量可解释

自1880年以来的10个最暖的年份出现在过去13

年中（详见说明7）。

　　温室气体，如二氧化碳和甲烷，是自然产

生的，并可引起能使地球表面温度升高的所

谓“温室效应”——我们这样称呼它因为我们

不太合适地将其比喻成温室的玻璃墙。假如没

有温室气体，来自太阳辐射的热量会更多地反

射回太空，地球的表面将变得太冷而生命则无

法维持。 

　　特别是在过去40年中，由于大量燃烧化石

燃料、依赖化肥的现代农耕方法、工业性使用

氯氟烃而造成的过量温室气体，已经使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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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闪电划过中国合肥的夜空。风暴的密度和强度不断升级，与此同
时全球气温不断上升。

© Xinhua/Xinhua Press/Corbis

1
的自然温室效应陷入了不平衡。此外，森林砍

伐，清除其他植被及海洋中积聚的二氧化碳已

经减少了全球“碳汇”，这种能力在过去几千

年中一直从大气中吸收剩余的碳。吸收二氧化

碳能力的减弱意味着大气中有更多的二氧化

碳，加剧了目前的温室效应失控。

　　随着地球表面变暖，气候模式也发生着变

化。不可靠的降雨妨碍着粮食生产；北极冰层

融化加剧了海平面上升，危及着世界各地数百

万居住在沿海低洼地区人群的生计。人类造成

的气候变化可能会导致人类消费和农业使用的

7    1880年至2008年10个最暖的年份

来源: McKeown, A; and G. Gardner. 2009. Climate Change Reference Guide. 
Washington, D.C.: Worldwatch Institute.
© Mick Tsikas/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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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的短缺。更加频繁和严重的风暴有可能造

成严重洪灾。而大气变暖可能使曾限于热带地

区的疾病和这害虫向北和

南两极扩散。

　 　 有 警 告 性 的 证 据 表

明 ， 现 在 可 能 已 经 触 及

——甚至越过了导致气候

或其他地球系统发生不可

逆转变化的重要的“颠覆

点”。由于气候变暖和干

燥，诸如亚马逊热带雨林

和北极冻原这样具有多样

性的生态系统，可能正在

趋近可发生重大变化的阈

值。山地冰川正在后退，最干旱的几个月供水

量减少的下游效应，将产生能超过数代人的影

响。2

　　在2008年，研究人员使用了来自4种不同

气候模型的数据并发现，北极和南极的气温变

化与自然变化不一致，可直接归因于人类的影

响。2008年有更多的证据表

明，由于更高的空气和海洋温

度，北极海冰消失的速度比以

前预计的更快。 

　　连续第二年，加拿大西北

航道出现了一条贯穿于北部岛

屿的无冰海峡。今年我们可看

到沿西伯利亚北极海岸的北海

航线的开通。这两条通道可能

在大约一百万年前的冰川时期

都未曾同时开通。 

　　北极海冰整体减少的趋势

已经持续了至少三个世纪。损失在夏季最大，

在冬天冰层厚度的减少也很明显。随着夏季海

冰的减小，过去数年形成的厚冰层也在减小。

这使得整个海冰系统更容易受到未来气候变暖

　　人类产生的主要温室气体是
二氧化碳、甲烷、氟化气体（包
括臭名昭著的、能损耗上层大气
中臭氧层的氯氟烃）和一氧化二
氮。温室气体是气候变化的最重
要原因。“碳黑”——其主要是
烟尘和其他小型燃烧碳粒子——
，及地球表面反射率发生的变化
（如当具有反射性海冰融化，并
被可吸收热量的海水代替时）也
是气候变暖的原因。4

8     温室气体

温室气体 产生原因

二氧化碳 化石燃料燃烧、为农业生产开
展的土地清理、水泥生产

甲烷 畜牧生产、化石燃料开采、水
稻种植、陆地填埋、污水处理

一氧化二氮 工业加工、化肥使用

氟化气体
  --氢氟烃
  --全氟化碳
  --六氟化碳

从冰箱、喷雾器和空调中泄漏
铝生产、半导体工业
电气绝缘、镁熔化

由于全球变暖和干旱加剧，像

亚马逊雨林和北极冻原这样复

杂生态系统可能面临绝境。高

山冰川不断融化导致了下游旱

季的水供给急剧减少，这种困

境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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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并拉近了一个无冰北极的前景。 3

　　北极气候变暖的速度是世界其他多数地区

的两倍。最北部的气候变暖被加剧，这是由于

冰雪融化造成地球表面的反射性能下降。冰和

雪可将太阳能反射回太空，而较暗的地表如裸

苔原和广阔的海洋则吸收更多的太阳能，并将

其发射出来使空气温度上升。因此，由于反射

面的消失，较暗的地表能向周围的环境释放热

量，导致更多冰雪融化。

　　但也许有其他因素导致北冰洋加速变暖。 

2007年，在加拿大北部和阿拉斯加的波弗特

海，发生了特别大的冰层损失情况。这是由于

来自南部的温暖的海水流入并融化了海底冰

块。5  当地的气候条件也增强了冰块损失。如

在2007年，在每天阳光照射的时段里，不正常

的、晴朗的天空增加了冰块的融化，且夏季初

期的强风使得冰层变为季节性的流冰群，在辽

阔的海洋中产生了大量的碎片。6

　　北极最大块的冰块覆盖着格陵兰岛。某些

地方的冰层厚度达3公里。如果所有这些的冰

块都融化，海平面会上升约6米。直到最近冰

川学家还推定，随着冰盖表面的温度渗透并逐

渐融化冰块，该冰块会缓慢地融化几千年。但

仅仅由于正常融化的情况，冰层损失的速度也

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期。目前冰层的损失是每

年超过100立方公里。2008年新的研究结果显

示， Jakobshavn Isbrae冰川向格陵兰西部海洋

中的损失，这是冰川损失的最重要的路线之

一，自1997年以来增加了一倍。7    对格陵兰冰

盖历史数据的一项分析表明，由于气候变暖，

格陵兰冰原完全有可能在今后几十年内彻底溶

化。8

　　南极的冰层也正在消失，特别是南极西部

的冰原。这个冰原包含的冰足够使海平面升高

约5米。研究人员2008年预计，在1996—2006

年期间南极西部冰原冰块的损失增加了60%。9

　　科学家们相信，有些颠覆因
素可能通过触发连锁反应，即加
速其他气候变化的正反馈，使我
们的星球的气候变得不稳定。一
旦一个颠覆因素因为越过阈值或
临界点被触发，即使所有温室气
体排放都终止，它也是无法逆转
的。若气候变化继续以目前的速
度发展，未来十年内一些颠覆因
素，如北极夏季海冰减少，就可
能被触发。人们认为，其他一些
颠覆因素如大西洋海流崩溃，也
只不过是数十年后就会发生的
事，而南极冰层的损失在未来几
个世纪内还将继续。4

9     颠覆气候的因素

倾翻因素 预测的结果

北极夏季海冰缩小 全球平均气温较高并改变生态系
统

格陵兰冰盖融化 全球海平面上升6米

南极洲西部冰盖坍塌 全球海平面上升5米

厄尔尼诺事件增加 气候模式发生变化，包括干旱增
加了，特别是在亚洲东南部

亚马逊森林的破坏 森林大规模消失，降雨量减少

印度夏季季风的改变 干旱普遍并改变了气候模式

撒哈拉/萨赫勒和西部非洲
季风的改变

气候模式的改变，包括撒哈拉/萨
赫勒绿化的可能，这是少数有积
极意义的颠覆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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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半岛——即从南极洲西部向南美洲延伸，

冰层的损失增加了140%。

　　“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最近的评估预

测，由于更加温暖的海洋中的热扩散和高山冰

川的融化，在未来一个世纪内全球海平面将升

高18至59厘米。但从报告完成以来，参与这一

评估的许多研究人员已预测一个更大的上升可

能或很可能发生。新的预测是到2100年海平面

将上升1米，这部分是基于对格陵兰和南极洲

的冰原自然解体可能性的重新评估。10

　　2008年一项关于冰原损失动态的研究宣

称，由于格陵兰、南极和其他冰川和冰盖的流

失，下来世纪海平面的上升将多达两米。11 这

一升幅将远远超过最近预计。海平面在18世纪

上升了2厘米，在19世纪上升了6厘米，在20世

纪上升了19厘米，基于21世纪最初几年观察的

速度，人们曾预计本世纪海平面将上升30厘

米。12   目前预测海平面上升的幅度是依照上个

冰川时代末期的情况而确定。当时由于冰原解

体，海平面在每个世纪期间上升了70至130厘

米。13   假如按照目前受影响地区的人口密度，全

球的海平面上升1米将使得亚洲有100万人口无

家可归，这些人口主要在中国东部、孟加拉和

越南；而在欧洲会有1400万人口受影响，在非

洲和南美洲将分别有800万人口受影响。14

　　2008年的研究表明，因热传播、山地冰川

在玻利维亚一个名为Botijlaca的农村小镇，冰川如今只剩下一片湖泊。玻利维亚的冰川加速融化，威胁着农村和城市的供水。

© Andi Gitow/UN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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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缩以及冰层融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可能甚至

比两年前的预计更加严重和更快到来。不管我

们多么迅速地阻止气候变化，海平面都会上

升。因此，对人们来说，适应海平面的上升努

力比以往更加迫切。 

　　北极以甲烷的形式蕴含着大量温室气体，

这些甲烷被锁定在永久冻土层的冰格里或北冰

洋底的海床中，当星球升温时，在北冰洋海床

下的甲烷便会释放出来。大量地释放甲烷会加

剧全球变暖，可能使自然生态系统从碳的储

存场所转变为碳源，触

发迅速和无法控制的升

温。

　　气候学家们担心甲

烷水合物进入大气，不

管 是 当 永 久 冻 土 层 融

化，还是海水升温松动

海岸被冻结的储存物。 

2008年，有关西伯利亚

大陆架的一项研究报告

显示，勒拿河三角洲海

岸的甲烷浓度升高了。15

研究人员同时表明，含

有5000亿吨碳的西伯利

亚东部永久冻土一旦融化，将会是无法逆转

的，2500亿吨碳可在一个世纪内释放出来。16未

冻结的北部泥炭地也含有大量的碳且也对气候

变暖很脆弱。泥炭的碳储存能力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其湿度。气候变暖会使泥炭变干，降低

地下水位。一项新的模型研究表明，这将导致

土壤中有机碳的大量损失。在加拿大马尼托巴

省北部，温度每升高4摄氏度将释放86％受隔

离的、或被储藏于泥炭内部的固碳。17

　　对森林吸收二氧化碳能力感到担心的一个

原因是，森林覆盖率本身正在下降并目前正成

为增加排放的因素——变更土地用途导致每年

有15亿碳进入大气层，而这几乎全部是砍伐热

带地区森林的后果。18另一个原因是，即使原

始森林可能出现了麻烦，森林的碳储存能力可

能已达到顶峰，气温的升高可能已经减少了北

半球植被对碳的吸收。夏季较高的温度对树木

施加了极大的压力，并且光合作用很快停止

了。光合作用一旦停止，碳不再受到封闭，疲

劳的森林容易受到污染、火灾和病虫害的损

害，而使其变成碳源。19

　 　 另 一 个 主 要 的 “ 碳

汇”——海洋，也处于危险之

中。海洋吸收碳，帮助维持地

球大气层的平衡。在过去150

多年里，海洋吸收了大气层中

三分之一到一半多余的二氧化

碳。由于在海水中所吸收的气

体与碳酸盐离子相结合并形成

碳酸，海洋已呈30％的酸性。

酸 化 抑 制 海 洋 生 物 钙 化 的 能

力，对贝类和珊瑚构成威胁，

因为它们是和世界许多人食品

和收入的重要来源。 

　　除了温室气体外，还有其

他一些重要的人为因素影响气候。越来越多的

证据表明，由烧火、燃煤发电厂、柴油发动机

和家庭烧火而产生的煤烟或碳黑对气候变化产

生了重大的影响。悬浮在大气层中的暗物质粒

子吸收辐射能量并使其占据的空气温度升高。

全球碳黑排放量正在迅速上升，中国的排放量

自2000年以来可能增加了一倍。碳黑对气候变

暖的影响可能三倍于“关于气候变化政府间专

家小组”最新报告中的预计数，它成为影响气

候的第二重要物质，仅次于二氧化碳。20这些

调查结果仍有争议，因为黑色烟尘能加温但也

有证据表明，包括燃烧、煤

炭、发动机和人类活动所释

放出的大量煤烟或炭黑导致

了气候的变化。空气中悬浮

着的碳黑粒子吸收了辐射能

并释放出热量。全球的碳排

量放急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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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冷却。但当碳黑落到冰面上时会使冰面变

暗，吸收更多的太阳能，从而导致当地变暖及

冰块融化。煤烟可能会对一些地区冰川消失负

责，甚至可解释喜马拉雅-印度-库什山脉为何

加速融化。 21

　　新的研究显示，各个大洋产生的最强烈的

旋风的风速都变得更加激烈。22    海水温度在相

对凉爽的海洋盆地的升幅最大，主要是北大西

洋比较明显，北太平洋东部和印度洋南部也是

如此。热带旋风只有在海水温度超过26摄氏度

左右时才会形成。因此海水升温越高，越有可

能产生更频繁、更强烈的热带旋风。 

　　对世界水资源短缺问题日益增加的关注，

揭示了有关气候变化对地球水循环可能带来的

影响的新发现，包括降雨量、土壤蒸发和在河

流中冰川融水流量的损失。新的结论预测地中

海和美国中西部水库可能会干涸，中国和中东

的河流可能会干涸，以及在没有冰川的南亚极

图1.1   1970-2005年极端气候事件

资料来源：2009年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报告。

10    气候变化的风险

　　到本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上升6.4摄
氏度。
 
　　如果全球气温上升超过摄氏2.5度，多达30％
的植物和动物物种可能会灭绝。 

　　因为气候变暖和酸化水，世界各地三分之一
的珊瑚礁可能会灭绝。 

　　到本世纪末，全球平均海平面将上升43厘
米。 

　　到本世纪下半叶，北极的冰河将在夏天完全
消失。 

　　由于严重的干旱，每年在6个国家中将有一
个国家面临粮食短缺。
 
　　到2075年，30亿至70亿人口将面临长期缺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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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预测的山洪暴发时河流流量的特点。23

　　“气候变化政府间专门委员会”就全球气

温上升和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提出了一个分

类，其程度和范围包括适中和可管理，直至灾

难性结果。除非我们很快采取行动，去稳定并

减少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否则我们会面临

温度上升对生态系统、自然资源、人口造成的

普遍损害，经济活动受到巨大破坏。这种损害

肯定会终止发达国家的繁荣且威胁发展中国家

人民的基本生活。

　　气候变化科学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但现

有的证据表明，我们可能正处于越过颠覆点的

几年内，有可能会永久性破坏原本足以支持一

半世界人口的农业活动、维持“碳汇”、并防

止大冰原融化的季节性天气模式。

　　Anita  Cano是一名20岁的妇
女，脸上带着瞬间的微笑，她在
伯利兹圣佩德罗Ambergris潜水公
司前台工作。但她说，她可能不
会长时间留在这里。“由于当前
的经济形势，这份工作是不稳定
的”，她说。
　　在正常情况下，圣佩德罗是
伯利兹比较有活力的旅游景点，
许多外国人寻求在附近暗礁间潜
水和潜游探险，十分热闹。
　　今年的旅游业急剧下降，多
数人说这是由于全球经济危机。
此外还有一种担心，即正在死亡
的珊瑚礁将减少伯利兹这样的旅
游目的地对游客的吸引力，这每
年给伯利兹经济发展注入大量现
金。
　　伯利兹的旅游业雇用了1.5万
人，约占全部工作岗位的四分之
一。旅游业是该国妇女最大的行
业，她们多是单身户主。
　　科学家们说，由于如水温升
高类的气候变化、更加强大和频
繁的飓风，海洋从空气中吸收了
更多的二氧化碳而日益酸化，伯
利兹及邻近国家海岸的珊瑚礁石

正在逐渐死亡。
　　如果加勒比海沿岸的活珊瑚
大幅减少，旅游还不是唯一受到
影响的行业。该国2200名渔民的
生计将处于危险之中。捕鱼业占
伯利兹国内生产总值的6％－8％。

此外，更强大和更频繁的飓风造
成灾难性后果的可能性将增加，
因为珊瑚礁提供的保护将会消
失。

　　Anita说，她不大了解正在死
亡的珊瑚礁和气候变化可能产生
的其他影响，但“这里90％的人
依赖海洋谋生，当然这是很重要
的”，她承认。
　　“和3到5年前相比，今年旅
游业务量下降了60％”，伯利兹
圣佩德罗Amigos del Mar潜水店导
游Andre Paz说。他也把当前业务
量下降归因于全球金融危机和珊
瑚礁死亡。“我们看到鱼和珊瑚
都少了，而且海里缺乏色彩”，
他说。Andre和他的同事Robert 
Zelaya都认为，气候变化是罪魁
祸首。
　　科学家们表示，由于海水温
度长高，二氧化碳被海水吸收造
成海洋酸化，同时飓风的风力更
大并且更加频繁等因素，珊瑚正
在死亡。
　　由于业务量下降，Amigos 
del    Mar公司已经裁减了4个人，
并从其10条船的船队中出售了
一条。“过去，我们平均每天派
出30个人去潜水、钓鱼或潜航。
现在我们派出大约15个人”,Paz
说。

A

11    伯利兹人的生计受到水温上升的威胁

Anita Cano. 

© Trygve Olfarnes/UNF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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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对由人类导致的气候变化的首要任务是

阻止其进一步恶化。

　　现在就采取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有助于

人类避免灾难。

　　我们没有时间拖延，我们已经在悬崖边

上。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作出的结论是，目前的温室气体浓度

便可使地球平均温度比工业革命前提高2摄氏

度。1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和其他机构对全球气温上升的各种影响的

评估，许多国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已经接受并

遵守以2摄氏度作为上限，避免发生由人类引

起的灾难性的气候变化。2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已经把大量的

温室气体排放到大气层中，特别是过去的40年

对气候变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只有所有国家

和人民共同努力，协调一致，全面推动，才有

机会减缓或阻止地球变暖。

　　所有国家和个人都对大气层吸热负有相应

的责任，不仅仅是通过燃烧化石燃料而产生的

二氧化碳排放，还有因土地利用变化产生的二

氧化碳、甲烷（一半以上来自农田）、氧化亚

氮（超过五分之四的排放量来自农业）、以及

含有两个原子以上分子的其他气体。3

　 　 世 界 资 源 研 究 所 提 供 的 数 据 表 明 ， 从

1850-2002年，来自化石燃料燃烧积累的二氧

化碳排放，发达国家占76%，而发展中国家只

占24%。该研究所对累积排放量的分析，没有

2009年8月，莫拉特台风袭击了中国台湾省，整栋酒店大楼倒向大
海。

© Associated Press

第二章  如临深渊2
考虑与土地利用变化有关或近来由于砍伐森林

而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其中大部分发生在

发展中国家。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的数据，在人口日益增长和社会日

益富裕等因素推动下，2005年，所有发展中国

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总和开始超过发达国家。

目前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

总数的54%。2007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

为从化石燃料燃烧产生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国

家。4

　　虽然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大部分在大气

层中积累的由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是

由发达国家排放产生的。但是，据国际能源机

构预测，发展中国家在2008-2030年期间将会

在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中占到

更大的比例。5     除了极个别的例子外，发达国

家的人均排放量仍然普遍较高，而且在许多情

况下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6

　　虽然导致排放量增长的众多因素难以量

化，但是人口增长对总排放量的影响，对工业

化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人口

中每个额外增加的人都会消耗食物并有住房需

求，大部分人会利用消耗能源的交通方式，可

能使用燃料给房屋供暖，以及能够用电。逻辑

上讲，额外人口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影响最

大的，是人均能耗和物耗水平最高的发达国

家。虽然相关性并不能证明因果关系，但国际

能源机构预测，到2030年，仅仅欧洲和日本的



排放量将比现在降低，因为这些地区的人口现

在已接近或已开始下降。7

　　在面对发达国家的人均高排放量和发展中

国家的排放量快速增长的难题下，号召人类在

这个有可能演变成气候灾难的边缘地带停下来

是非常紧急的。美国宇航局、美国国家大气和

航天局的气候科学家詹姆斯·汉森以及波茨坦

气候影响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建议，全世界的二

氧化碳浓度应该稳定在比目前水平低百万分之

380。科学家表示，如果能够达到这一标准，

我们应该能让大气层从危险的边缘回撤到1990

年前后的水平。8气候谈判者、各国政府和人民

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负责任地实现这种回撤，

将被公平地分摊到这个由某些人所造成的气候

已经发生变化了的世界。

人口变化和排放量

　　气候科学界普遍指出，深入分析不断变化

的规模、速度和人口增长结构有利于我们全面

了解气候变化的组成部分。这种观点反映在联

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07年第

四次评估报告中，指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

人口增长是20世纪最后30年全球排放量增加的

主要驱动力。”9

　　国际能源机构在2006年出版的研究报告

中，分析了从1970-2000年造成温室气体排放

的四大因素，并预测这四个同样的因素可能会

在2000-2030年产生更多或更少的排放。研究

表明，人均收入的增加已经并将要对排放量起

到最大的影响。随着“能源利用率”（产生一

定量的经济产品所需要能源量）的提高，从长

期来看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与此同时，人

口增长对于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

加有着较小但是持续的影响。10

　　气候谈判者开始把人口问题提上日程，

并将于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达成新的气候协

议。没有一个政府或联合国机构提出“控制”

人口问题。事实上，由于出现了支持控制人口

的恐惧，“人口”一词在气候问题辩论中只字

不提。然而，在辩论中，一些与会者初步暗

示，至少需要考虑人口增长的影响。欧盟已提

出一项建议，人口发展趋势是在确定温室气体

减排目标时应考虑的因素。其他因素还有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温室

气体强度”和过去的排放趋势。11

　　“温室气体强度”反映出温室气体的具

体数量，统一以每一种气体相对二氧化碳变

暖潜力的方式来衡量，如何与每个经济活动

的货币单位（如美元或欧元）挂钩。因此，

如果全球温室气体强度的下降速度足够快，

随着排放量减少，全球经济能够平稳增长，

这就是气候政策的主要目标。因为大多数决

策者希望经济增长，而且要减少温室气体排

图 2-1  1850-2002年，由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
碳排放总量排名前15位的国家

国别     占全球排放百分比

美国          29.3

欧盟25国     26.5

俄罗斯         8.1

中国           7.6

德国           7.3

英国           6.3

日本           4.1

法国           2.9

印度           2.2

乌克兰         2.2

加拿大         2.1

波兰           2.1

意大利         1.6

南非           1.2

澳大利亚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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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Baumert, K., T. Herzog and J. Pershing. 2005. Navigating the Numbers: Greenhouse Gas 
Data and International Climate Policy.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放 。 一 些 人 认 为 ， 消 费 模 式 和 消 费 水 平 比

人 口 增 长 对 气 候 变 化 产 生 更 重 要 的 影 响 。

在 上 世 纪 9 0 年 代 初 ， 一 些 工 业 化 国 家 和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研 究 人 员 就 这 个 问 题 进 行 了 积

极 的 辩 论 ， 孟 加 拉 国 环 境 与 发 展 专 家 阿 提

克·拉赫曼注释了他所谓的“极端失衡”，

即将人均排放量和消费视为“气候炸弹”，而

不是人口问题本身。“气候变化是更为敏感的

消费模式而不是人口学的考虑”，拉赫曼说，

由于“人口动态比消费和生产模式具有更大的

惯性力……。”处理消费不仅有健全的道德基

础，而且也有更大的快速行动的范围。12

　　对于把消费视为减少排气量的核心因素而

需采取措施的辩护，在过去20年没有消退，部

分原因是它把对气候变化的大部分责任推卸给

消费模式更高的富裕国家。2009年，环境记者

弗雷德·皮尔斯写道：“约占全球人口7%的

世界上最富有的5亿人，占世界二氧化碳排放

量的50%”，“与此同时，50%最贫困的人的排

放量仅占7%。”13

　　通过人口增长对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

影响的计算，我们得出非常一致的结论，即

过去很大部分的人口增长是导致总排放量增

长40-60%的主要原因。印度研究人员乔蒂·

佩瑞克和J.P.佩努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指

出，20世纪90年代生育率下降“可能意味着到

210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大幅减少。每个出生

的新生命，不仅一生都在排放二氧化碳，而且

将把这些排放留给后代。因此，节省的排放量

等于计划出生的人口乘以时间。对人口增长和

温室气体排放进行评估的一个原因，是在一些

发达国家，人口增长对总排放量会产生很大的

影响。例如美国经济从1990-2004年总体上保

持非常兴旺发展期间，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

碳人均排放量基本保持不变。对整个美国来

说，二氧化碳总排放量与人口数量以每年18%

图2-2   人均温室气体排放和地区人口总量。

“附件I”国家是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认定的发达国家。“非附件I”是指发展中国家。本图反映出的这些数据的所有情况均可提供给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并反映出每
一组在二氧化碳方面全球变暖相等的潜力。标明的每个国家组的百分比涉及到与能量有关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比例。数字表示，在南亚，人均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为3吨，而在美国和加拿大，
人均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为25吨以上。

资源来源：Rogner, H.-H. and others. 2007.  “Introduction.” Climate Change 2007: Mitigation.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II to 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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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速度同步增长。然而，美国50个州的情况并

不完全相同，一些州的人均排放量随着人口增

长而下降，而另一些州的人均排放量随着人口

下降而增长。

　　1991年，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首席科学

顾问，物理学家约翰·霍尔德伦指出，“因人

口增长而对居住习惯产生的变化导致人们更多

的交通、资源、商品和人口的需求”，比如人

口增长直接刺激消费增长。他同时指出，人口

稠密的城市地区创造的“热岛”或“集中的能

源需求（人口较稀疏的地区无此需求）”，可

能会导致人们更多地使用空调，从而导致增加

其他能源消费。”14

　　霍尔德伦的观点对美国努力向使用可再生

能源转型提出了挑战。据估计，使用可再生能

源产生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相同能量，可能需

要燃烧化石燃料土地量的300倍。因为矿物燃

料的开采，一般只需要有限的土地，通过矿井

或钻井把它们运输到地壳表面。而太阳能正是

通过占用大面积土地的光伏电池或镜面吸收并

聚合光能。风力发电，一般都需要占用大面积

土地去放置许多巨大的风力发电机。环保主义

者和美国政府官员都担心，特别是美国西部，

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土地稀缺将会使存在于人类

与生态系统对土地需求的激烈竞争进一步加

剧。15

　　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所关注

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动态的方式，即尊重生殖权

利，提供普及包括自愿计划生育在内的性和生

殖健康服务，同样也适用于发达国家。根据古

特马赫研究所对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研

究，发达国家的意外怀孕率实际上要高于发展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

口司根据有关生育率和其他影响

增长因素的各种假设，对2050年

世界人口规模的各种情况作了规

划。例如在“低变异”情况下，

到2050年，将有接近80亿人口居

住在地球上。这种情况假定生育

率为1.54，远在“更替生育”率

2.1以下。世界范围当今的总生育

率为2.56。

　　人口司预测的“中变异”

情况是，从欠发达地区的总生

育率来看，2005-2010年，平均

每个妇女生育2.73个孩子，到

2045-2050年将生育2.05个孩子。

人口司指出，为了实现减少生

育，必须扩大自愿计划生育，特

别是在最不发达国家。2005年前

后，在最不发达国家，已婚或同

居的育龄妇女使用现代避孕方法

的占24%。另外23%的同类妇女没

有采用避孕措施，尽管她们当时

或未来两年内不希望怀孕。“未

满足需求”定义。18按照联合国秘

书长在世界人口报告和国际人口

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在发展中

国家，有1.06亿已婚妇女未能满

足其计划生育需求。19

联

12     人口增长情况说明

2050年世界人口情况说明

低 中 高

79.59亿 91.5亿 104.61亿

根据人口增长情况，2045-2050年世界生育率

低 中 高

1.54 2.02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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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报告指出，这些趋势“交织在一起”，

“正在对环境造成前所未有的影响，导致气候

变化、土地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

　　人口增长对排放的影响还受到其他复杂因

素的影响。根据人口司的报告，“人口增长和

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的关系并不简单，通过经

济和技术变化对人口动态的净影响，对未来温

室气体排放趋势的情景进行评估是非常困难

的。此外，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城市化进程

的加快和家庭规模的变化对温室气体排放都有

相互作用。”20

　　研究人员开始剖析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人口

变化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1995年的一项早

期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家庭规模的减少，通常

伴随着较低的生育率和较高的经济增长，可以

中国家。在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

新西兰和美国，平均有41%的怀孕人数是意外

怀孕。16     在发展中国家，估计有35%的怀孕人

数是意外怀孕。从长远角度来看，防止意外怀

孕有助于稳定人口增长，而且还有助于减少未

来温室气体的排放。17

人口与气候变化：近距离观察

　　2009年初，联合国秘书长向人口与发

展 委 员 会 第 4 2 次 会 议 提 交 的 报 告 中 ， 对 人

口 数 量 、 人 口 发 展 、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和 气 候

变 化 作 了 更 细 致 的 观 察 和 分 析 。 这 份 报 告

由 联 合 国 人 口 司 编 写 ， 并 把 2 0 世 纪 世 界 人

口 的 迅 速 增 长 与 更 快 速 增 长 的 城 镇 人 口 、

生 产 、 土 地 种 植 、 用 水 和 能 源 消 费 连 接 起

旱灾过后，津巴布韦Bikita区的农民Mabel Zevezanay手里拿着一个干瘪的玉米棒子。

© AFP/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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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增加温室气体排放的总量。这些研究人员

发现，家庭是能源消费的基本单位，对家庭的

供暖或制冷不受家庭规模的影响。事实上，家

庭人数减少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明显提高，在

应用系统分析世界人口方案国际研究所的人口

统计学家说：“离婚可能会比额外出生人口产

生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21

　　规模较小的家庭提升温室气体排放的重

要性在2004年量化这种影响的研究中得到了肯

定。研究表明，在特定情况下的人口增长，可

以提高或抑制其对环境的影响。22     即使是人口

学单位，比如一个人或一个家庭，都有可能

会大大改变温室气体排放模式的结果。研究人

员推测，人口老龄化，人口平均年龄增加，预

期寿命增加和生育率下降，可能会导致温室气

体排放增加，或者抵消部分因为增长本身放缓

而节省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然而对老龄化本身

的研究却产生与前一观点相悖的结果。美国和

欧洲的研究人员发现，在美国，温室气体排放

量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大大减少，而在印度和中

国，这一影响却不很明显。23     研究人员发现，

虽然年纪较大的人可能比年轻人在较小的家庭

　　如果温室气体排放是从单个

人类活动开始的话，妇女的活动

与男人的活动是否有所不同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没有什么研

究，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在发

达国家，只有很少的公共舆论对

气候变化或其他环境问题的调查

表明，这一分散的结果是由性别

引起。

　　根据经合组织2008年公布的

研究结果，工业化国家的妇女更

有可能是“可持续的消费者”。

意思是说，她们倾向于购买生态

和有机食品，更有可能回收利用

旧物资，对有效利用能源更感兴

趣。研究表明，这些国家的妇

女在消费者做决定方面占高达

80%。26

　　然而，不清楚减轻大气层变

暖的消费方式是由于家庭妇女的

环境意识，还是由于长期的经济

和社会不平等而阻止妇女从她们

国家和社区的发展中受益并为其

作贡献。在美国，一些关于环境

或气候变化的特定性别态度的研

究通常都支持这种观点，即，妇

女比男人更有可能购买“绿色”

产品，这些产品在广告宣传中说

是对环境危害较小。通常妇女也

比男人更没有可能信任政府和公

司来解决环境问题，而更有可能

打算亲自采取行动来解决问题。

这些基于性别的不同在较高收

入人群中表示出来。27研究人员

在22个国家中进行的一项研究中

发现，妇女更有可能考虑环境问

题，例如气候变化和以改变她们

的行为为结果。28

　　2008年，在对澳大利亚悉尼

郊区居民关于环境可持续性的一

项调查中发现，妇女和女孩更容

易被合作倡议吸引，更集中于社

会，更关注气候变化的影响。男

人和男孩不大可能持续性参与，

在讨论环境问题时，他们对技

术、良政问题和商业更感兴趣。29

　　北欧的研究人员调查了不同

排放的影响，发现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的妇女整体上对大气层

的影响较少。主要原因好像是两

性人群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

的不同活动，男人开车和乘飞机

的次数可能比妇女多些（在瑞典

可能是75%30）。然而，这种不同

看来更多是来自获得经济资源的

不平等，比通常来自对于环境或

运输的行为或态度，更少受决策

的影响。该项研究也用数量表示

了另一个与温室气体有关的消耗

差异：发达国家的男人吃肉多—

在丹麦，男人平均每天吃139克，

妇女平均每天吃81克。妇女吃肉

少不仅是与她们的体型成比例，

而且至少在一些国家，妇女的饮

食消费多以蔬菜而少以肉食为

主。

如

13     妇女、男人和温室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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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活，但其对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的影响将超

过受经济增长放缓和伴随人口老龄化的消费量

减少所抵消的部分。

　　研究人员同时发现，城市化对温室气体排

放减少起到反作用。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

明显地提高了温室气体排放量。这不完全是因

为城市人口人均产出温室气体高于农村人口。

有另外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这是一个虚构的假

设，因为现在城市承载超过一半以上的世界人

口，却仅产生远低于世界上一半的温室气体排

放量。24    城市的经济增长刺激往往在整个国家

起到连锁反应，从而帮助推动农村经济增长。

同样，更大的经济增长可能因此提高全国温室

气体的排放。25    总的来说，经济持续变化表明

它对温室气体排放量比人口变化起到更直接的

影响。

人口与未来排放

　　没有人是真正“碳中性”的，特别是把所

有的温室气体都考虑到方程式中。因此，每个

人都是问题的一部分，所以每个人都必须以某

种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将

共同努力解决增加温室气体排放的每个因素，

其中之一是地球上不断增长的人口。

　　根据国家大气研究中心气候学家布赖恩· 

奥尼尔的研究，如果联合国人口司的低速人口

增长目标能够实现，这可能比实现中速人口增

长目标（到2050年全球人口可略多于90亿）对

全球减少10亿至2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31     研

究员估计，通过在全球新建筑采用有效利用能

源的技术或架设200万千兆瓦风力发电机取代

目前使用的燃煤电厂，可以产生类似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结余。32   此外，到本世纪中叶世界人

口将达顶峰并开始下降，年温室气体排放量结

余将比中速人口增长预测的增长量继续大幅度

增长。这意味着，在低速人口增长情况下得到

的净排放量结余与在中速人口增长情况下通过

主要投资能源技术得到的净排放量结余大体相

同。

　　英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 斯特恩估计，为

了避免全球气温达到对人类产生潜在灾难性的

高度，“全球人均温室气体排放...将作为一个

基本的算术问题，必须在2050年之前控制在两

吨，”假设一个90亿人口的世界用二氧化碳来

衡量，“这个数字是非常低的，对任何成员都

没有多少回旋余地。”33

　　如果世界遵循联合国人口司提出的80亿人

口的低速增长预测目标，由于人口总数减少而

在中国山西省长治炼焦厂附近，一个妇女在地里干农活。

©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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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的额外温室气体排放，地球大气层将能够

忍受更高的人均排放量。34人口低速增长预测

是假设通过对社会提供更多的生殖健康服务，

包括计划生育和其他措施，让妇女和女孩得到

更多机会和自由，从而降低全球的生育率。在

一项关于减少化石燃料产生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成本的对比研究发现，在自愿计划生育和女童

教育经费上投资，从长期来看，不少于在核能

或风能方面投资，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起到的

效果和作用。35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委员会1992年的报

告，“计划生育影响温室气体排放对处在各个

发展水平的国家都是很重要的。”该委员会的

结论是，“人口增长放缓与收入增长过快相

关...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与经济较快增长相

关的温室气体排放。”计划生育的影响表明，

到2020年，低、中等和中上等收入国家的二氧

化碳排放量将比他们不采取计划生育措施减少

约15%。有效的计划生育方案对解决温室气体

排放问题以及更广泛的福利问题的作用是所有

国家都值得考虑和关心的。”36

　　通过各种投资改善妇女和女童的健康、生

活条件和社会地位，导致生育率下降，从长远

看将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妇女与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我们有机会通过讨论性别差异消费，更有

效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把二氧化碳从大气

层中清除出去。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妇女生产世界上大

© Amanda Koster/Corb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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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一半的粮食，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妇女生

产60-80%的粮食。37由于人们寻求并研究使温

室气体排放增加的各种原因，自然陆地碳吸收

（农业土壤和森林、树木、多年生农作物和其

他植物几十年来吸收二氧化碳使其离开大气

层）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大的兴趣。如果我们通

过金融手段鼓励这种做法，就好像是气候变化

的影响更加明显及更具有破坏性，女性农民可

以站在努力减缓这些影响的最前沿。38     假定为

国家的某种需要而修改法律以及改变社会规

范，这样，妇女能够拥有其耕种的土地并控制

其赚取的收入，这将对妇女的日常生活及生计

产生重大影响。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目睹了妇女在世界

范围内采取行动以帮助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的

含量。旺加里·马塔伊一生中积极动员妇女，

在肯尼亚退林和退化的土壤上种植成千上万棵

树，她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在印度，绿色环

保运动（原来的“抱树者”）从20世纪70年代

就开始召集妇女，用环抱树木的方式来劝阻伐

木工人乱砍伐森林，以保护她们自己拥有的森

林。这一活动促成了印度森林法的大改革，使

印度拥有了今天更高的森林覆盖率（树木吸收

更多的二氧化碳，而减少向大气层排放）。如

果没有这项运动，印度的森林覆盖率将会是另

一番景象。一项关于砍伐森林（一项男人占压

倒多数并造成大量二氧化碳排放的活动）的研

究发现，在低收入国家，妇女非政府组织的大

量存在可能有助于防止破坏森林。39

约 半的粮食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妇女生 木工人乱砍伐森林 以保护她们自己拥有的森

　　对砍伐森林性别方面的研究

相对缺乏是非常震惊的。把木柴

燃料和活动两方面连起来看，例

如做饭和烧制陶器。研究表明，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妇女要得到

燃料就必须走越来越远的路。例

如在苏丹的一个农村社区，在过

去10年里，获得燃料所需的时间

已增加了4倍。况且，在农村地

区，妇女的生计经常依赖森林资

源。因此，森林的损失可能影响

她们挣钱的机会。最后一点，森

林的损失经常影响妇女的健康：

长距离肩挑燃料重担可以导致脊

椎损伤、妊娠复杂化并增加孕产

妇死亡的风险。

　　然而，在过去几十年里，类

似针对妇女的非政府组织，例如

肯尼亚的绿色地带运动、美国的

妇女环境和发展组织已经动员起

来，以保护乃至扩大森林面积。

很多象这样的组织也进行宣传或

促进确保遵守环境协定。

　　美国3所大学—纽约州立大学

斯托尼布鲁克分校、布朗分校和

克拉克分校的社会学家最近在调

查了1990-2005年期间61个国家

砍伐森林的情况后，发现有大量

妇女和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国家，

其森林损失程度明显降低。研究

人员建议，妇女非政府组织获得

了理论可以预言的东西：她们为

保护森林成功地进行宣传，开展

对保护森林有积极影响的动员活

动。40

14    妇女和重新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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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总是影响到人类的迁移以及人类在地

球的分布。纵观历史，人们已经离开了严酷而

不断恶化的地方，而游牧民族更是从传统上就

倾向于季节性的迁移从而在敏感的生态环境中

维生。1930－1936年间美国沙尘暴导致的干旱

曾迫使数十万人离开家园，而上世纪70年代非

洲萨赫勒地区的干旱也曾迫使数百万农牧民迁

移到城市。1

　　但是在过去二十年间，由于环境原因导致

的人口迁移无论从性质还是从规模上都已经开

始发生变化。虽然还没有足够可靠的数据，但

气候变化的影响已经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口将由

于环境原因而迁移。虽然未来人类迁移的地域

和规模就像气候变化本身一样难以预测，那就

是未来数十年内由于海平面变化以及气候等环

境条件的变化将导致人口大量流动，这种可能

性很大。我们的社会现在就该考虑今后如何处

理好由于环境变化导致的流动人口问题。

　　环境因素与人类流动之间的关系很复杂：

一方面，环境的改变促使人们迁移。另一方

面，迁移和流离失所会影响原居地、目的地以

及迁移沿途地区的环境。迁移与环境之间的这

样一个双向关系可能会导致恶性循环：人类流

动加剧目的地的环境退化，而这反过来又引发

新一轮的迁移。环境退化指的是如海平面上升

这样的进程，这有可能是气候造成并加剧的，

也有可能是人类活动、比如过渡耕种造成土地

退化造成的。

第三章   人口迁移3
　　在多数情况下，很难在人类迁移与环境退

化之间建立简单的因果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

往往因为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变得复杂，这些因

素包括冲突、政府管理以及发展水平等。

气候变化与人类流动

　　早在1990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就指出“气候变化最严重的后果之一就是对人

类流动的影响。”2          这一论述在委员会2007年

第四期评估报告中进一步细化，该报告指出，

作为包括海平面上升、环境退化等日益严重的

天气事件的后果，气候变化有可能使人类面临

更大的风险并导致人类迁移。3

　　气候变化及其对生计、公共卫生、食品安

全的饮用水的负面影响将对人类流动造成巨大

影响，有可能导致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和流离失

所。这种因环境原因导致的人口移动将主要发

生在国内，并有小部分会跨越国界。4       气候变

化的影响还将使部分人群失去国家。

数量差距

　　虽然很多专家都认为气候变化将在未来数

十年间成为影响人口流动的最主要因素，但人

们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性质及规模仍不确定，对

什么是应对这些问题的最好政策和战略也没有

把握。这里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可靠的数据。

但是尽管没有过硬的数据，气候变化已经造成

了实质的人口流动和流离失所。

在印度加尔各答东南100公里的Sandeshkhali小镇上，一个村民背着
物品在洪水里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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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有记录的自然灾害5 

已经从每年约200起翻番到了每年超过400起，

每10起灾害就有7起与气候有关。6    过去十年

间，受这些自然灾害之苦的人数增加了三倍，

每年平均2.11亿人口受到直接影响。7    1973年至

2003年的这三十年间，每年受到与气候变化有

关的自然灾害影响而死亡或受伤害的人数预计

为1.65亿，差不多相当于同期所有受自然灾害

影响而死亡或受伤害人口的98％。8      有迹象表

明这一数字还在上升：在1998－2007年，与之

前十年相比，受气候灾害影响的人口从18亿增

加到了22亿。9

　　因环境变化而迁移的人口数目的估计各不

相同，被广泛采用的数据是2500万。10     这一数

据还不包括受环境的缓慢影响——干旱、土壤

侵蚀——而有可能迁移的庞大人口。这一数据

也不包括那些由于气候变化的其他负面影响（

包括粮食短缺）而已经迁移的人口。

　　预计到本世纪中，受气候变化影响而迁移

的人口将达到5000万到10亿，这些人口移动无

论是在本国内还是跨国，是临时的还是永久

的，无疑是将带来更大的挑战。11     最广泛引用

的数据是，到2050年因环境导致的失去家园的

人口是2亿。12

　　不同的预测的数据存在较大差异，这对数

据的可靠性与获得性，及在信息收集和处理方

　　这些日子，当丽巴·欧彬迈
出房门，她马上就掉到海里。丽
巴和她的丈夫提特莱住在一个小
棚屋里，同住在一起的还有他们
的两个儿子、一群小鸡、三头小
猪和一条狗。他们所在的这个社
区叫Tebike Inano，位于基里巴斯
这个珊瑚礁组成的岛国的塔拉瓦
岛的低洼海岸边。
　　51岁的丽巴看到了海平面的
变化，特别是在过去的十年间更
是如此。她说，尽管她和她的丈
夫不断用沙子加高他们家的地面
以保持地面干燥，海水仍在不断
上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
棚顶还是蛮高的，现在棚顶已经
很靠近我们的头了。如果我们继
续往地板上加沙子，那很快我们
的头就要碰到屋顶了。”
　　塔拉瓦岛的很多居民沿着海
筑起了墙，用以保护他们的土
地。但是如果海平面不断上升，
这些墙也是没用的。“我们希望
继续生活在这里……但是如果我
们不得不搬走的话，那我们根本
没有选择的余地。”
　　但是，丽巴以及数千名象她

一样的岛民搬到哪里去呢？
　　基里巴斯位于广阔的太平洋
当中，包括33个珊瑚岛以及一些
狭长的珊瑚带、沙子和石灰石，
也就比海平面高三米而已。这些
小岛对于全球变暖的冲击尤其脆
弱，这些冲击包括海平面上升、
更加强烈的暴风雨、海岸的侵蚀

以及海盐进入到淡水系统。在一
些外围的珊瑚岛，整个村庄都被
海浪吞没了。与其他位于低洼地
带的国家不同，基里巴斯人民根
本就没有高地可以撤退。
　　基里巴斯总统汤安诺解释
说：“适应气候变化对我们来说
局限性非常大，如果我们从这边
的海岸迁走，实际上我们就到了
岛的另一边的海岸。”
　　汤安诺制定了清晰的规划，
即一方面采取适应气候变化的短
期措施，另一方面寻找长期解决
方案。他说，“我们将尽长时间
地继续居住在这里，也将继续需
要我们这些年以来一直需要的东
西，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还将
继续。但是如果我们不迁走，那
么我们的选择能是什么呢？我们
会被淹死，不是吗？除了迁走我
们别无选择。如果我们搬到另外
一个国家，那毫无疑问我们将丧
失一部分传统文化。但是如果我
们不搬呢，那我们失去整个国
家。因此搬迁不是一个选择，而
是必须的。”

这

15     无处可去

在基里巴斯，51岁的欧彬在种植红树林以
对抗海潮的侵袭。

© Reethu Arjun/UNP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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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不同的方式与方法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对

受气候变化而迁移的人口做出可靠的估计富有

挑战，这包括处理环境要素与人口流动之间的

复杂关系，气候变化的影响与情景，需要考虑

的其他变量如人口趋势与预测，13      此外，环境

过程和人口移动在时间与空间上也不一样，这

使分析更加复杂。

　　缺乏统一的术语是另一个问题。如“气候

难民”或“环境难民” 这样一个很常用的术语

在现有的国际难民法中就没有基础。通常那些

被认为“气候难民”的人事实上并没有跨过边

境。使用这些术语会给气候变化、环境退化以

及迁移这些概念造成混淆。

　　未来可能产生受环境重大改变而造成的人

口流动，这些流动人口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和移

民管理。即使最低值估算的缓慢或突然发生的

人口流动也将对全球带来极大挑战。由于气候

变化将导致额外数百万人口进行迁移，满足他

们的需要将是对联合国以及国际救援组织的效

率和人道主义响应模式的极大考验。

神话与现实

　　那种认为数百万环境移民为了寻求安全和

新生活会从发展中国家逃到工业化国家的想法

误导性的。

　　总体上看，环境移民是一种国内现象，只

　　目前国际上并不存在对因气

候影响而迁移的人群的统一定

义。国际移民组织建议对“环境

移民”的定义为“由于环境突变

或渐变对生活或者生存环境造成

负面影响，而被动或主动选择临

时或永久离开原居住地，在国内

或跨国境迁移的一些人或一组人

群。”14

在国内流离失所的人群

　　目前被广泛接受的在国内流

离失所的人群的定义是“被迫逃

离或离开家园或居住地，特别是

那些由于躲避武装冲突、大规模

暴力、人权迫害、自然或人为灾

难，而又没有跨越国际认可的边

境线的一些人或一组人群”。这

一定义包括了那些由于气候变化

而在国内被迫流离失所的人。

难民

　　在国际法中，难民指“因有

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

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

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国

之外，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

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或者不

具有国籍并由于上述事情留在他

以前经常居住国家以外而现在不

能或者由于上述畏惧不愿返回该

国的人”。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

员具有的职权包括保护那些害怕

生命威胁、肢体残害、由于暴力

或严重公共秩序导致的自由受限

而沦为难民的人，以及那些符合

《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规定的

人（1951年公约与难民身份有

关）。这些规定不包括那些仅仅

是因为原居住地环境退化而跨越

边境的人。

无国籍人士

　　无国籍人士的定义是“不被

任何国家根据其法律认可为国民

的人。过去具有国籍但其国籍已

失效而被广泛认为‘事实上无国

籍人士’的人。”此外，“无国

籍难民”在《1951年难民地位公

约》中的定义是“不具有国籍并

因此离开原居住国，由于惧怕而

不能或不愿返回的人”。

目

16  对迁移人群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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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小部分迁移是发生在邻国之间，更少的一部

分长途迁移到原居住区域外。而且，在包括关

于1983－1985年马里旱灾在内的一系列研究显

示，环境退化事实上会导致长途国际性迁移减

少。15       这也可能是因为长途迁移的费用相对较

高，只有少数家庭负担得起。在发生长途迁移

时，目的地往往是形成了支持网络的地方，或

是历史上的迁移路线。环境造成的人口流动是

暂时的，一旦形势安全了并具备居住条件后很

多人倾向于返乡。

　　迄今绝大部分环境移民来自最不发达国家

的农村。但是未来的环境移民或许会来自城

镇，这是由于海平面上升正威胁着人口稠密的

沿海地区，而全球39个超大都市中有60％的城

市——其中12个都市人口过千万——就是位于

沿海地区。16

环境诱因

　　在某些情况下，包括暴风在内的极端天气

条件会迫使人离开家园，但是在更多的情况

下，内在的环境退化是促使人们出走的主要因

素。并不是所有环境退化都与气候变化有关，

因此并不是所有由于环境退化造成的迁移都与

气候变化有关。

　　极端天气与平均气温、降雨量、海平面的

变化在很多情况下都会增加人口流动。但在预

测气候变化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人口分布与流动

上存在着固有的困难。这既是因为气候变化的

具体影响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也是因为缺乏

全面的移民数据，特别是缺乏国内人口迁移的

数据以及那些特别容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低收

入国家的数据。17

　　为对人口流动和环境变化有更清晰的认

识，有必要区分突发事件或自然灾害和缓慢环

境变化造成的不同影响。这些影响对人口流动

模式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自然灾害，会摧毁基

础设施，中断服务业，危害生计，常常导致突

　　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第四期评估报告，人口移动

受以下因素影响：旱灾频发、热

带飓风频发、极端海平面上升频

发（不包括海啸）、气候不稳定

性增大。18    同时，国内流离失所

问题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沃

特·卡林指出气候变化的五种前

景，每一种都对迁移和流离失所

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有不同影响：

与水有关的气象灾难，包括飓 ·

风、洪水、泥石流等导致的突

然流离失所

环境退化，包括荒漠化、饮水 ·

枯竭、土壤贫瘠，这些逐渐导

致迁移或失去家园

国家领土丧失，包括由于海平 ·

面上升导致的土地侵蚀和海岸

洪水泛滥。生活在低洼海岸地

区以及“下沉”小岛－包括马

尔代夫、图瓦卢、瓦努阿图－

的居民最易受影响。这将导致

逐渐的迁移和流离失所，甚至

无“国”可回。

国家指定的“高风险地区”，包 ·

括那些容易受灾的和被指定为

不安全的地带，导致当地居民

强制性移居。这种情况大多数

情况下会导致在同一国家内逐

渐移民、移居或者流离失所。

针对稀缺自然资源的武装冲 ·

突，包括由于缺乏食品和水以

及缺少耕种地而引发的冲突。

这将导致逐渐的和突然发生的

移民和流离失所。

根

17     气候变化前景及其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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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大规模人员流动。比如2005年在美国发生

的卡特里娜飓风使约100万人流离失所。

　　很多离开家园的人会在灾后返回故土。但

是离开灾区并返回故乡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制

约，包括预见风险的能力、经济社会状态、通

过帮助和补贴带来的援助等。

　　重大自然灾害，比如在缅甸的名为那吉斯

的特强气旋风暴，会在全球媒体上占据头条位

置。但是那些不那么剧烈而又同样逐渐造成危

害的环境变化却大多不能得到国际媒体的重

视。但正是这些包括荒漠化、水枯竭、海岸和

土地侵蚀在内的逐步发生的变化，才是造成环

境移民的最主要因素。

　　举例来说，在过去二十年间，非洲估计有

1000万人口迁移或流离失所，主要原因就是环

境退化和荒漠化。19

　　逐渐发生的环境变化带来不同形式的移民

流动，其中大部分是发生在本国内或在相邻国

家之间。

　　环境退化的不同阶段会对人口流动造成不

同的影响。在环境退化的初期和中期，迁移的

反应多是临时性和非强迫性的。当环境退化发

展到严重地步或不可逆转时，比如出现了海平

面上升，那么随之而来的流离失所将是永久性

的并需要对受影响人群进行再安置。

　　有些地区面临逐渐环境退化和自然灾害的

双重压力。在这些情况下，环境退化将极大地

增加这些地区对自然灾害的脆弱性。

组合因素

　　环境因素与人口流动的关系既会影响冲突

也受其影响。人口分布的变化与环境退化、气

候变化交织在一起，会导致资源分配不均并引

发对资源的争夺并进而引发冲突。引起纷争的

资源包括水或者土地。比如在达尔富尔地区，

荒漠化、土地退化、森林采伐使得频发干旱更

加恶化，加剧了游牧民与农民对日益稀缺的牧

草、耕种地和淡水的争夺。20      然而目前的研究

　　2008年8月，尼泊尔东部和西

边反复发生的洪水影响了25万多

居民，他们中大多数人本来就生

活贫困，并且在一年前就已深受

洪水和滑坡之苦。

　　在尼泊尔，洪水和滑坡都是

季节性的自然灾害，且与采伐森

林－特别是山区的森林－有关。

气候变化预计将进一步加大洪水

的频度和强度。在雨季，雨水向

西覆盖整个国家，融化的积雪和

冰川使原已上涨的河流漫过河

岸。

　　尼泊尔属于“人类发展指

数”较低的国家，百分之八十的

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两美元。

　　在尼泊尔，性别是影响面对

自然灾害脆弱性的因素之一。随

着越来越多的男人从山区和农村

迁移到新兴城镇，越来越多的妇

女成为家里的顶梁柱，并继续生

活在易受洪水影响的地区，因此

她们对气候变化导致的自然灾害

更加脆弱。

　　2008年在东部尼泊尔，Koshi

河的护岸倒塌，冲走了Sunsari和

Saptari地区的整个村庄，影响

到7万人的生活。河水的威力非

常之大，乃至于河道几乎整个改

道，阻碍了进入洪水围困地区的

道路，使居住在临时帐篷中的数

万老百姓陷于困境。针对这一灾

难，国际移民组织协调联合国、

红十字、红新月会、非政府组织

和其他各方开展国际人道主义救

援活动，帮助尼泊尔政府应对人

道主义需求，为更持久的解决方

案奠定基础，增强国家减灾的能

力，为灾民自愿而有秩序的返乡

奠定基础。

2

18    在尼泊尔管理气候原因引发的人口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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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还是留下？

　　决定去留往往是个人或者家庭这个层面的

抉择，特别是当逐渐发生的环境退化成为一个

大问题的时候。因此，对个人、家庭、社区如

何应对环境变化做出分析将有助于了解何时会

发生迁移、谁会迁移、为什么会迁移。

　　迁移的决定很复杂，也取决于许多考虑因

素，这包括维持能力与照顾能力间的相互作

用。把环境特别是气候变化的因素从其他迁移

的原因中分开考虑，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

中都很困难。在既定的社会和环境条件下，迁

移与否的决定要取决于收入、社会交往网络、

当地性别关系模式以及可供考虑的迁移替代方

案。因此，正如环境只是导致迁移的诸多原因

之一，人口迁移也只是应对气候变化的诸多可

选方案之一。

显示，尽管环境压力或者缺乏对人口流动的管

理会导致或加剧已有的紧张局势，但这并不是

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实际证据并不支持环境

变化自动导致大规模移民，并进而引发冲突这

一观点。实际情况完全取决于当地具体情况。

　　人口增长、贫困以及管理体系也会影响环

境变化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和生计。“维持能

力”与“照顾能力”是相互关联的两个概念。

“维持能力”指某一生态体系的特征是如何影

响其支撑人类活动，以及这一体系在面对气候

变化的负面影响时如何变得脆弱。“照顾能

力”描述的是社会、发展以及机制上的各种变

量如何支持机制本身去应对环境压力。21      对于

那些即缺乏维持能力又缺乏照顾能力的国家来

说，气候变化的负面作用会造成更严重的影

响。22

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郊区，人们在风暴中寻找避难所。

© AFP/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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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死于灾害的女性年龄也小于男性。比如

1991年，孟加拉的暴风中女性死亡人数是男性

的五倍。24    自然灾害中男女死亡的不同比例与

两性在经济社会中的不同地位以及妇女的经济

和社会权力差别直接相关。妇女较低的社会经

济地位与较高的死亡率差别之间有关联。对妇

女行动的限制以及她们无法获得信息直接减少

了她们在自然灾害发生时存活的机会。另外，

在大多数社会里，主要由妇女去照顾他人，在

危险中她们常常为了照顾孩子的安全而牺牲自

己。

　　此外，发展中国家的妇女

不成比例地从事务农、自然资

源管理以及取水，她们因此更

容易受到诸如土壤侵蚀、荒漠

化、干旱、水枯竭、洪水和其

他环境变化的影响。25

　　在渐进的和突发的迁移与

流离失所的情景下，已有的歧

视与虐待会更加恶化。妇女和

女童面临性和基于性别的暴

力、人口贩卖、虐待儿童和酗酒虐待。流离失

所和成为难民的妇女和女童在传统的帐篷和城

市居住地寻找木柴、饮水以及谋生时面临更大

的危险。在很多社会里，妇女被剥夺了财产所

有权。

　　在被迫的流离失所和面临灾难时，卫生保

健体系应对受害人群日益增加的需求的能力经

常被阻断或削弱。在紧急情况时，对卫生保健

往往同时存在多重需求，对妇女和女童生殖健

康的供应可能无法满足需求。26     总体上，人口

流离失所对于包括孕妇、老人、残疾人在内的

脆弱人群在卫生方面会造成更大风险。

　　穷人、其他被边缘化人群、在世界三角洲

高密度城市居住的人口在气候变化灾害和缓慢

　　同时，自愿迁移与被迫迁移的界限有时很

模糊，这使得判定人们面对气候变化是否及何

时迁移更加复杂。除了自然灾害——一旦爆发

即刻导致人们逃亡——作为例外之外，往往是

经济、社会、政治等因素叠加导致个人作出迁

移的决定。随着条件持续恶化，达到了一个颠

覆点：这时迁移的决定可能不是被迫的，但也

不再是自愿的。一头是被迫迁移的明确定义，

另一头是自愿迁移的明确定义，但两者之间却

存在一个大的灰色地带。

受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

　　从脆弱性和应对能力

看，气候变化加剧了不同

人 群 的 差 别 。 总 体 上 ，

包括穷人、儿童、妇女、

老人、原住民在内的脆弱

人群和在社会边缘化群体

更容易受到环境变化的压

力 。 因 此 应 把 性 别 、 年

龄、多样性纳入对气候变

化后果的分析，并重点关注针对这些人群政策

措施。

　　由于人口迁移需要经济和其他资源，这种

方式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妇女、儿童、老人往

往只能留在原地，年轻男性更有可能离开家

园。家里的留守人员，特别是女人，往往由于

需要肩负家庭的重任变得更加脆弱。比如在塞

内加尔的Tambacounda地区，90%的30至60岁

的男性一生中至少迁移过一次。这种迁移增加

了留守妇女和儿童的经济负担。23

　　在某些情况下，男性的外出可能也会增加

妇女面对自然灾害影响的脆弱性。已有证据表

明，男性和女性面对灾害时脆弱性是不同的。

从统计数据上看，死于自然灾害的女性要多于

气候变化加剧了不同人群间的

差异，尤其是在脆弱性和应对

能力方面。一般说来，脆弱人

群 和 处 于 社 会 边 缘 的 ， 像 儿

童、妇女、老人和原住民等人

群都是首当其冲地受到环境变

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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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性迁移的另一面

　　并不是所有关于环境移民的消息都是坏消

息。在某些情况下，环境导致的移民流动有利

于个人和社区。返乡的移民可以带回新获得的

技能和专业知识，创造新的谋生机会并可能推

动当地经济的发展。30      因此人口流动可能帮助

受环境变化影响的人们更好地适应。反过来

说，缺乏流动可能会增加人们对环境压力的脆

弱性。

　　根据国际环境和发展研究院Celilia Tacoli

的研究，那些认为会出现上亿“气候难民”或

者“气候移民”的预测都反映了这样一种观

点，即迁移说明人们适应环境变化的努力失败

了，且移民是一个无差别的人群，他们以类似

的方式应对紧急情况，并且移向不特定的目的

地。这种观点与另一些观察更细致和更实际的

观点相左。这些观点认为人口迁移是对经济社

会、文化、环境变化的一种适应性的反应。愈

来愈多的证据表明，迁移与收入多样化是降低

的环境退化方面更加脆弱。穷人多居住在贫民

窟和城市的郊区，获得基础设施、卫生保健以

及其他服务的手段有限。从环境退化的农村或

者深受自然灾害之苦的地区迁移到城市将使贫

民窟的条件更加恶化。孟加拉的首都达卡位

于Buriganga河岸，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巨型城

市，人口已经超过1200万，比一个世纪以前翻

了一番，预计到2020年增长到两千万。27    目前

拥有340万人的达卡贫民窟人口也将增长，每

年预计将有多达40万穷人涌入，这些穷人主要

来自环境日益艰苦的农村和沿海地区。28

　　由于世界上大多数城市缺乏足够的容纳

力，也缺乏应对未来增长的规划，农村涌向城

市的移民不得不过度开采或者污染自然资源以

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因为缺少住得起的房

屋，移民只能住在违章建筑中，同时不可持续

的谋生方式以及不卫生的做法会导致严重的公

共卫生安全风险和土地退化，这些都将加剧泥

石流和洪水的后果和人们对其的脆弱性。29

　　哥伦比亚的很多地区对季节

性环境风险比较脆弱，这些风险

包括水枯竭、洪水以及土壤侵

蚀。比如在2009年2月，Mira河漫

过了河岸，使3万人受灾。

　　气候变化会加剧环境的脆弱

性，贫困的影响同样也会加剧环

境的脆弱性。这些因素与冲突和

安全问题一道，导致人口在国内

和跨国流动。预计330万哥伦比亚

人迁移到其他国家，仅2007年他

们汇回的侨汇就达46亿美元。

　　在认识到移居可能对发展和

适应气候变化作出贡献之后，哥

伦比亚于2006年起实施了一个方

案，为居民临时性和季节性地移

民到西班牙提供方便。这个方案

起初主要是为了帮助Galeras地区

火山爆发后丧失生计的家庭。从

那以后，方案拓展到帮助其他由

于庄稼和土地受到洪水和其他自

然灾害影响的农民。

　　移民在西班牙主要通过从事

农业而获得收入，收入可以帮助

他们支付医疗保险、儿童学费、

住房，并使妇女和男人投资于其

他有利于其原住地社区发展的项

目。移民也能获得新技能，这使

得他们回到哥伦比亚时有更多的

收入渠道。

　　这个方案得到了欧盟的支

持，可以帮助那些哥伦比亚人增

强对环境挑战的恢复能力，并使

得他们可以不必永久移居他国。

这种半年一次的移居安排，使得

贫瘠的土地获得充足的时间得以

复原，从而再次生长出可供市场

销售的庄稼。

19     临时移居方案使哥伦比亚环境脆弱群体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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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环境和其他风险脆弱性的重要战略。在很

多情况下，迁移不仅增强了人们在气候变化后

的恢复能力，也增强了个人及家庭积累财富的

能力。因此，那些支持并顺应人口流动和移居

的政策对于适应和实现更广泛的发展目标至关

重要。31

前方的路

　　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在今后几十年中因

环境内在的退化和飓风、暴风和其他与气候有

关的自然灾害会导致多少人走上迁移之路。不

管最终人数是五千万还是十亿，国际社会都必

须为应对不断增长的临时和永久移民做好准

备。

　　救援组织、决策者、捐助方、移民接受国

以及受变化影响的国家在应对环境变化导致的

人口流动时往往准备不足，部分是由于缺乏可

信的数据和预测，而这恰恰是提高认识、调动

政治意愿和资源去应对新兴挑战的关键。此

外，我们还亟需更好地了解环境因素对人口移

动和分布的影响，及一些具体的分性别的信

息，以更有效地规划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和

适应并减缓气候变化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包括

哪些地区和人群受到的影响最严重。32     这不仅

需要开展跨学科的研究，而且在设计综合方案

时也需要多个利益相关者的合作。

　　解决环境导致的人口流动问题需要国家和

国际层面制订政策。《国别适应行动纲领》尚

不包括有关移民的条款，国家移民管理政策也

不包括环境和气候变化方面的相关考虑。相似

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也未考虑气

候变化对人类流动的影响。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效果取决于妇女和

女童的全面参与和贡献。提高妇女的参与度不

仅有助于减少她们自身的脆弱性，也有利于整

个人类社会的生存。适应战略的成功也将依赖

于原住民的参与。事实证明，向原住民学习其

基于当地资源和知识的丰富经验来制订合适的

适应措施，是增强受灾人群恢复能力的最成功

的途径。原住民参与适应战略的决策也是很重

要的，因为这些社区深受气候变化影响：他们

的群体特征与他们传统的土地和生活方式密切

相连，而气候变化的威胁或许会促使他们离开

家园。

　　迁移可以成为适应气候变化后果的一个有

效途径。然而为应对自然灾害而发生的无计划

和突然的移民则可能引发一个新的问题链并造

成额外的困难，包括冲突、贫穷和进一步的环

境退化。全面的研究——包括定位和地理信息

调查——可以提供一些必要的手段来避免或减

少对那些脆弱群体造成灾难性巨变的可能性，

从而使迁移只是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必需的方

式或者幸存下来的手段。

372009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





392009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

　　生活在马拉维的农民们过去都能够对降雨

的时间进行预判，但是现在不能了。因此，马

佐伊·孔维作为全家生活来源的提供者，她通

过对雨水灌溉和人工灌溉的庄稼进行划分来使

其生产多样化，希望能获得最好的收成。

　　2008年12月下旬，她这样对记者说，“但

是灌溉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工作，每天要花四个

小时”。孔维女士受到一个欧洲非政府组织的

邀请，在波兰波兹南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第14次全体大会上讲述她自己的故事，

她说她需要更好的灌溉技术来减少她花费在给

庄稼浇水的时间。她还说，自己还需要改良的

储存设施以及更好的不同类的种子。

　　“作为一个当地的农民，我知道我需要什

么而且我知道什么有用”，她说，“我在这个地

区长大而且我知道这儿的气候环境正在发生什

么样的变化。”2

　　对孔维女士来说不幸的是——而且对我们

其他的人也是一样——气候体系将一直处于变

化中。从现在开始的40年里，马拉维的平均温

度可能将上升至少1摄氏度，农业收成因此将

大幅下降。同时，马拉维的人口预计将从目前

的1500万增加至2050年的4150万。3

第四章  增强适应能力4

增强适应能力的紧迫性

　　除非有某些超出现有科学所能理解的干预

力量的平衡力存在，否则气候体系自身的变化

意味着气温在未来几十年可能会上升。全世界

现在需要做好准备，以应对一个越来越暖和的

地球，即使我们不能有任何把握来预知它会以

　　“适应不只是目的；它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动态、持续，且曲折的过程。在许多国家，人们

正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但是他们并没有适应。 ” 

——Sumaya Zakieldeen, 苏丹环境保护协会１

在摩洛哥的 Souk Larbaa小镇，两个妇女正在淌过洪水。

© AFP

20　 极端的气候条件，脆弱的应对措施

　　牛津饥荒国际救济委员会2009年发布的一份
报告称，2007年“在23个非洲国家和11个亚洲
国家发生的洪灾是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两次飓风
和暴雨袭击了中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墨西哥塔
巴斯科省的近一半地区受到洪灾袭击。正如联
合国紧急救灾高级协调员John　Holmes指出的：
‘所有这些事件各自造成的死亡人数并不大，但
是如果你将其汇总在一起，你就会看到一个百万
级伤亡的大灾难。’但是在2008年，气候灾难并
没有减弱，因为那吉斯飓风毁灭了缅甸的大部分
地区，并且一次特别可怕的大西洋飓风季节给古
巴、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以及美国造成了大批
人员死亡和严重的经济损失，在许多案例中，环
境管理的失误增加了这些气候事件带来的危险后
果。在印度，2008年的大雨造成了严重的洪灾，
不是因为雨量特别大，而是因为水坝和河岸缺乏
保养和维护。2008年8月Kosi河堤坝的裂口使得
比哈尔这个印度最贫穷的邦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
重的洪灾。”4



表4.1　气候变化的影响与千年发展目标

   千年发展目标 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
目标1
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

-对赖以生存的财产造成损害，包括房屋、供水、健康和基础设施，可能会破坏人们生
存的能力；
-庄稼减收影响食物安全；
-自然系统与资源、基础设施与劳动生产力的变化可能会减少收入并影响经济增长；
-资源使用引起的社会紧张会导致冲突，使生活和生计动荡不安并迫使社区成员迁出。

目标2
普及初等教育

-赖以生存的财产遭受损失以及自然灾害的发生会减少人们接受全日制教育的机会，更
多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可能会被迫离开学校去帮助家庭运水、赚取收入或是照顾生
病的家人；
-营养不良和疾病会减少入学率和孩子在课堂上学习的能力；
-无家可归和人口迁移会减少受教育的机会。

目标3
促进性别平等和提高妇
女地位

-性别不平等的加剧使妇女更加依靠自然环境来作为其谋生的基础，包括农业生产；这
可能会导致健康状况逐步恶化并且让她们参与决策和赚取额外收入的时间更少了；
-妇女和女孩是作为照顾家庭和运送水、饲料、柴火和食物；在气候加重的时候，她们
必须面对更少的资源和更重的工作量；
-女性为主导的家庭缺少财产，尤其容易受到气候引起的灾害影响。

目标4
减少婴幼儿死亡率

-因热浪、洪水、干旱和飓风导致的死亡和疾病；
-儿童与孕妇尤其容易受到细菌性疾病（如：疟疾和登革热）和由水引发的疾病（如：
霍乱和痢疾）的侵害，这类疾病可能会向新的地区扩散。如，四分之一的孕产妇死亡
是由疟疾引起的贫血症导致的；
-水源减少和粮食安全问题对儿童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目标5
改善孕产妇健康

-饮用水源的质量和数量的下降对孕产妇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粮食安全导致营养不良数量增加。
-洪水和旱灾传播由水引起的疾病，影响孕产妇健康。

目标6
与艾滋病、疟疾及其他
疾病做斗争

-水资源紧张和气候变暖增加了人们受病毒感染的可能性；
-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庭收入减少，增加了疾病带来的负面影响。

目标7
确保环境可持续性

-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被破坏，其质量和生产能力受到难以挽回的损害；
-生态多样性的减弱和环境退化的加剧。

目标8
形成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议题和全球挑战：需要全球合作予以应对，尤其是要帮助发展中
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国际关系可能因气候变化影响而紧张。

资料来源: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2007. Climate Change: Impacts, Vulnerabilities and Adapt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onn: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Secretariat.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09. “Climate Change Affects All the MDGs.” At undp.org/climatechange/abou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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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快的速度升温，或是何时且在何地结束。没

有任何一个科学家能够断定任何特殊的极端气

象事件是人为因素导致气候变化的直接结果，

这类事件的模式表明了一种趋势并且与科学家

们对未来几十年的预期情况相类似。因为大气

层已经变化了，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任何天气都

有某些人为影响的因素，只是不易被察觉。

　　对于今后可能发生的气温升高现象，其“

中心”范围（2或4.5摄氏度）将足以令人不

安。5     更麻烦的是会造成灾难的气温升高的可

能性及气候影响，尤其是政府没有采取果断行

动并迅速采取减排措施。海平面可能在未来将

升高1米并且很可能升高得更多，从而淹没地

处沿海和有潮河沿岸地区海拔很低的城市的部

分地区。2007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低海拔地区

（即那些海拔不到10米的地区）是世界13%的

城市人口的居住地。6     其中面临此风险的世界

大城市有达卡、雅加达、孟买、纽约、上海及

东京。7      区域范围的热浪与人类所了解的那种

会烘烤城市热浪不同，这种热浪已经由于大量

的公路和混凝土建筑而变成了“城市热岛”。

考虑到人们的健康水平、发展程度以及生活质

量的倒退，这些变化意味着政府和社会亟需立

刻开始筹划如何使文明能够抵挡这种变化。

　　直到最近气候变化科学才基本形成了一门

学科。我们只是因气候变化政府间工作组和其

他科学机构公布有关气候变化的不同特点的信

息，才刚刚开始考虑其对人类的影响及其所有

的含义。然而，经验表明，当条件恶劣且资源

贫乏之时，穷人和那些不仅仅因贫困而处于边

缘化的群体，如妇女、未成年人、老人、原住

民和少数民族等都是最弱势的。他们获得帮助

也是最少的，而且经常被排除在社会集体应对

灾难行动的范围之外。

　　联合国和世界各国政府已经制定了一套将

于2015年实现的优先目标，即联合国千年发展

目标（MDGs）。也就是说，如果能如期实现

上述目标，将为气候恢复做出巨大贡献。然

而，一个因果循环的例证是具有正反两面性质

的，MDGs本身被气候变化的早期影响以及人

口流动和消费模式所影响。将有关气候变化的

关注及改进生殖健康和实现性别平等的努力融

　　MDGs的每一个目标都有人

口统计学成分或是因素，它们与

亟待解决的人口规模问题而且在

许多情况下。联合国前秘书长科

菲·安南在2002年指出，“如果

人口和生殖健康问题不能得到很

好的解决，这些目标就无法实

现。而且意味着为促进妇女权利

要做更大的努力而且要在教育和

健康方面进行更大投入，包括在

生殖健康和计划生育方面。”8 

　　简而言之，当妇女们能够控

制其家庭成员规模及其自身的分

娩时间时，他们就更可能迈向性

别平等这一目标，并且性别平等

本身又提高了她们控制其生育的

能力（MDG3）。自愿计划生育方

法的采用直接降低了儿童死亡率

（MDG4）并且改善了孕产妇健康

（MDG5）。由享受生殖健康服务

而实现低人口增长有利于消除饥

饿（MDG1），而且还不会因极端

的数量而破坏入学率和教育质量

的改善（MDG2）。性传染疾病的

预防是生殖健康的一个核心组成

部分，直接有助于减少艾滋病的

传播，而计划生育则能够帮助艾

滋病毒呈阳性的妇女自己决定是

否生儿育女，因而能减少母婴传

播（MDG6）。

　　从MDG目标7关于确保环境可

持续性的观点来看，低人口增长

率在多个层面上具有积极作用：

有助于缓解水资源短缺现象的增

加；有助于降低森林、渔业及生

物多样性的逐渐缺失；有助于制

止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并在各国

适应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增加其复

原能力。

21     生殖健康、人口与千年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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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MDGs显得更加重要，因为目前实现大多数

MDGs目标的进程已经很缓慢了。MDG目标5

（即改善孕产妇健康）其进展尤其缓慢，目前

的孕产妇死亡率仍停留在20年前的水平。9

　　

不是所有的变化都是气候问题

　　发达国家被认定为是最有能力适应气候变

化带来的影响的。社会的恢复力是指资金、能

力以及灵活度能使其能抵受并适应各种迅速的

变化而不需要付出生命、健康和福利方面的巨

大损失。这在许多方面类似于发展本身所指向

的经济和社会的终点。这一相似之处事实上已

使气候谈判复杂化了。部分非政府组织和发展

中国家政府担心，为适应气候变化而进行新的

融资可能只会导致发展援助的减少，所谓的资

金量的增长只不过在术语分类表中进行了更替

而已。这类资金的“附加性”，即这些资金必

须是补充而不是替代发展援助的，是在任何最

终气候协议中体现公平性的一个关键要求。

　　对于“什么是适应气候变化”和“什么是

发展”这两个概念的不确定性反映在对于气候

变化带来哪些变化的不确定性中。同样无法确

定的是，即使温室气体对气候和生态系统都没

有影响的情况都会发生的环境现象。这种差别

尤其重要，因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要求那些对气候变化责任最大的国家在其最大

限度内负最大责任，以解决该问题带来的影

响。那些向空气中排放过量温室气体的最高责

任国可能受气候变化影响是最小的，反之亦

然。

　　鉴于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失衡，一个公平的

气候协议要能够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和《京都议定书》起到补充作用。其主要

目标之一就是要建立新的和额外的供资体系，

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其因气候变化所背上的

沉重负担。

　　我们作为国家和个人应采取行动的责任重

大。但是在环境、社会和经济问题错综关联，

对每种情况中都进行评估则会使我们的工作重

心偏离我们的基本任务：即如何对一个人口众

多、不公平、性别歧视和充斥着人性自私的世

界进行迅速有效的合作和跨文化的反应。

　　气候变化的影响与环境恶

化的征兆之间的区别可能有点混

淆。

　　气象的变化一直具有自然的

可变性。例如，几千年来世界许

多地方一直有一定规律地爆发干

旱、暴风雨和热浪。

　　但是由于气候变化，许多这

些普通的气象事件正在更加频繁

地发生且更加剧烈。气候变化还

在融化南北极冰川，使海平面上

升，并且给世界上那些很少有干

旱季节地区带来长时间的干旱。

　　近期发生的气候变化最初

是因不断增加的温室气体排入大

气层，并且大多数排放源于生化

燃料的燃烧。另一个主要因素即

使森林开伐。随着森林数量的减

少，地球从大气中吸收多余二氧

化碳的能力就减弱了。

　　有些环境问题可能被误认为

是气候变化了。例如，耕地经常

因海平面上升导致的土壤盐化而

无法耕种。但是土壤盐化更可能

是由于灌溉系统使地球的自然盐

分上升至地平面而导致的。湖泊

与河流干涸可能是因为干旱的原

因，但是它们也可能是农业、工

业以及城市地区居民用水过度引

起的。

　　生物多样性的缺失是一个环

境问题，在某些情况下与气候变

化有关，但是在其它情况下是土

地使用模式变化的结果，森林被

占用或是污染。气候变化使地球

海洋变暖并酸化，导致海洋生物

的死亡。但是过度捕鱼作业和污

染也是导致许多地区鱼量减少的

因素之一。

22     气候变化还是环境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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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人口及其与发展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做出

分析对于整个进程是重要的。不仅是因为人口

对温室气体排放的长期影响，还因为人口流动

趋势与经常被视为气候变化影响的同类型环境

变化现象相互作用。人口增长比率高的地区可

能在克服食物安全问题上面临着特别的挑战。

气候变化政府间专家委员会的专家曾指出，

气候变化“将使这些地区在进行自然资源保

护和环境质量改善工作的时候面临着双重挑

战。”10

　　可再生的淡水资源（对于实现MDG1非常

关键）是一个对人口规模和增长极度敏感的领

域，对经济发展水平也是如此。联合国经社

理事会的研究人员近期考察了非洲在2000年至

2050之间降雨量和人口密度的发展趋势，并得

出结论：人口的变化可能在决定未来获取水源

方面的作用比气候变化更大。而且，他们还指

出，低人口增长率可以直接有助于适应环境变

化。研究人员指出，“在南非，人口增长停滞

（即低人口增长或无增长），可能会在很大程

度上缓解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11

　　这种结论并不表明发达国家在《联合国气

资料来源: Patz, J. and others. 2007. “Climate Change and Global Health: Quantifying a Growing Ethical Crisis.” Ecohealth 4:397-405;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8. Protecting Health from Climate 
Change: World Health Day 2008.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图4.2　不平衡的负担
　　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对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应负最主要责任（上面的世界地图显示出了生化燃料在2002年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比例），贫苦国家的人民——绝大多数处于非洲——更可能会死于直到2000年开始发生的气候变化
而导致的后果(下面的世界地图显示出了世界卫生组织对20世纪末发生气候变化以来的人均死亡率所进行的区域性的
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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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变化框架公约》下没有任何责任义务。这些

责任包括减少其自身的温室气体排放并在现有

发展援助之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所需的资金和

技术。类似地，任何人口变化对社会恢复力的

作用都不意味着任何对基于权利的人口研究方

法的偏离，这已经在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上得

到各国一致认同。他们所给出的建议是需要一

个更加历史性的观点，它包括享受生殖健康服

务和性别平等待遇，不仅是为了长期减排温室

气体，也是为了所有国家增强适应环紧变化的

能力。就算是专家，有时也无法分清气候变化

的影响、其根源的全球性与环境退化之间的区

别，这更可能是当地人们需求的结果，起源于

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

　　然而，在社区及其生活在其中的居民这一

层面，这种差别也不断被理解和表达出来。农

村妇女在贫困的直接比例方面比男人更加贴近

自然资源，她们常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社区

或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当地环境的恶化。12   在

2008年达卡的一个气候变化和性别问题研讨会

上塞内加尔和加纳的妇女就因过度捕鱼作业而

破坏环境的行为发表了评论。参会者对这些问

题进行了积极的评估，作为对日常行为的环境

意识的自我教育和培养。13       性别平等和获得生

殖健康服务对于建立和保持社会在气候变暖的

压力下进行恢复是很重要的。与男人们在生活

的各个方面肩并肩站在一起，享有生育决定权

的自由和权利，这些都增加了妇女们的适应恢

复能力，并有助于释放社会和经济发展潜力。

给予妇女平等权利和机会通常还能够使家庭规

模更小，因而有助于人口数量的长期稳定。

弱势地位与适应能力的社会和文化层面

　　妇女的边缘化问题和歧视问题以及对性别

不平等问题的忽视阻碍了发展、健康、平等以

及全体人类福利水平，所有这一切都破坏了各

一个孟加拉国妇女在自己的房顶上种植葫芦。洪水来临时漫过耕地，房顶的菜园还能提供食物。

© GMB Akash/Panos Pi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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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气候变化的恢复能力。只有在所有人都能

上学接受教育、获得健康服务、平等地受到法

律的保护并且在掌控自己的生活和社区及国家

的命运方面享有完全的自主权，恢复能力才最

有可能蓬勃发展。通常，恢复有其自身的文化

根源，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具有相互帮助和面

对灾难时的同心协力的传统。

　　根据世界妇女的数字和性别关系的不平等

状况判断，妇女在驾驭和应对此类压力方面处

于最不利的地位，从漫长的食物危机和水资源

短缺问题到自然灾难和暴力冲突。这种情况可

能会随着全球变暖而恶化。尽管妇女占据了

全世界成年人口的一半，但是普遍舆论都认

为她们组成了贫困人口中

的大部分。性别导致的贫

困还没有被完全理解，但

是已经有一些因素正在驱

使它们。在绝大多数社会

中，妇女通常获得的劳动

报酬一般比男人要少。另

外，许多已婚妇女或是其

他处于“次贫困”状态的

妇女：她们的同伴将其有

限收入中的大部分贡献给

了个人开支如喝酒、吸毒

以及赌博，而不是给他们

的家庭。最后，单亲家庭就更可能由妇女主导

而不是男性，而这些家庭，大部分是处于贫困

状态的。例如在孟加拉，10户家庭中就有3家

是由女性主导，而且其中95%又是处于贫困状

态的。14     妇女的贫困的高比例所带来的后果在

自然灾害发生后表现得更加明显。尽管许多灾

难与气候变化无关（详见说明4：海啸与气候

变化有什么关系？），灾难所表现出的行为模式

和结果可能预示着模式和后果可能会从气候变

化中显现出来。除非我们立即采取行动创造容

纳、平等和性别平等的新模式。

　　妇女死于灾难的数量要大于男性，而且她

们死亡时年纪都很轻，但是却没有足够可靠的

数据来证实这些现象，这主要是因为国际社会

对自然灾害给不同性别的人带来的影响所给予

的关注远远不够。就1991年孟加拉发生的灾难

性飓风、2003年欧洲热浪以及2004年亚洲海啸

等几个案例的研究证实了妇女的弱势地位更加

严重。通过对1981和2002年之间在141个国家

发生的自然灾害中进行数据抽样，经济学家

Eric Neumayer和Thomas Plümper证实了“自然

灾害(及其后续影响)导致女性死亡人数多于男

性或是女性比男性的死亡年龄更小。”此外，

上述研究人员还发现，灾难越多，人们的社会

经济状况就越差，妇女与男性

死于飓风、地震及海啸等自然

灾害比率差距就越大。

　　为什么妇女更加弱势呢？

毫无疑问因为某些弱势根源在

于生理差距。例如在任何一类

人 群 中 都 会 有 一 定 数 量 的 妇

女怀孕，因此她们逃难或求生

的能力也就更弱。一般而言，

男人的上肢力量更强，因此在

上述情况下也就具备相对的优

势。但是Neumayer 和Plümper

的结论是，绝大数妇女弱势的

增加不是因为生理而是由于社会的原因。他们

写道，“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结构导致

女性处于性别弱势地位，这已经融入到日常社

会经济模式中，使得女性死于灾难的比例高于

男性。15

　　近期发生的灾难记录不胜枚举，如2004年

海啸。许多妇女死于家中，因为她们根本没有

意识到致命的巨浪的来临，而她们的渔民丈夫

则因为乘船在外打渔而幸免于难。有些妇女被

浪头卷走淹死。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有些

人尽管一直生活在海边，却从未被鼓励去学游

一般来说，在灾害中妇女的死

亡人数比男人多，她们在很年

轻的时候就去世了，但是缺乏

可靠的文献说明这一点，主要

是因为国际社会对于自然灾害

对性别影响的关注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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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女孩们因为从未像她们的兄弟那样学会爬

树而被淹死。有一个女孩曾被她父亲松手而掉

入巨浪中，因为她父亲无力同时抓住她和她弟

弟，而且这位父亲时候说道，“儿子是家里的

命根子”。16

　　妇女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几乎没有随着洪

水的退去而消失。在应对大灾难时引发的紧张

状态往往会加剧基于性别而发生的暴力行为，

这一点在灾难来袭之前就已经出现了。17   世界

上大多数政府的工作人员都是男性，而且通常

的惯有思维都是男性主导家庭，妇女则经常灾

后补偿及其他援助所遗漏。在其家庭之外，世

界上的社会网络又更加脆弱，因此有关求生的

必要信息则正好与她们擦肩而过。

　　虽然这种忽略对女性提供灾后恢复援助的

现象在增加，但是许多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

都增强了重视妇女需求的意识。在基层，在部

分情况下已能够开始做到坚持参与灾害管理和

重建计划中去。在1992年巴基斯坦Sarghoda区

发生的一场严重的洪灾中，妇女为其家庭设

计新房屋出了一份力并成为新建房屋的共同

所有者，提高了她们的社会地位。1999年印度

Orissa发生了一场飓风之后，大多数救灾工作

都是通过妇女们开展的，她们接收救灾物质、

贷款和建房补贴，在尊严和社会地位方面得到

了有证可查的改善。18

　　非政府组织已经证明妇女和男性破除陈规

共同工作的模式成果显著。灾难中的单亲父亲

经常成为其孩子的守护人，而且会将家搬到离

孩子学校近的地方。有些补偿项目给那些在灾

后恢复过程中戒酒的男人提供财务奖励，从而

成功地缓解了妇女的“次贫困”状况及其受配

偶虐待的问题。19

气候变化与冲突

　　在联合国内部及各国政府之间正出现一种

担忧，即气候变化将会增加虚弱国家发生内部

暴力冲突的可能性。（这些虚弱国家在研究文

　　2004年那场灾难性的海啸之

后，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印度尼西

亚、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泰国

的代表处与联合国有关机构协

作，共同为灾后重建提供帮助。

联合国人口基金证实，妇女与青

少年的生殖健康与孕产妇健康需

要在重建过程中得到了保障，恢

复计划中也包括预防性暴力的有

关内容。

　　在印度尼西亚受到海啸影响

的省份中，基础卫生保健中心获

得了救护车和用于急诊服务的设

备，为社区内的孕妇的特别需求

而制定了灾后更长远的计划。联

合国人口基金与印度尼西亚心理

协会共同合作，推动建立社会中

心和发展受训的心理顾问，以应

对性别暴力。

　　在整个受影响的地区，联合

国人口基金分发了几十万个人卫

生急救箱，除了有肥皂、手纸、

牙刷和卫生巾等基本用品之外，

还包括预防艾滋病和其他性传播

疾病以及意外怀孕的保险套。其

他用在灾后的生殖健康设备和用

品还包括紧急避孕工具、安全分

娩用品和用于治疗性传播疾病的

药物。 

　　过去几十年来，联合国人口

基金已具备了应对紧急状况的能

力，从而能够为灾后幸存者和难

民营的落难者提供基础的生殖健

康服务。这些干预措施为那些受

影响的人群带来了长期利益。一

项研究发现，像孕产妇死亡率和

婴幼儿死亡率以及避孕工具普及

程度等生殖健康指标在非洲的难

民人群中比例要高于周边人群。 

这里有一个教训适用于将来可能

变暖的世界。如果有足够的资金

和政治承诺，这样的干预措施可

能会更普及而不是单一的，这有

助于世界上各个人群改变他们在

气候变化方面所处的弱势地位。

2

23     灾难之后提供卫生急救箱并开展有关防范性暴力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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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中有着不同的分类，被列为“脆弱”或“失

败”的国家，指政府无力保证首都之外地区的

安全，甚至经常连首都的安全都无法保证的国

家。）这些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9%，但

是却占世界贫困人口的25%以上，这加剧了人

们谋生的难度，并且恶化了性别歧视与不能很

好地享受生殖健康服务所来的后果。22

　　尽管在环境恶化与国内

冲突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上

还有争论，但是安全专家都

一致同意，淡水资源和可耕

地的缺乏会加剧之前已有的

紧张状况。在脆弱的经济体

制、财富与权力分配不公平

的制度下以及无效政府的管

理下，这可能会导致冲突爆

发，而且常常是伴随着民族

分裂。苏丹达富尔地区冲突

也许就是由气候变化恶化导

致暴力冲突的一个例子。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于2006年访问该地区时指出，要重视近年来降

雨下降的情况，气候变化已经加剧了土壤沙化

并且引起了地区内的紧张状态。23  达富尔地区

的妇女已经为发生在她们村庄附近的暴力冲突

付出了高昂代价：强奸、其他各种形式的性暴

力，还有她们在这个资源贫乏地区寻求水源和

燃料时面临的越来越高的风险。

　　部分原因是由于对气候变化会怎样发展和

现在发生了多少的与气候或环境变化有关的冲

突这两个问题都不太确定，有些专家已强烈要

求应对气候变化与暴力冲突之间的联系提高警

惕。24   有一点是确定的：即冲突及其附带影响

是气候变化造成的后果之一，我们应该本着预

防的原则来应对，即使我们无法预知，也要尽

量提前预见。鉴于妇女和儿童遭受过长时间的

不公平待遇，性别平等的关键点、人口和气候

变化的影响之间的关联都应该得到深入研究，

并且有目的地在内部暴力冲突可能增加的地区

进行干预。

海平面上升与城市化挑战

　　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中，更为突出的人口

流动趋势是城市化，即城市居住人口比例上

升。一旦处于过度拥挤和无力治理这种近乎极

端的情况时，即使是世界上

最大的城市，近期内也会被

视为创新和改革的中心，该

城市中最贫穷的居民往往最

具创新力——这其中有部分

原因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必须

在市政服务条件很差的廉租

房中生存下去，以上情况在

联合国人口基金《2007年世

界人口状况报告》中有所阐

述。

　　面对目前的气候变化，

我们将日益需要这种变革。每10个人中就有1

个人居住在仅高于现有海平面几米范围内的沿

海城市中。据估算，海平面每上升1或2米，就

会有3.84亿到6.43亿人面临着无家可归的可怕

境地。25    几乎所有的人口未来净增长都将发生

在城市内或向城市转移，这就意味着到本世纪

中叶，城市人口将会加倍，甚至有更多的人将

居住在贫民窟内。在此形势下，贫苦人群往往

被迫在仅有的置留地上定居。这些置留地都是

极度倾斜或是刚刚接近标准海平面的。这将让

穷人终身都面临着倾盆大雨、泥石流和洪水的

威胁之下。世界上多数最大城市都处于或是靠

近海洋沿岸或是处于主要河流的入海口，这就

增加了本世纪人民的生活随着水面上升而遭到

破坏的可能性。针对气候变化的不同程度，各

城市正在开始对气候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

预测，将地理信息系统及类似的技术应用到其

长期规划中。

鉴于妇女和儿童长期以来所遭

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加上性别

平等、人口和气候变化问题的

叠加影响，未来的研究和针对

此问题的干预应更侧重于在发

生冲突的地区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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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传播

　　健康状态不佳也能对妇女产生歧视，她们

目前更有可能比男性感染艾滋病并且更大比例

地感染疟疾。事实上，疟疾——这一传染性疾

病由于温度上升有利于蚊子生存，因此也被认

为是最有可能随着全球变暖而更加流行——现

在该疾病已经成为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孕

妇最大的杀手。26      随着温度的上升和降雨模式

的改变，登革热和各种不同的寄生虫疾病也被

认为是可能会在不同地区普遍增加或至少是会

开始流行的疾病。气候变化政府间工作组第四

次评估报告项目中的研究提及腹泻这一疾病，

它是贫困人口的子女受害的根源，到2020年感

染此疾病的儿童将比现有水平上升5%。作为

孩子的第一看护人，妇女们将会在现有传染性

疾病之外感受到上述疾病带来的沉重负担。

　　但是，气候变化对人们健康的影响尤其处

于不确定状态。工作组专家对健康所受影响进

行预测的信心不及他们对海平面上升或对更严

重的风暴进行预测的信心。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健康和疾病反映出很多人的因素：营养状况、

水源和卫生的安全情况、卫生设施的质量和普

及程度，以及它们所提供的预防性服务与治疗

性服务之间平衡程度。导致猪流感或H1N1这

样的传染性疾病流行的最主要原因是人口密度

的上升和全球化经济中进行空中旅行时的悠闲

所至。

　　对健康的关注不仅来自于气候变化的影

响，还来自于其产生的原因。同一种引起气候

变化的生化燃料所带来的污染可能会破坏繁

殖。例如，中国政府近期就承认新生儿出生缺

陷数量的上升与污染有关，尤其是该国以煤燃

料推动强劲的经济增长。27    如果能实现从基于

图4.3   沿海地区低海拔城市（LECZs）

资料来源: UN Habi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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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图中所采用的称呼及所示材料不代表联合国人口基金
对任何国家、城市或地区有关其法律地位的任何观点，或者其
国界或边界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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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的能源向可更新能源转变，那毫无疑

问将改善公共健康。

愈发严重的粮食安全问题

　　农业也许是在需要建立应对气候变化方面

体现妇女福利及官方统计无法反映的有关情况

最具争议的领域。妇女所生产的粮食远比这个

世界对她们的预期要多得多——尤其是在发展

中国家—即使今天，农民妇女可用的资源与其

对全球食品安全的贡献相比，两者的差距非常

明显。此外，农民妇女基本上都不拥有其耕作

的土地的所有权。根据国际妇女研究中心的调

查，在全世界范围内，妇女拥有所有权的土地

的比例不足15%。全世界已经开始意识到，即

使气候变化的影响显现伊始，食品安全的不确

定性也可能已经很严重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工作组最新的评估报告指出，南非地区收成

不佳，该地区食品生产前景尤其让人担忧，
尤其对小农户而言，他们缺少有效的调整措

施。29

　　讨论食品问题与健康问题一样，涉及妇女

寿命、经济发展、人口数量和气候之间错综复

杂的关系。气候变化对农业的最大影响变成了

甘蔗园和甜玉米园替代了粮食作物，以满足生

产发达国家政府用生物燃料对以汽油为基础的

车用燃料进行部分替代的需要。同时，经济增

长、人口增长及全球贸易增长的驱动导致食品

产量的大规模上升，农业企业常常取代单个的

小农经济（其中的很多人是妇女）。多数发展

中国家加大对经济作物和灌溉农业的投入，而

牺牲了耕地。最后，全世界的农民将为从扩大

的城郊地区寻找有限的干净水源而面临新的和

固有的竞争挑战以及工业用水需求。仓促的转

变发展模式只会恶化世界食品供应的压力，而

这一问题在不考虑气候变化对其造成的额外和

难以预料的影响之前就已经很令人担忧了。30

　　如果世界努力消除大气层中过多的二氧化

24 艾滋病病毒、艾滋病与气候变化

　　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的未来发展趋势将不仅

依赖于社会对传染性疾病数量增加的适应能力，

还依赖于社会对食物和水源短缺、更强烈的风暴

以及其他气候变化影响的适应能力。28    艾滋病病

毒预防和艾滋病治疗的成功及其范围能够为社会

适应更多不同的威胁做出贡献。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近

期考虑如何让全国性的研究方法来影响对气候变

化的适应能力。这两个组织确定了主要关注领

域：全球及区域食品安全，传染性疾病的分布情

况、对冲突与贫困进行治理的影响以及艾滋病对

年轻妇女和贫困妇女不成比例的影响。尤其关注

的是气候变化可能降低像农耕和渔业这样自然资

源密集型行业的收入水平，这可能会促使一些妇

女从事性行业而因此提高艾滋病的感染率。

资料来源: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GRID Arendal. 2008. Website: http://maps.
grida.no/go/graphic/the-percentage-of-agricultural-work-carried-out-by-women-compared-
with-the-percentage-of-female-exte, accessed 27 July 2009.

图4.4  抽样国家中妇女承担农业劳动的比例

0 10 20 30 40 50 6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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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就可能重新发现农民直接在自己的拥有的

土地上耕种农作物的价值。世界各地的农民需

要把自己从温室气体“净排放者”转化成为碳

氧化物的“净吸收者”，从而减缓甚至逆转大

气层中二氧化碳浓度上升的局面。这一过程需

要依靠不同的农业生产系统来实现，这一系统

在降低化学肥料使用的同时增加土壤中的碳含

量。随着气候变化，拥有土地并改善其自有土

地和食品生产状况的妇女和男人们可以成为增

强适应能力的楷模。这可以成为更广泛的社会

向健康和质量过渡的一部分，也是环境向资源

的可持续使用及全球大气和气候平衡发展过度

的一部分。

妇女和适应能力

　　最终，能促使整个社会适应气候变化的各

种因素可能与促成一个公平发展、人权全面实

现、社会和环境公平，以及环境可持续的世界

所需要的因素是一致的。

　　妇女在全力为其所处社会做出贡献的时候

受到了双重限制。在没有足够的社会支持的前

提下，生育和家庭责任会限制妇女在经济活

动、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涯中的参与程度。在吉

尔吉斯共和国，接受调查的妇女中有四分之一

表示家中的劳动使她们不可能出外工作。但极

少数男人们把这些原因归咎为不能在外工作的

原因。在次撒哈拉非洲的农村地区，妇女普遍

每周要花费两到六个小时从距离其住所400米

的某一处水源运水。31在这种情况下妇女的经

济和广义的社会机会有限就不足为奇了。

　　所有限制条件中最突出的是，全社会对不

同性别的人应担负的职责有着惯性思维。而女

人的处境、地位限制了她们的追求和可能获得

的成就。在一个必须同时与气候变化进行斗争

和适应的世界中，世界上一半人口所受到束缚

让人不堪忍受。虽然有这些障碍，但一个有利

海平面的上升形成了临时的洼地，孟加拉国的妇女这些洼地进行海水养殖获得生计。

© GMB Akash/Panos Pi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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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趋势是许多妇女正跨越这些障碍而得到

发展。她们正构筑其在社会中生存、发展的新

渠道，和外界的人们建立联系从而实现破旧出

新。她们不仅仅是在思考，而是在建立可持续

的社会关系和整体环境中。

　　土著人口—尤其是土著妇
女—在就气候变化展开的全球谈
话中始终未得到充分重视。托
里·科普兹说“但是她们的贡献
却是巨大的”。可持续的、低
碳生活？土著人口生活了数千
年。“我们现在讨论的许多解决
方案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祖先和
处在现代的人们的一种生活方
式，”托里·科普兹说。
　 　 托 里 · 科 普 兹 是 菲 律 宾
Kankana-ey    Igorat族人的一员，
她是联合国土著问题长期论坛的
主席，也是土著人政策研究中心
Tebtebba的创始人和负责人。托
里·科普兹为争取土著人的权利
而战斗，最终帮助土著人推动《
联合国对土著人口权利的宣言》
在2007年为联合国大会所通过。
　　托里·科普兹在菲律宾的山
区长大，上世纪70年代初期他获
得奖学金来到马尼拉，很快参与
到反越战的活动中。当她回家
时，发现祖辈留下的土地正受到
一个大型水电站项目的威胁。“我
们不得不组织起来拒绝水电站项
目”，她说。“我就是这么开始
的，而且我的斗争从未休止过”。
　　现在托里·科普兹转向关注
气候变化问题，在她看来，这一
问题是社会公正问题的根源。降
低温室效应的气体的排放只是斗
争的一半内容，而另一半内容常
常被人们忽视，即促进社会可持
续的、平等的发展。在这里，土

著妇女得以发挥核心作用，因为
她们经常对可持续发展的农业、
森林、流域管理和更多领域富有
责任，而且她们具备这些方面的
宝贵的知识。
　　土著妇女在适应气候变化方
面担任着积极的角色—她们培育
抗洪、抗旱的农作物，保护水资
源、还照顾那些因水污染和细菌
而患病的人们，患者身上携带的
病菌在日趋变暖的气候中更容易
滋生。
　　不同的责任意味着土著妇
女—和大众妇女—受气候影响的
途径有别于男人。了解这些细微
的不同影响很重要，托里·科普
兹说，因为“如果人们不知道这
些不同，那么他们提出来的解决
方案也就可能无法解决妇女的问
题。”
　　在菲律宾的土著人口委员会
工作时，托里·科普兹了解了大

量妇女面临的问题。她接受过护
士培训，发现生育健康是妇女生
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土著社
区，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很高，
妇女常常为了确保有活下来的孩
子而生很多孩子。而且，余粮很
少的农场需要大量人手，这样一
来土著妇女就面临着养育很多孩
子的压力。有些情况下，试图节
育的妇女会遭受家庭暴力。而在
世界的另一端，有些国家的土著
妇女却面临着由政府控制的被迫
绝育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托
里·科普兹长期以来一直提倡为
土著妇女提供合适的家庭计划服
务的原因。“如果你缺乏家庭计
划服务那就会出现问题，”她
说，“而且如果提供的服务不合
适也会出现问题。”
　　托里·科普兹相信生殖健康
保健对妇女来说至关重要，而且
对稳定人口来说也很重要。但是
她不同意那些将气候变化的主要
原因归咎为人口增长的人们的想
法。“我不认为那是主要原因”，
她说。“真正的主要原因是生活
方式”—人为推动的经济发展模
式。”此外，“如果人们认为人
口是问题的话，而且采取集中手
段控制人口增长，那么局面将更
加难堪。”最后，托里·科普兹
说，“决定生几个孩子的人必须
是妇女自己。”

25    适应气候变化的土著妇女

© UN Photo/Paulo Filguei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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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道主义组织CARE在孟加拉国西南部洪

水泛滥地区的农业社区开展工作，并尽可能多

地雇用妇女职员。该组织对所有工作人员进行

性别关系培训，并优先安排与以女性为户主的

家庭开展合作。前一段时间，妇女农户感叹，

天气不错的时候，她们养的鸡是有利可图的生

活来源；然而当雨季来临，洪水将鸡都淹死

了。农民和非政府组织确定了一个方案，有效

地解决了问题：开始养鸭，不再养鸡。2

　　在改变中不断调整、实现繁荣，是全世界

都面临的基本任务之一，而上述方案可以作为

这项任务的警句。做好这项工作，需要调动公

众舆论和政治意愿，目的是减缓和适应气候变

化。对于贫穷和富裕国家的妇女来讲，无论是

在全球舞台上或在她们自己的社区中，她们都

越来越多地从事有关气候变化的工作。同时，

她们正努力制定战略，以战胜不断恶化的环境

状况。通常，男性与妇女共同参与推动此项工

作。对于那些从事有关气候变化的工作者和那

些从事有关生殖健康和权利的工作者来说，他

们的有很多共同点，也有很多值得相互学习的

地方。套用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肯尼亚人旺加

里·马塔伊的话，“没有性别平等，就没有气

第五章  动员行动  实现改变5

在孟加拉国戈伊班达一个洪水多发的社区里，这里的妇女每个星期都
要聚在一起商量怎样应对日趋恶化的环境和海平面的上升。

© GMB Akash/Panos Pictures

　　“妇女是确保其社区有能力应付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角色。她们是改变的有效中介。在必

要的时候，她们往往能发挥这种作用，并在危机局势中扮演重要角色。”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１

候平等。”尽管世界各国政府出席了国际人口

与发展会议，但如要实现性别平等，必须得等

到所有的妇女、男性和青年人都能全面享受生

殖健康服务，包括自愿计划生育、安全孕产和

预防艾滋病毒和其他性传播疾病的感染。

气候变化的第一线

　　全世界的妇女更倾向于在家庭层面管理能

源，而男性在城市和国家级的层面管理能源。

男性常常声称技术是他们的领地。例如，在90

年代初，太阳能炊具未能在津巴布韦大规模推

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男子反对妇女学习

如何使用男人一无所知的新设备，所以，男人

利用其作为户主的力量，拒绝购买新设备。3

　然而，妇女每天都在克服这些障碍，特别是

当她们从事集体工作，有时她们也和男性及其

他妇女集体工作，以完成集体目标。事实上，

妇女比男人更容易偿还小额创业贷款，这也是

一个全球性的妇女小额信贷行业倡议的基础。

孟加拉国的格拉明银行最先萌生小额信贷的想

法，现在小额信贷已是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金

融机构贷款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印度，一个叫做自营职业妇女协会的



组织仅在西部古吉拉特邦就拥有50万名成员。

其银行拥有35万储户，而其贷款的还款率高达

97%。银行经理维亚斯告诉记者，“妇女很节

约。我们没有资金周转的问题。”4

　　许多性别差异是跨文化存在的，但随着收

入的增加与发展，妇女成为主要消费者，她们

也经常担任业务经理，至少有关能源和技术管

理的性别差异现象越来越少。5    因为妇女在这

个过渡中为其自身带来了观点，在很大程度上

来自于其作为儿童的看护者和新生儿初级保健

人员的角色。虽然围绕性别差异的辩论激烈，

近年来出现了耐人寻味的证据，显示各级企业

更多的涉及妇女将产生实际利益。问题不在于

妇女是否比男性更机智，只是他们是否带来不

同的观点、贡献和品质。

　　“起初，我们以为这是浪费时间，因为妇

女不知道如何管理一个村庄，”在2002年，一

位坦桑尼亚乡村议会议员被问及最近的法律变

化使妇女进入议会时如是说，“但我们感到惊

讶,议会中的妇女看待事物的观点不同，她们提

　　“当我们开始（植树）时，

我们并没有考虑到气候变化问

题，”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绿

化带运动的创始人旺加里·马塔

伊说，“但是，现在这项工作是

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

　　在70年代中期，马塔伊与当

地妇女（以及一些男子）合作，

在肯尼亚周边植树，再造环境，

目前植树量逾4千万株（绿带运动

也支持其他非洲国家以及海地开

展以社区为基础的植树工作）。

环境景观因此改造，人们的生命

和心灵也为之变化。

　　今天，绿带运动正在探讨与

世界银行开展合作，将植树作为

减轻温室气体排放的手段之一、

缓和气候变化问题。“我们要学

习技巧，”马塔伊说。“碳信用

和碳交易为绿带运动提供了新的

机会以继续开展现行的工作，但

现在于各组织和各国政府的合作

侧重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关于全球变暖，马塔伊最大

的关注是，贫困地区和社区将无

法迅速适应，部分原因是他们没

有足够的资金以获得更环保、更

高效的技术。她问，“举个例

子，假如海平面上升致使大量人

口从沿海到内地迁移，非洲或其

他国家政府将会采取何种措施？

如果防治荒漠化进程得以增强，

大量人口迁移到绿化较好的地

区，非洲将会发生什么变化？”

　　为什么目前没有更多的妇女

参与有关全球变暖的谈判和政策

制定中？气候变化是一个“基于

科学的主题”，马塔伊如是回

答，主要原因是妇女接受教育时

面临持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她

表示，如果妇女“是没有得到足

够的教育，她们在科学领域没有

很好的代表，不能完全参与决

策，这也将在谈判桌上有所反

映。” 

　　在制定和执行气候政策时，

马塔伊认为性别因素不可忽视。 

“很显然，当我们谈论减少森林

砍伐和退化以减少排放，我们需

要把重点放在妇女身上，我们需

要把重点放在社区，尤其是森林

附近的社区，”她表示，这将确

保他们了解气候变化及其对他们

生计的影响。在马塔伊看来，这

种纳入是不可或缺的，通过改变

草根阶层的行为，可以形成适应

全球气候变暖的能力，如减少森

林砍伐或退化、改善农业行为。 

“这只是其中一个层面”，马塔

伊说，“另一层面是决策层，必

须分配资源，以确保这些妇女和

这些社区接受教育，使其有效

参与，积极引导他们做正确的

事。”

26     旺加里·马塔伊：气候的未来，妇女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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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意见，我们其他人想都没想过。现在我们

都不想失去他们了。”6

　　在印度，无烟炉灶妇女营销者通过为每件

商品提供特殊艺术定制，赢得了妇女消费者的

支持。7 在发达国家， 2007年丹麦的一项研究

发现，一个公司的妇女职员如果实现相对平

衡，比起那些没有这种性别平衡的公司，则将

拥有更多创新和开发新产品和服务的能力。8

妇女，男子和风险管理

　　大量研究机构声称，平均而言，男性和女

性应对经济方面和其他风险的方式不同：男性

某种程度上更倾向于接受潜在收益大的大风

险，而女性则更多地避开了那些极端风险，选

择风险较小的方式，收益通常也是温和上涨。9

例如，法国的研究结论显示，最成功地抵御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公司，是那些管理层妇

女比例最高的公司。10    女性管理人员采取更谨

慎的做法应对风险，从而帮助避免由男性造成

的大量损失。

　　男人和女人应对风险的不同方法，是不是

同样适用于气候变化？

　　过去几年，我们见证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妇女集体企业的热潮。而大多数的妇女集

体企业的发展有利于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风

险，或至少有助于在气候变化中适应困难。马

拉维的女性农民加入了“农民俱乐部”，一起

分享关于应对土地贫瘠、降雨量不稳定的种子

和栽培技术的最新信息。11     在马里的城市近郊

地区，他们成立协会，集中资源购买或租用小

为保护环境，印度海德拉巴附近的妇女在干涸的河床里种植庄稼，这是印度国家农业就业计划的一个部分。

© Reuters

552009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



　　莫妮卡·巴布表示，在全球

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中，“大多

数妇女所具有的良好意识”是一

个强大的武器，也没有得到充分

调动。

　　巴布应该知道。作为全球环

境基金（GEF）首席执行官，巴布

为她的机构带来了积极意义，该

机构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致力于

保护全球环境的出资者。从这一

立场，巴布正在努力确保妇女在

努力减轻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发

挥更大的作用。

　　自1991年以来，在捐助国的

支持下，全球环境基金为发展中

国家的环保项目提供或调动了超

过400亿美元的资金。但是，在

2006年巴布领导这一机构时，全

球环境基金已经成长为一个笨拙

的官僚机构，项目从概念化到实

施往往需要花费66个月的时间。

巴布开始着手改变这种状况，并

取得成功：今天，完成这一过程

只需要22个月。这个转变是不容

易的，她说：“当你讨论改革

时，大家都赞扬你。但是，当你

开始实施改革时，每个人都会侮

辱你。”

　　巴布将她的成功归功于在一

定程度的无畏性，这主要是她在

过去几年中从事男性主导的金融

和发展领域获得的经验。作为一

位经济学家，巴布最初在法国的

经济发展银行（中央经济合作储

蓄银行，la Caisse centrale de 

coopération économique）任

职。随后，她转入外国援助机构

（法国发展署）工作，后来又进

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与男性一同工作使得巴布能

够做出妇女所特有的贡献，这使

她得到赞赏。例如，务实，巴布

认为“妇女的关注非常具体，非

常务实，她们迅速采取行动解决

问题，而男性需要更多的时间来

讨论以解决问题”；远见，她相

信这源自对育儿的经验，这是妇

女对未来的特殊投资。

　　妇女的务实和远见，是努力

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迫切需要。

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妇女过着亲

近自然的生活，她们往往具备祖

传的知识，可以为应对气候挑战

提出解决方案。巴布说，“高端

技术并不是对解决所有的事情都

有用”。

　　巴布正在努力将性别视角纳

入全球环境基金的所有工作，以

使妇女更充分地参与应对气候变

化和其他环境问题。具体而言，

这意味着分析妇女和男子的不同

需求，以确保妇女能够平等收益

于全球环境基金的投资。这也意

味着持续保持妇女参与整个项目

周期的活动。“你不能是仅仅召

开一个利益攸关者会议，在项目

概念化阶段的第一天，你邀请5

名妇女参加会议，之后就忘记她

们，”巴布说。

　　最好的项目，是在解决环境

问题的同时，显着改善妇女和女

童的生活。例如，在公共交通方

面的投资是重要的，这不仅是为

了减少车辆废气排放，还能使妇

女接触教育、商业和政治机会。

巴布说，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不

教授妇女学习驾驶，但“如果你

想让她们成为社会的一部分，你

需要正确的交通。”同样，在没

有电力网络的地方引进太阳能光

伏技术，可以使妇女拥有更多的

时间，与外界联系，巴布认为这

项利益是“超越光与电的方式” 。

　　巴布认为，妇女在应对气候

变化和其他环境问题方面可以发

挥更大作用，但她自己却遇到了

这方面的意外。一次，她接受政

府委任，代表法国参加一个有关

环境的国际会议。巴布认为她在

金融领域的实践经验可以为此作

出必要的贡献。但她的同事们感

到困惑：“当时，作为一个金融

行业人士，说‘我想从事环境问

题工作’似乎不妥。”

  巴布敦促其他妇女贡献自己的

经验、专长和智慧来应对气候变

化。尽管妇女在气候问题谈判和

其他论坛等场合出现次数增多，

但是她认为“数字不能代表声

音”，有关对话仍然以男性为

主。她对于妇女气候活动家的意

见就是：“我们不应该害怕提出

具有良好意识的建议，即便这些

建议不是那么优秀，更重要的是

脚踏实地。”

莫

27    莫妮卡·巴布：调动妇女的良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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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土地进行园艺工作。12      在孟加拉国，最贫穷

和最边缘化的妇女在河边生活，她们一有机会

就搭建临时住所，在chars（随着河水水位降低

而出现的淤泥岛屿，不具备产权，水位上升即

消失）上收集能源。也许，在受气候威胁的国

家最易受伤害的居民中，这些妇女展示出传统

知识的价值，在管理变化的环境中，很少或者

不需要依靠她们的社会群体。13

　　在尼泊尔中西部，农村妇女正在向另一个

方向努力：她们正在学习视频技术，这可以教

她们如何表达自己适应的需要，这很有作用。

在2007年致命的雨季洪水之后，总部位于英国

的非政府组织“援助行动”和苏塞克斯大学的

研究人员访问了一些社区，这些社区缺少基础

服务，但都不顾季风和其他气候模式的变化，

竭力维持生计。“援助行动”主要是与妇女（

因为许多男子从该地区外出移民寻找其他的工

作）合作，“援助行动”的工作人员和研究人

员帮助社区确定优先次序的需求。不久，人们

产生了使用摄像机的想法，帮助妇女记录她们

情况和需要，有效地将她们如何能要求地方官

员为其更好地生活提供所需要的资源视觉化。

经英国组织的评估，这项工作不仅改善了各地

区妇女的权力，而且帮助妇女适应气候变化，

受益于政策在其社区的影响，以及更多。14

政策支持，妇女和气候变化

　　多年来，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妇女往往被忽

视，而今国际政策日益注重性别影响，并采取

措施克服各种阻碍妇女的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工作的障碍。最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秘书处致力于将性别议题纳入会谈中，全球环

境基金现在也致力于评估其对妇女的投资的影

响。

　　一直以来，科学和气候变化政策被男性主

导，这种情况还在继续。在为政府间气候变化

专门委员会工作的科学家中，妇女只占16%。

这还包括美国的苏珊·所罗门，她担任了第一

工作组的联合主席，第一工作组专门研究气候

变化的科学问题，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的三个工作组之一。妇女就任政府气候代表

团团长的比例也不甚理想，然而，她们对政府

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所作的贡献占8%-18%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的谈

判桌上，妇女的比例似乎略有提高。据非政

府组织GenderCC的统计，从上世纪90年代的

15%-23%，已上升至近年来的28%左右。

　　妇女在世界上其他重要政策决定职位中

所占的比例与此基本相同。只有世界上150个

经选举产生的国家领导人中，仅有7名是妇

女。15       在国家议会中，妇女占18.4%的席位，

只有22个国家的议会中妇女所占的比例据称可

以超过30%。进展是缓慢的。根据一项统计，

依照现有的速度，到2045年之前，大多数发展

中国家的议会席位中任何性别的比例不会超过

60%。16

　　在某些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妇女在参与气

候谈判方面取得最佳进展。伯纳蒂塔斯·穆勒

是菲律宾首席谈判代表，也是联合国的77国集

团和中国气候谈判代表团的协调员。

　　尽管如此，妇女参与或大力参与气候变化

领域仍然鲜见，如果各国政府和他们所服务的

公众不加强其承诺，这一情况将继续发生。事

实上，鉴于气候变化问题的普遍性和它代表的

挑战，气候变化科学和政策的工作将受益于多

样性，这不仅体现在性别的多样性，而且也体

现在年龄和收入，以及当地人民参与的多样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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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与民间社会：气候变化的教训

　　环境，人口和环境领域以外的发展谈判的

历史表明，妇女的参与是重要且具有影响力

的。特别是近20年来， “全球公民社会”实现

巨大发展，这一由活动家组成的国际组织致力

于保护环境、保障妇女权利、促进可持续发展

等工作。由于这些问题是跨国性问题，受新认

识的推动，借助低成本的通信技术和旅行的扩

散，全球公民社会在上世纪90年代一系列重要

的联合国会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环

境（1992年）、人权（1993年）、人口（1994

年）、妇女（1995年）等方面。

　　全球公民社会影响越来越大，使妇女能够

在联合国政策决策中发挥更大作用，在男性主

导的国家代表团外开辟了其他渠道。（根据可

持续发展非政府组织妇女核心小组委员会的统

计，2000年，超过40%联合国代表团其成员只

有男性。18）通过这些新渠道，妇女活动家在

处理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一些问题时采用了

性别视角，将她们的观点和生活经验，应用于

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和处理方式上。

　　例如，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

　　气候谈判代表伯纳蒂塔斯·

穆勒已习惯与男性开展数量悬殊

的较量。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家，

穆勒目前担任菲律宾领头谈判，

并作为发展中国家77国集团（现

在已超过77个国家）和中国的

协调员，但穆勒并不认为性别问

题是在以男性为主的世界气候谈

判中的一项约束。“如果有什么

事情的话”，她说，她的谈判对

象也会“比较客气，因为我是女

人。”

　　关于气候变化的大分歧，穆

勒说，与北半球的富裕国家和南

半球发展中国家的分歧。她说，

富裕的国家没有履行其既有承

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转

让技术。此外，富裕国家提供的

资金也是带附加条件的“发展援

助”。

　　穆勒说，富裕国家未能履行

这些承诺，是不愿意承担气候变

化责任的表现。她说，直到2004

年，大气中的自然水平之上积聚

的大约75%以上的温室气体是由

仅占世界人口20%的发达国家排放

的。所以，从历史上看，占世界

人口80%的发展中国家，仅占所有

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四分之一。从

问题的起因来看，发达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的责任是有区别的。

　　穆勒认为，从根本上讲，这

是为了降低消耗、改变不可持续

的生活方式，这个责任应由主要

发达国家承担。她说：“我们必

须咬紧牙关”。例如，这意味着

在可行的公共交通系统周围建立

城市、社区学校和商店。这也意

味着我们应重新考虑买什么、穿

什么和吃什么。“我们是否确实

需要在冬季吃草莓？”

　　穆勒表示，改变生活方式如

此重要，妇女起关键作用，因为

不管我们喜欢与否，家庭的工作

通常由妇女是负责。（穆勒很快

就指出，她的丈夫就喜欢做蛋

糕，认为性别分工有点无稽。）

富裕国家的妇女具备相当大的能

力减少其家庭的碳足迹（碳排

放）和对环境的影响。同时，发

展中国家的妇女有权拒绝在消费

模式效仿较为富裕的国家，形成

自己的替代模式。世界各地的妇

女有权向下一代传授有关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性。

　　穆勒说，可持续发展要取得

成功，“必须赋予妇女权利。”

气

28    伯纳蒂塔斯·穆勒：必须赋予妇女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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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ED）中，83个国家的妇女齐聚一堂，

在迈阿密召开为了健康的地球第一次世界妇女

大会，这次会议由妇女环境与发展组织联合主

办。19    在这次会议上，许多国家和不同背景的

妇女分享环境挑战和解决方案的生活故事，达

成了《妇女行动21世纪议程》，一项将妇女的

观点纳入环境决策的蓝图。在里约热内卢召开

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中，最大的非政府组

织论坛“妇女帐篷”，提供联络和制定战略的

一个平台。

　　这些努力的成功是反映在会议文件《21

世纪议程》中，其中超过145项提到妇女在

环 境 和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作 用 和 地 位 ， 还 有 单

独 一 章 题 为 “ 全 球 妇 女 行 动 实 现 可 持 续 发

展”。20    21世纪议程将妇女作为实施其广泛行

动方案的9个“主要群体”之一。

29  加拿大和中国，妇女参与合作

　　加拿大国际发展署正在同中国政府合作，减

少中国的造纸和纸浆、化肥和塑料工业的碳排放

量，并在工作转变性别观念。通过加拿大气候变

化发展基金的资助，中加合作清洁生产项目的

目的是至少使得项目参与者中妇女的比例达到

30%，并大幅度扩大妇女代表在管理、技术人员

和工人中的比例。按性别的基线调查显示，在项

目活动中应制定和实施参与者的性别分析，贯彻

性别平等意识。妇女接受了有关流程改进、审计

做法、设备和计算机使用监测等培训。项目的一

个重要目标是提高妇女的意识、能力、自信和应

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积极性。最终，动员妇女积极

参与项目，把自己的工作同采取环保倡议行动相

结合。17

资料来源：Lebelo, D. and G. Alber. 2008. “Gender in the Future Climate Regime.” Berlin: GenderCC—Women for Climate Justice.

图5.1　妇女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各代表团所占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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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转变

　　参加了环发会议的妇女引发了关于环境政

策的思想的巨大转变。她们表明，有效的政策

不能是“性别中立的”。相反，她们展示了承

认妇女作为自然资源的管家角色的重要性，因

为“没有人比妇女更密切的知道过度开发的土

地的现实状况到如何，因为妇女们耕种、灌

溉、使用土地的树木作为燃料，收获森林树木

当作治病的草药和药用植物，用自己的传统知

识造福社会...”21   这些角色和责任使妇女极易

受环境退化的影响，它们也使妇女处于实施

解决方案的中心。妇女赋权是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这可以确保其获得所需要的资源和信息，

以对资源管理作出正确决策。 

　　1994年的人发大会标志着另一个模式转

变。其行动纲领是全世界努力实现人口政策和

方案转变的顶点，从重点关注减少人口增长的

人口统计学目标，转变到关注改善人口的生殖

健康。妇女与男性一起，实现了人口政策建立

在尊重人权和人类发展的基础之上。参与国政

府同意，“所有夫妇和个人享有自由和负责任

地决定生育人数和生育间隔的基本权利，并享

有信息、教育和此类方法的基本权利”。22     赋

予妇女权力是关键：妇女今后将有机会享受教

育、生计、计划生育和其他保健服务，他们有

更健康和更小的家庭。

　　人发会议以来，国家人口政策随着人发会

议《行动纲领》演变。例如，在印度，国家计

划生育方案已放弃了人口统计学的“目标”，

实现了自由和知情选择生殖健康服务。23

　　《行动纲领》雄心勃勃，但许多方面碍于

资金的限制。自90年代中期，包括计划生育在

内的生殖保健服务资金，作为卫生开支的比例

已经下降。因此，在发展中国家有2亿妇女的

需要不能得到满足，缺乏享受计划生育服务的

机会，从而无法行使其决定生育人数和生育间

隔的权利。24     人发会议以来，最大数额的计划

生育专项资金出现在1995年，承诺额为7.23亿

美元，除1999年外，其余各年都在6亿美元以

上。据最新估计，2007年约为3.38亿美元。25

　　在人发会议达到高潮的同一种模式转变，

也需要在当今国际社会的努力，以解决气候变

化问题。性别敏感性的方法必须取代原来的男

女平等问题长期被忽略，妇女一直被讨论拒之

门外的情况。

　　过去，实现将性别观点纳入环境政策作

为“主流”的努力成败参半。在筹备2002年可

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时，妇女团体回顾

了实施《21世纪议程》的具体性别建议的进展

情况。她们的结论是，国际、国家和地方各级

已采取了重要行动步骤，但这些努力分散，且

大多是临时性的。她们发现，性别问题并没有

实质性纳入全球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和活

在菲律宾的港口公主港，一位妇女在一个名为“森林的盛宴”的
活动里准备开始种树。参与者每年都会参与这样的活动，通过在
植被被破坏的地区种树以防止全球变暖。

© Reuters/John Javellana

60 第五章　动员行动  实现改变



　　尽管如此，妇女在2007年巴厘岛和2008年

波兹南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

会议中的代表日益增多。由妇女领导和妇女工

作人员构成的非政府组织，例如妇女环境与发

展组织和GenderCC，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全

球社会性别与气候联盟（一个民间社会和联合

国各机构的联盟）一道，共同推动会谈中的性

别议程。总部设在发展中国家的气候领域的非

动，更别提在这些领域将性别问题彻底纳入主

流。

　　20世纪90年代的联合国会议为将性别视角

纳入气候变化的努力提供了重要的经验。首

先，提倡妇女积极参与、达成性别问题敏感的

协议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尽管许多组织目前

正在努力将性别观点纳入气候问题，妇女在谈

判进程中的代表性仍不充足。

　　当政治学家马利尼·梅赫拉
在印度和发达国家的气候会议期
间环顾四周时，她发现“负责气
候政策的政府官员和政治家极度
匮乏”。但是她要传达的消息
是，为阻止气候变化，需要积极
行动，在她自己的国家每一层级
寻找妇女接受听众，这在其他发
展中国家内部也应如此。
　　“在传统社会中，妇女仍然
负责照顾为他们的家庭及其子
女，”梅赫拉女士说，“印度是
没有什么不同。妇女可以看到污
染的空气和水对子女的影响，这
是环境信息首先传递他们的形
式。”
　　马利尼·梅赫拉受训成为性
别问题专家，20多年来一直在可
持续性、发展和人权问题领域工
作。她的许多时间都用于努力说
服印度政府把重点从政策的指
责——批评发达国家造成气候变
化的历史作用—转移到预防，以
尽量减少本国迅速发展和不断增
加的人口（目前有12亿人）早成
其在未来的温室气体排放中占主
要部分。
　　利用这种转变，也是该马利
尼·梅赫所领导的一个叫做社会
市场中心的非政府组织的目标之
一。该组织在印度和英国设有基

地，并致力于她所谓的“三重底
线”（即人民、地球和利润）的
市场工作。“我们的目标是将导
致人受害的‘不能做、不去做’
的思想转变为基于希望和良好建
议的‘可以做、必须做’的观
点，重新构建讨论框架。”梅赫
拉女士说。
　　通过与国际合作伙伴和支持
单位的合作，社会市场中心发起
了许多重要的公共参与倡议，包
括“印度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倡
议，以积极促进国内应对气候变
化。这项多年期的运动，通过媒
体，重点做市领导、专业团体和
商业界的工作，努力构建气候变
化领域的交流平台。在国际农业
研究磋商小组举办的一项全球竞
赛中，“印度应对气候变化挑
战”被评选为2007年五大气候运
动之一，并于2007年12月在巴厘
岛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
被授予此奖。
　　社会市场中心正在积极通过
该国受妇女欢迎的媒体，在妇女
自己的家中和工作场所展开宣
传，动员她们采取行动应对气候
变化。“妇女是我们的关键选
区，”梅赫拉女士说，“她们是
真正的推动者，在印度，她们在
这个问题上能呼风唤雨。通过她

们，我们将实现我们所致力于的
改变。”
　　梅赫拉女士说，男人和女人
对气候变化的感受不同，这不是
因为两性之间的内在差异，而是
因为我们继续过着既有性别角色
的生活，并有不同的压力和期
望。“作为家庭经济管理者，妇
女，特别是贫困和边缘化的妇
女，将面临资源稀缺、疾病、健
康状况恶劣、极端天气和流离失
所的影响”，她说，“我们可以预
见未来的痛苦，因为现在我们周
围这种情况已屡见不鲜。饥饿、
营养不良、冲突，这些都将更多
地影响人们获得生活中的基本必
需品，包括清洁的空气，水，食
物和住所。”

当

30    马利尼·梅赫拉：为三重底线目标

© Courtesy of Centre for Social Markets (C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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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组织，包括妇女领导的组织，也开始出现

在谈判会议上。

　　妇女在正式谈判中，以及在气候会议上

“全球公民社会”的各部门中取得更大的代

表，是气候变化工作中实现性别平等的关键第

一步。重要的是，妇女不仅需要参与谈判和规

划，也需要参与实施，这将涉及一系列广泛的

机构。鉴于人类和气候相互作用的复杂性，政

府、政府间组织和私营实体将

需要数十年的努力以减缓和适

应气候变化。要想确保采用性

别观点，需要加强对能源、农

业、卫生、防灾决策等领域政

策决定工作的监督。从部落议

会，到国家能源部门和联合国

大厅，妇女的声音将需要强有

力的代表。

动员能力建设

　　然而，仅仅呼吁妇女更多地参与是不够

的。受性别意识的公众和选民所影响的政府应

消除障碍，使妇女参与气候变化讨论。当各国

政府改变法律、社会放开不利规范和期望，以

改变妇女作为二等公民以及被其他人定义的性

和母亲角色的现状时，两性平等会更接近现

实。当社会期望立法机构至少有40%妇女的参

与比例时，妇女才有可能填补这些席位空缺。

但是，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是特别是有关教育、

卫生和机会的生活条件，必须支持妇女的努

力，帮助其实现个人和集体目标。值得探讨的

是，除了改变法律和预期的必须任务，社会还

能做什么，从而使这一转变成为可能。

　　“人力资本”的概念本身可能使人更加了

解关于全面发展、两性平等和人口增长未来的

趋势。沃尔夫冈·卢茨是奥地利应用系统分析

国际研究所世界人口计划项目负责人，他将人

力资本定义为社会中教育和健康的结合。“人

力资本构成甚至可能成为对社会对气候变化的

适应能力的关键，”卢茨如是建议。26

　　更高水平的教育程度及其对降低生育率的

影响与受教育年限成正比的。基于占世界人口

90%以上国家的经验，根据应用系统分析国际

研究所分析，没有上学的妇女每人平均养育4.5

名儿童，而那些已经完成小学

学业的妇女每人平均仅养育3名

儿童。上过一两年中学的妇女

每人平均养育1.9名儿童，而那

些上过一两年大学的妇女每人

平均仅养育1.7名儿童。27     生育

率下降，将有助于减缓人口增

长速度，从而促进未来的排放

量减少，使政府更容易保持适

应气候变化需要的步伐。

　　更高水平的教育程度对生育率的影响令人

印象深刻。特别是上过几年中学的情况，这同

时也能增加妇女收入，提高她们的预期寿命

以及妊娠和分娩的健康状况，降低婴儿死亡

率。28   这些利益的每一项都是社会具有适应能

力的标记，特别是具备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此外，上学可以更广泛地认识外界的人们、文

化和社会。它能使人走出家门，看到世界。在

许多社会中，妇女仍然更有可能在家里或者在

家附近花费她们较多的时间。但对于她们，教

育使其在气候变化或其他社会问题方面能掌握

技巧、建立自信、获得行动的能力。

　　人力资本的另一面，健康，至少与学校教

育一样，对于社会适应能力和动员能力同样重

要的。如果死亡率和发病率很高，社会难以繁

荣、充满活力和适应力。对于妇女行动起来实

现改变来说，健康可能更为重要，因为她们的

“ 人 力 资 本 ” 概 念 的 提

出，可以使我们完善对全

面发展和性别平等基础的

认识和更好地判断未来人

口增长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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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角色和其照料家庭的期望，已为其外向型

社会行为强加了高机会成本。

　　生殖健康对妇女尤其具有催化作用。从困

难的怀孕和分娩，到艾滋病毒和其他性传播疾

病感染，生殖健康问题构成了全世界妇女死亡

和残疾的主要原因。29     而且，无法获得生殖保

健服务缺乏阻碍了千年发展目标。这无疑是进

一步妨碍了社会的适应的实现和动员能力。

　　现在，安得拉邦75个村庄

的5000名妇女正向外界提供无农

药、无灌溉的有机农业，作为应

对全球变暖的方法之一。

　　农业占印度温室气体排放比

例的28%，主要为来自稻田、牛

以及肥料产生的甲烷所排放氮氧

化物。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在

2007年发布的一项报告称，印度

的降雨模式将发生不均变化，强

降雨出现的天数将减少，这将直

接导致农业情况的混乱。

　　报告指出，12月、1月和2

月雨水的减少，意味着水存储减

少，用水压力增加，同时干旱的

发生将更频繁，旱期也将延长。

该报告引用了一个受到影响的例

子，温度升高0.5摄氏度，印度

每公顷小麦的产量将将减少0.45

吨。新德里环境科学院的研究

指出，到2100年，作物将减产

10%-40%，尽管更多的二氧化碳

对作物生长具有有利影响，作物

病虫害和疾病的动力学也将显着

改变。

　　在Zaheerabad村，dalit（印

度最底层身份）妇女构成了印度

等级森严的社会的最底层，现在

通过不需要额外的水、化学物质

或农药进行农业生产，表现出其

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在一个叫做德干发展协会

（DDS）的组织的帮助下，妇女使

干旱退化的土地实现再生，在每

英亩的地上种植着多达19种本地

作物。

　　近25年来，DDS在印度从事这

个领域的工作，已帮助这些妇女

通过政府为dalits和前sanghas(僧

侣)设计的项目，或者是当地自发

互助小组，帮助妇女定期开会，

并决定自己的未来规划。

　　妇女大多在10月和11月间种

植作物，动员全家帮忙，其中，

除草需要7天，收割需要15至20

天。农家肥每两、三年根据土壤

条件使用一次。

　　在Bidak anne村，50岁的

Samamma，站在她的田间，指出

种在向日葵之间的各种作物的所

有要点，它们全不需要水和化学

投入，这些作物包括：亚麻籽，

绿色豌豆，鹰嘴豆，各类小米，

小麦，红花和豆类。向日葵叶吸

引害虫，其土壤流失由其中的豆

科植物产生固氮补偿。

　　“在我的作物类型中，一个

吸收土壤养分，一个给予土壤养

分，这样，我得到油、谷物和绿

色蔬菜，满足了我的全部食物需

求，”Samamma说。

　　除其他农作物，Samamma不

足一英亩的土地能产出150公斤红

四季豆，200公斤小米和50公斤亚

麻籽。她留下50公斤粮食自用，

其余在自由市场销售。

　　75个村庄的5000名妇女现在

都采用这种方法发展农业。

　　DDS的董事P.V.Satheesh表

示，“在气候变化框架中，这种

旱地农业系统能抵抗高温天气带

来的各种困难。”

　　妇女现在运行着一个独特

的 “作物融资”和粮食分配的系

统，他们为自己规划了未来。从

自由市场销售获得的收入，每年

定期存入银行，存款的利息用于

资助那些在5年中还清谷物贷款、

完成循环的妇女成员。

　　DDS现在使妇女参与由全球

参与担保计划（PGS）有机印度议

会认证的有机生产监测系统。在

Zaheerabad，有机认证的主食和

粮食被贴上PGS认证的标签，在海

得拉巴市被流动货车通过零售将

其出售给消费者。Satheesh说，

妇女都快被订单淹没了。

作者为科亚·阿查里雅。

31     印度妇女农民应对气候变化





　　全球气候正在发生变化。正是我们自己，

我们的生活方式，快速增长的人口数量和大规

模的消费和生产改变了气候。

　　技术，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碳化石能源的

使用，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更新的更

清洁的技术将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起到重要

作用，但这无法拯救我们。我们必须自救。要

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在多个方面采取措施。

有些措施能立即产生效应。其他的只能由我们

的子孙后代去享受。而我们仍然需要在同一时

间实施这些措施。时间就是现在。

　　气候变化往往被视为科学问题，但是，其

人文因素最终凸现出来。人文因素远不止气候

变化变化影响的呈现和社会对这些影响的反

应。这些影响很可能会加剧性别及其他社会不

平等现象，这些不平等现象在当今已经很严重

了。为减少或消除这些不平等所作的工作因而

成为解决环境变化，以及促进发展和充分行使

人权等问题的关键战略。

　　由人类导致的气候变化的复杂性质和气候

动力要求现在需要在三个方面做工作，包括有

即时效应，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三方面工作。

　　由于现在去阻止气候变化为时已晚，人类

第六章  脱离边缘的五个步骤6

必须立即学会适应气候变化，并且要对长期正

在发生的变化变得更加灵活。如果不阻止全球

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并且迅速的减少排放，

那么适应气候变化就会变成一个永无休止和也

许不可能的挑战。建立适应气候变化能力不能

忽视从现在开始尽可能迅速地减少排放。但这

要求人类行为方式的转变，要求对待环境的方

式要有新思维，这些环境包括个人环境、集体

环境、地方环境、区域环境和全球环境。即使

在减少排放方面取得的早期的成功也将成为一

项任务的序幕，这项任务可能会占据人类几十

年甚至几个世纪的时间：全球繁荣，同时使人

们不向人类居住外空间释放全球大气和气候。

　　考虑到这样一项雄心勃勃的任务如何完

成，我们不能忽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成员国之间的差异。作为一个团体，发达

国家向大气排放的温室气体要多得多——从而

造成目前大气中吸热气体的高浓度。当按照国

家人口总量计算人均排放量时，这一点尤其显

著。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方面，大多数工

业化国家同样比发展中国家具备更大的经济和

制度能力。这更大的能力部分源自于一个事

实，即他们几十年经济开发过程中温室气体的

　　“今天，我们正面临一个挑战，即转变我们的思想，以使人类停止对其生命支持系统的威

胁。我们需要帮助地球治愈创伤，并在这一过程中自我疗伤——实际上是拥抱多样、美丽和奇妙

的宇宙万物。”
——Wangari Maathai 1

洪水来临的时候，孟加拉戈伊班达的居民在高地上建起临时小学，保证孩子们能正常
地上学。从长远的角度看，女童和妇女赋权将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

© GMB Akash/Panos Pictures

652009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



排放。他们人均收入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如果

发达国家不采取尽早的、按比例的巨大努力去

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很难看到其他国家能够担

任发挥带头作用。

　　世界需要一些创新理念，去解决如何使高

排放量和低排放量国家达成一致，减少排放，

提供必要资金和技术让所有国家和所有人民去

适应和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最近，美国

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建议，国家减少排放的义

务应当以其境内生活的世界十亿最富有的人口

数量的比例来确定。由于低收入国家也居住着

富有人群，这些人也是温室气体的高排放者，

因此一个基于这些人的人口公式有可能针对应

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和能力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打破僵局。2不管这些具体想法（部分基于

温室发展权的长期概念）是否继续深化，一个

全球性对话越来越需要产生一些可行意见，在

平等和人权基础上，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减缓和

适应。

　　社会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可受惠于更广泛的

性别平等和获取生育保健服务。既要促进妇女

充分参与社区和社会发展，也要加强建立气候

变化适应性。既要鼓励积极的民主趋势，激发

妇女行使生育权，从而对消除贫困以及环境和

自然资源的管理都产生积极影响。

　　立即减缓，即迅速减少排放，是一个复杂

的、具有政治敏感性的挑战。这是在2009年12

月份哥本哈根谈判前的主要议题。发达国家和

一些可以预见到的大的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

的人口增长将成为设定减少排放标准时需要考

虑的主要因素，这个考虑是可能的。长期努力

维持众多人口人类福祉与大气和气候的平衡将

最终要求消费和生产的可持续模式，才能实现

和维持一个可持续的世界人口状况。过去几十

年、几百年世界人口的遵循轨迹将有诸如确定

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水平，这个水平将与一个

稳定的大气和气候保持一致。

　　然而，自从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

（ICPD），世界已经认识到通过剥夺妇女自决

生几个孩子、什么时候生孩子而试图“控制”

人口是有风险的。我们可以做的是环保的可持

续的人口动态，它的特征是安全生产，长寿和

个体自由而决定自己的生殖健康。我们还可以

进一步努力支持年轻人，让他们过上物质丰富

的生活，充分行使教育和健康的权利。

　　有五个步骤可以作为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

谈判者们采取的行动，从而帮助人类从边缘上

撤出。

1：把对人口动态、性别和生殖健康的深入了

解带入各级别气候变化和环境讨论

　　人发会议缔造的缺乏以权利为基础的人口

政策议程的思想意识继续困扰着气候谈判讨

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07年关于缓

解的报告，例如，建议国际社会必须限定其政

策选择，通过减少能源使用和碳强度达到限制

未来排放的目的，而不是任何可能有助于减缓

人口增长，因为“人口控制的范围和合法性”

仍然“正在争辩中”。3

　　自从人发会议以来，国际社会被认为是已

经放弃关于“人口控制的范围和合法性”的错

误讨论。在政府生育法令和目标的意义上来

说，人口控制在以权利为基础作决策的现代社

会中是缺乏伦理的。所谓伦理——从长远看，

远远超出政府控制范围——是指一些政策，确

保妇女和他们的伴侣自行决定是否要孩子，什

么时间要孩子，并且在身体健康、采取合适的

方式来生育，以此在经济和社会生活全面促进

性别平等。

　　十几年人口研究表明，如果妇女及其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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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接受以客户为中心的计划生育服务，生育

率就会下降。特别是当与女童教育、妇女经济

机会结合起来时，计划生育服务与供应在推迟

首次怀孕年纪和减小家庭规模上就特别有力。4

即使在其他领域缺乏有力倡议的情况下，计划

生育几乎普遍受欢迎，其实用性能迅速影响生

育模式。由于政府扩大了卫生保健服务，允许

妇女及其伴侣计划生育，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

发展中国家，避孕措施都十分普遍，家庭规模

减小了50%。今天，全球总生育率达到2.5个孩

子——略高于理想生育率2.1个孩子，如果没有

重大婴儿和儿童死亡，这个生育率将在世界范

围内普及。5

　　有关“人口控制”的过时观点已经被更

加全面、基于权利基础和健康基础的人口动

态观点及其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所取代。2008年

12月，亚洲人口与发展议员论坛表示，“人口

增长与导致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排放有非常大

的联系，人口高速增长的地区也同样容易遭受

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缺水，农业欠

收，海平面上升，以及传染病的蔓延。”代

表20个国家的国会议员呼吁努力应对气候变化

要“支持和增强贫困与边缘化人群”，同时

将“性别观点纳入气候决策中，确保其结果对

男女平等和公正都有利。”6

　　超过15年的研究表明，计划生育服务能够

确保发展中国家实现低生育率的目标。7    每一

个国家，如果能够为妇女提供一整套生育时间

自我管理的选择，那么这个国家的生育率就能

达到目标水平或更低。8   这些低生育率不限定

在发达国家，也可以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伊

朗、泰国、突尼斯、古巴和毛里求斯）。在这

些国家，生育保健服务和避孕选择都是现成

的。因此，一个气候可持续的人口路线取决于

消除实施计划生育的障碍和1994年开罗会议上

设想的以权利为基础的人口政策。

© Doug Murray/Reuters/Corbis

672009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



2：在生育健康和权利框架范围内，全面向计

划生育服务和避孕供给提供资金支持，确保低

收入人群同样能够享受上述服务

　　人发会议《行动纲领》的成就之一就是阐

释了完整的“生殖健康”概念。这个术语涵盖

了性、生殖福利以及妇女、男子和青年自主权

的方方面面。这一阐释的一个积极成果就是生

殖健康的国际支出大幅度增加，超过了计划生

育活动，很久以来计划生育活动一直是人口政

策和方案的基础。从1986年到新千年伊始，全

球用于防治艾滋病毒和艾滋病的支出约为每年

10亿美元，随着支出数额迅速增加，现在已经

达到100亿美元左右。9

　　与实际需求相比，这些钱是不够的，但随

着各国政府全力以赴处理艾滋病毒和艾滋病以

及其他卫生保健问题，同时，随着生育率从20

世纪中期的高峰以后保持长期持续降低，计划

生育支出开始大幅度下降。与此同时，大多数

发展中国家指出，过去几十年中生育率下降在

一些国家停留在目标水平之上，并且，一些发

达国家生育率实际在上升，例如美国。发展专

家和气候专家依据联合国人口司的预测，预计

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达到80亿至105亿之间。

尽管人口司的低速增长的预计是基于生育率持

续降低的设想。10“民间预测认为，如果不扩

大计划生育方案的经费投入从而导致全球避孕

措施的使用减少，其影响是惊人的”，美国国

际开发署人口与生殖健康方案五位前负责人如

此表示。11

　　研究和经验表明，计划生育中个人取向可

能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而加剧，比如过去自然资

源缺乏、经济压力都是这样。例如在南非，从

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早期，经济困难和农田

退化造成很多妇女采取避孕措施。“黑人妇女

在坦桑尼亚桑给巴尔一个名为Kivunge的医院里，一个家庭在接受计划生育建议。

© Sala Lewis/UNF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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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了他们的生育管理，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处

于非常危险的环境下，”人口理事会研究员

Carol Kaufman解释说，她在这段时间研究南非

避孕措施使用的历史。“考虑生另一个孩子而

有担心和经济上的绝望是不能被低估的。”12

　　全球其他的例子都表明那些能够得到恰当

资源，获得平等机会的妇女更倾向于选择计划

生育，她们晚育、优育，因而拥有更小的家庭

规模。和每年完成学业的贡献一样，儿童生存

提高，令父母们相信她们的孩子一定活得比他

们好。关键点是妇女和男子他们自己而不是政

府或其他机构来决定孩子生育，这有助于形成

一个环保的可持续的人口数量。“即使在第

三世界最不发达地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

主Amartya Sen写到关于印度喀拉拉邦被赋予权

利的妇女，计划生育途径和低生育率的结合，

“解决人口问题可能与自由生育一致。”13

3：优先研究和收集数据，以提高对于性别和

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过程中的人口动态的理解

　　尽管人口数据通常被视为社会科学中的成

功案例，但是他们与正在发展的气候变化科学

及其人文尺度的整合仍然不理想。该整合不仅

应用于人口增长对温室气体排放以及气候变化

适应的影响，而且还与其他人口动态的气候变

化相互作用，这些人口动态如移民、城市化及

年龄结构的变化等。 

　　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去做，以便了解性别和

气候变化的相互作用。很少量的有关自然灾害

或其它潜在的气候变化影响的数据集已经按照

性别来分类。不同性别影响的量化在灾难的文

学表述上是常见的，但是普遍被应用事实和数

据的原始权威来源却通常是难以实现的。同

样，对职业妇女代表，其土地所有权，或者对

自然资源的使用的共同评估通常都是基于一个

单一估计，或者是从少数当地案例研究中推

测。尽管世界人口半数现在生活在城市或其他

城镇地区，但关于妇女和人口的气候相关研究

几乎都以农村经验为主。我们可以通过妇女和

边缘群体的更多参与来完善研究工作。这一思

路是由参加2008年达喀尔气候变化和妇女的一

个会议的妇女代表们提出的，它能够阐明男女

消费之间差异，从而有助于对更好的了解性别

与气候变化减缓的联系。19 测绘性别、人口和

气候变化在技术复杂性方面是不同的，从地理

32   用于计划生育的资金回落

　　捐助国用于发展中国家所有与人口相关的活

动（这些活动都是在人发会议行动方案范围内）

的全部支出在近年来稳步增长，2006年达到74亿

美元，估计2007年会超过80亿美元。但是如第五

章所提到，对这些活动之一的援助——计划生

育服务——从1995年72,300万美元减少到2007年

33,800万美元。这意味着计划生育经费，占整个

与人口相关活动经费的份额，从1995年55%下降

到2007年5%左右。14然而，仍然有很多服务的需

求不能满足。15未满足的需求与贫穷关系很大，

极度贫穷的妇女和服务最不可能获得计划生育服

务，最不可能使用避孕措施，尽管他们希望避免

怀孕。16     随着行动方案的发展，计划生育支出的

主要增长都发生在为数不多的大型发展中国家，

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这项支出仍保持在一个相对

稳定的低水平上。17

　　生育服务经费紧张阻碍了千年发展目标的实

现，包括与之相关的性别平等，教育和环境的可

持续性。然而气候变化的缓解与适应却不在这些

目标中间，社会和国际各阶层为解决环境变化及

其影响而作的努力将会面临更大的高生育率的挑

战，高生育率是由穷人资源计划生育导致的。人

口基金执行主席Thoraya Ahmed Obaid,说，“发

展中没有投资，成本如此少，并且带来了利益，

这是深远和伟大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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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软件的使用到以周边和社会成员的知

识和经验为基础的快速评估都不同。各种气候

相关的建议，从社区倡议到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的工作，都能受益于“性别影响评估”，该评

估认为妇女和男子的影响是不同的。由世界银

行和其它机构管理的气候基金的预算和支出应

通过考虑性别而审议。

　　这一部分是一个更广泛的资源投资问题，

而大部分则是一个政治意愿的问题，同时是一

个由研究者、数据收集者和方案开发者所涉及

的人口和性别重要性的更加敏感的问题。

　　2010年，许多国家要进行人口普查，这将

给收集个人和家庭数据提供机会，从而有助于

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和帮助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

政策形成。理想情况下，气候变化专家将参与

这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设计。其普查结果将会通

告未来温室气体排放和气候变化影响的预期，

以及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决策和计划。

4．改进有关受环境因素而移徙的数据的性别

分类，为增加由气候变而引起的人口流动作准

备

　　促使人们寻找新的家园的远景因素可能不

是气候变化而是与其他有关，可能仅仅是人们

任何特别运动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对移徙原因

作更多的研究，这些研究将随着文化和环境的

特殊性而出现地域差别。

　　提高认识，积极干预，需要更好地了解人

口流动和不同环境因素之间的关联。现在需要

创新研究方法和多学科途径以产生针对受影响

人口的可靠的定量研究和预测，并确定由针对

性援助的“热点”国家。多方利益相关者在研

究过程中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同样重要的是

加强那些最容易受环境移徙的国家的数据收集

能力。这可以确保他们有充足的研究基础支持

政策和方案的制定。

　　由于妇女和男子可能因为不同的原因而移

徙，在移徙过程中又面临不同的情况——不同

在中国彭阳，一位妇女正在用太阳能板烧水。

©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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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计、资源、机会和脆弱性——性别考虑在

制定有关移徙政策中成为最重要的。

　　从操作层面来开，同样重要的是建立政府

和其他利益有关方的能力去应对由气候变化、

环境和移徙等交叉来带来的挑战。应对这样的

挑战需要一个全面的可操作的方式去解决由人

口流动带来的各种环境问题。加强人道主义反

应，以便提供有效的援助和保护遭受灾难而流

离失所者是第一步。

　　人道主义和发展机构需要敏感地对待有流

离失所造成的人权问题挑战。预计气候变化会

影响社会最薄弱人群：单身母亲家庭、孩子、

边缘化的少数群体、土著居

民、残疾人、病人、老人和

穷 人 。 在 流 离 失 所 的 情 况

下，这些薄弱人群将采取不

平等的形式获得食物、水、

住房、医疗服务、教育、交

通和其他基础设施。当制定

应对气候变化的人道主义和

社会影响时，有必要制定性

别敏感的战略，维护受影响

人群的人权。移徙和重新安

置政策需要考虑性别，这样

才能对妇女和男子都产生积

极影响。

　　同样重要的是超越人道主义救济和寻求更

加积极的措施，加大努力在灾难易发地区将降

低灾难风险纳入到实际操作活动中，包括备

灾、预警和预防。紧急阶段之后，还应努力确

保有效的灾后恢复。基层管理者应当迅速努力

为流离失所者找到持久的解决方案，并尽可能

的推动他们资源返回。社区稳定方案可以用来

支持这个目标，并且通过给受影响家庭提供从

事生产恢复活动的计划，将恢复工作和可持续

发展结合起来。确保更好的管理和计划因环境

而引起的人口流动也是需要的。这可能包括将

这些活动纳入城市规划中。

　　在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相关的责任与能力

的谈判中，政府应当考虑有义务解决由于海平

面上升或其他与气候变化明显相关的环境问题

而导致的移徙或被迫流离失所问题。那些对于

释放吸热气体有最大历史责任的国家同样负有

最大义务去帮助，实际上是容纳，那些由全球

气候变化的一系列后果导致贫穷的国家，他们

负有较小的责任。返回退化地区是可能的，有

益于原籍国家发展的循坏移民可以与适应工

作整合在一起，这些工作由

以此为目的而出现的新的筹

资机构的资助。移徙本身应

被视为一个气候变化适应机

制，移徙、安置和整合移民

的能力应被视为气候变化适

应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以 上 所 有 这 些 在 地 区

间、国际间和全球合作与协

调只能成为可能，涉及的不

仅 是 跨 国 家 ， 而 且 是 跨 学

科，融入气候学、地理学、

移民学、发展研究和卫生保

健。合作也是至关重要的，涉及政府、国际组

织、民间社会、地方社区和私营部门。

　　很多国家即将在2010年进行的人口普查应

当收集的资料，可能了解到人们在何种程度上

应对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而移徙，其结果可能

对人口流动作很好的预测。具备了完整和准确

的信息，作为适应气候变化的一个部分，决策

者、政府和国际组织就能够帮助预测人口移

动。

那些向大气排放了大量温室

气体的国家应承担最大限度

的历史责任。他们也有最大

的义务去帮助，准确地说是

向那些受气温变化所影响的

国家导致贫穷的国家提供帮

助。这些穷国本身不应该承

担任何气候变化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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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将性别因素纳入全球工作，以减轻和适应

气候变化

　　考虑到妇女的情况和性别关系，各国政府

和其他机构的任务已经在权利声明和世界目前

关于气候变化重点的其他协议中确立。20       行动

方案将性别与生殖健康置于男女平等和妇女作

为人的尊严和能力的中心。行动纲要同意在

1995年北京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上呼吁的将性

别主流观点纳入发展和人类事物中，一般来

说，这意味着关于男女性别政策和程序不同影

响的基本考虑将作为一种制度而不是例外。

《有关消除针对妇女的各种形式歧视的公约》

在1981年开始生效，该公约承诺批准国家确认

其立法与性别平等的法律体系，并消除由于性

别偏见而造成的各种歧视、排斥和限制。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的议程将会

把性别考虑纳入这个重要的全球讨论中。性别

纳入首先应该确保国家代表团和谈判中有妇

女、男子和性别专家参与。性别因素还应当被

纳入有关生计、资源利用、脆弱性和影响的气

候相关研究。由于全球气候变化而可能增加的

自然灾害，提出一个令人关注和迫切的需求，

要了解人们应对危机的性别影响。然而，需要

在灾害发生之前做到这一点。降低灾难风险的

概念是基于对灾难的认识，灾难会发生，然而

社会可以预见灾难及其影响，从而将生命和财

产损失降到最小，并加快灾后恢复的努力。在

这项工作中，关键的是要考虑到各种性别差

异，这会让妇女在灾难中成为不成比例的薄弱

环节，有时在灾后恢复过程中存在对她们的歧

视。必须看到妇女及其子女在保证灾后恢复成

功的作用，同时他们在制定减低灾害风险计划

中应有话语权。

　　这些都不是孤立的步骤，应当在广泛的社

会工作中实现两性平等。迫切需要采取行动去

增加妇女的土地所有权和对她们赖以生存的重

要自然资源的法律控制权。 确保法律的平等保

护、从事正规经济工作的机会以及得到生殖保

健服务，不仅仅是建立两性平等，还有助于社

会适应各种突发变化，其中气候变化可能是最

危险的。

　　现在仍有时间准备哥本哈根的谈判，创造

性地思考人口、生殖健康和两性平等问题以及

如何让这些有助于建立一个公正和环境可持续

发展的世界。这些联系可能确实能够提供一个

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人权的普遍应用将帮助我

们应接那些今天看起来几乎不可逾越挑战：应

变人类导致的气候变化和改善人类生活和生存

条件，即使这已经发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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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目标：
部分指标

 Afghanistan 154  44.3 / 44.3 1,800  125 / 78  39 / 15  121  19  16 

 Albania 15  73.7 / 80.0 92  106 / 105  78 / 75 .7 / 1.2 14  60  22 

 Algeria 29  71.2 / 74.1 180  113 / 106 95 / 98 80 / 86 15.7 / 33.6 7  61  52  0.1

 Angola 114  45.6 / 49.6 1,400  207 / 191    124  6  5  2.1

 Argentina 13  71.8 / 79.4 77  115 / 113 95 / 97 79 / 89 2.4 / 2.3 57  65  64  0.5

 Armenia 24  70.6 / 77.1 76  108 / 111  87 / 92 .3 / .7 36  53  19  0.1

 Australia 1 4  79.4 / 84.0 4  108 / 107  152 / 145  15  71  71  0.2

 Austria 4  77.5 / 82.8 4  102 / 101  103 / 100   13  51  47  0.2

 Azerbaijan 42  68.2 / 72.8 82  116 / 115  91 / 87 .2 / .8 34  51  13  0.2

 Bahamas 9  71.2 / 76.7 16  103 / 103 96 / 100 92 / 96  53 

 Bahrain 10  74.5 / 77.7 32  120 / 119 100 / 98 100 / 104 9.6 / 13.6 17  62  31 

 Bangladesh 42  65.5 / 67.7 570  88 / 95 52 / 58 42 / 45 41.3 / 52 72  56  48 

 Barbados 10  74.6 / 80.0 16  105 / 105 94 / 95 102 / 105  43 

 Belarus 9  63.6 / 75.5 18  98 / 96  94 / 97 .2 / .3 21  73  56  0.2

 Belgium 4  77.0 / 83.0 8  103 / 103 96 / 97 112 / 108  8  75  73  0.2

 Belize 16  74.7 / 78.6 52  124 / 122 87 / 88 76 / 82  79  34  31 

 Benin 82  60.7 / 63.0 840  105 / 87 72 / 71 41 / 23 46.9 / 72.1 112  17  6  1.2

 Bhutan 42  64.7 / 68.4 440  103 / 101 91 / 95 51 / 46 35 / 61.3 38  31  31 

 Bolivia (Plurinational State of) 43  63.9 / 68.2 290  108 / 108 83 / 83 83 / 81  4 / 14 78  61  34  0.2

 Bosnia and Herzegovina 13  72.7 / 77.9 3  101 / 94  84 / 87  16  36  11  <0.1

 Botswana 34  55.1 / 54.8 380  108 / 106 80 / 85 75 / 78 17.2 / 17.1 52  44  42  23.9

 Brazil 22  69.1 / 76.4 110  134 / 125  95 / 105 10.2 / 9.8 76  77  70  0.6

 Brunei Darussalam 5  75.2 / 80.0 13  106 / 105 99 / 100 96 / 99 3.5 / 6.9 25    

 Bulgaria 11  70.1 / 77.1 11  102 / 100  108 / 103 1.4 / 2.1 42  63  40  

 Burkina Faso 79  52.0 / 54.7 700  71 / 60 78 / 82 18 / 13 63.3 / 78.4 131  17  13  1.6

 Burundi 96  49.4 / 52.4 1,100  119 / 110 65 / 68 18 / 13  19  20  9  2.0

 Cambodia 59  59.7 / 63.4 540  124 / 115 61 / 64 44 / 32 14.2 / 32.3 39  40  27  0.8

 Cameroon 85  50.8 / 51.9 1,000  118 / 101 64 / 64 28 / 22  128  29  12  5.1

 Canada 5  78.6 / 83.1 7  99 / 99  103 / 100  13  74  74  0.4

 Cape Verde 24  68.7 / 74.1 210  105 / 98 89 / 94 73 / 86 10.6 / 21.2 95  61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103  45.9 / 48.8 980  84 / 58 61 / 57   107  19  9  6.3

 Chad 128  47.7 / 50.3 1,500  87 / 61 41 / 34 26 / 12 57 / 79.2 164  3  2  3.5

 Chile 7  75.7 / 81.9 16  108 / 103 98 / 98 90 / 92 3.4 / 3.5 60  64   0.3

 China 22  71.6 / 75.1 45  113 / 112  77 / 78 3.5 / 10 10  87  86  0.1

 Colombia 18  69.6 / 77.0 130  117 / 116 85 / 92 81 / 90 7.6 / 7.2 74  78  68  0.6

 Comoros 46  63.6 / 68.1 400  91 / 80 80 / 81 40 / 30 19.7 / 30.2 46  26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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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目标：部分指标

       
   Republic of the 2 115  46.2 / 49.4 1,100  94 / 76  44 / 23  201  21  6

 Congo, Republic of 79  52.8 / 54.7 740  110 / 102 65 / 67 46 / 39  113  44  13  3.5

 Costa Rica 10  76.7 / 81.5 30  111 / 110 86 / 89 85 / 90 4.3 / 3.8 67  80  72  0.4

 C�te d’Ivoire 85  56.7 / 59.3 810  81 / 64 83 / 73 32 / 18  130  13  8  3.9

 Croatia 6  73.1 / 79.8 7  99 / 99  90 / 93 .5 / 2 14    <0.1

 Cuba 5  76.9 / 81.0 45  103 / 100 97 / 97 93 / 93 .2 / .2 45  73  72  0.1

 Cyprus 5  77.5 / 82.2 10  103 / 102 100 / 100 97 / 99 1 / 3.4 6    

 Czech Republic 4  73.7 / 79.8 4  101 / 100 98 / 99 95 / 96  11  72  63  

 Denmark 4  76.3 / 80.9 3  99 / 99 100 / 100 118 / 121  6    0.2

 Djibouti 82  54.4 / 57.2 650  50 / 43 93 / 87 30 / 21  23  18  17  

 Dominican Republic 28  70.0 / 75.6 150  110 / 103 66 / 71 72 / 87 11.2 / 10.5 109  73  70  1.1

 Ecuador 20  72.4 / 78.3 210  119 / 118 80 / 83 69 / 70 12.7 / 18.3 83  73  58  0.3

 Egypt 33  68.6 / 72.2 130  108 / 102 96 / 97 91 / 85 25.4 / 42.2 39  60  58  

 El Salvador 20  66.8 / 76.3 170  118 / 118 72 / 76 63 / 66 15.1 / 20.3 83  73  66  0.8

 Equatorial Guinea 97  49.5 / 51.8 680  128 / 121 34 / 31 41 / 23  123  10  6  

 Eritrea 52  57.6 / 62.2 450  60 / 50 59 / 61 34 / 24 23.8 / 47 67  8  5  1.3

 Estonia 7  68.0 / 78.7 25  100 / 98 97 / 97 99 / 101 .2 / .2 21  70  56  1.3

 Ethiopia 77  54.3 / 57.1 720  97 / 85 64 / 65 37 / 24  104  15  14  2.1

 Fiji 19  66.8 / 71.4 210  96 / 93 85 / 87 78 / 87  32    

 Finland 3  76.5 / 83.2 7  98 / 97 100 / 100 109 / 114  11    0.1

 France 4  78.0 / 84.9 8  111 / 110 98 / 98 113 / 114  7  71   0.4

 French Polynesia 8  72.3 / 77.2      52    

 Gabon 49  59.7 / 62.2 520  153 / 152 68 / 71 53 / 46 9.8 / 17.8 90  33  12  5.9

 Gambia 75  54.6 / 58.0 690  84 / 89 77 / 75 51 / 46  88  18  13  0.9

 Georgia 33  68.3 / 75.2 66  100 / 98 86 / 90 90 / 90  45  47  27  0.1

 Germany 4  77.4 / 82.6 4  104 / 104  101 / 99  8  70  66  0.1

 Ghana 72  55.9 / 57.7 560  98 / 97 62 / 65 52 / 46 28.3 / 41.7 64  24  17  1.9

 Greece 4  77.3 / 81.7 3  101 / 101 99 / 98 105 / 99 1.8 / 4 9  76  42  0.2

 Guadeloupe 7  76.2 / 82.4     5 / 4.6 19    

 Guam 9  73.5 / 78.2      52  67  58  

 Guatemala 28  67.1 / 74.2 290  117 / 110 69 / 68 58 / 53 21 / 32 107  43  34  0.8

 Guinea 95  56.4 / 60.4 910  98 / 84 87 / 79 48 / 27  152  9  4  1.6

 Guinea-Bissau 111  46.7 / 49.8 1,100    23 / 13  129  10  6  1.8

 Guyana 41  64.8 / 70.6 470  113 / 111 64 / 65 111 / 103  63  34  33  

 Haiti 62  59.7 / 63.2 670     39.9 / 36 46  32  24  2.2

 Honduras 27  70.1 / 74.9 280  120 / 119 81 / 87 57 / 71 16.3 / 16.5 93  65  56  0.7

 Hong Kong SAR, China 3 4  79.6 / 85.3  100 / 96 99 / 100 86 / 86  6  84  80  

 Hungary 7  69.6 / 77.7 6  97 / 95  96 / 95 1 / 1.2 20  77  68  0.1

 Iceland 3  80.4 / 83.5 4  97 / 98 98 / 100 108 / 114  15    

 India 53  62.6 / 65.6 450  114 / 109 66 / 65 59 / 49 23.1 / 45.5 68  56  49  0.3

刚果民主共和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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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onesia 25  69.2 / 73.2 420  120 / 115 92 / 94 73 / 74 4.8 / 11.2 40  61  57  0.2

 Iran (Islamic Republic of) 28  70.3 / 73.1 140  106 / 137 88 / 88 83 / 78 12.7 / 22.8 18  73  59  0.2

 Iraq 32  64.6 / 71.9 300  109 / 90 87 / 73 54 / 36  86  50  33  

 Ireland 4  77.8 / 82.5 1  105 / 104 97 / 100 110 / 118  16  89  89  0.2

 Israel 5  78.8 / 83.0 4  110 / 112 100 / 99 91 / 92  14    0.1

 Italy 4  78.3 / 84.3 3  105 / 104 99 / 100 102 / 100 .9 / 1.4 5  60  39  0.4

 Jamaica 23  68.8 / 75.5 170  91 / 92 88 / 93 87 / 92 19.5 / 8.9 77  69  66  1.6

 Japan 3  79.4 / 86.5 6  100 / 100  101 / 101  5  54  44  

 Jordan 18  71.1 / 74.9 62  95 / 97 97 / 96 88 / 91 4.8 / 13 25  57  41  

 Kazakhstan 25  59.2 / 71.5 140  105 / 106  93 / 92 .2 / .5 31  51  49  0.1

 Kenya 62  54.5 / 55.3 560  114 / 112 81 / 85 56 / 49  104  39  32  

            
    47  65.3 / 69.5 370      0  69  58  

 Korea, Republic of  4  76.2 / 82.8 14  108 / 105 98 / 98 102 / 95  6  80   <0.1

 Kuwait 9  76.2 / 80.1 4  100 / 97 100 / 99 90 / 92 4.8 / 6.9 13  52  39  

 Kyrgyzstan 36  64.5 / 71.9 150  96 / 95  86 / 87 .5 / .9 32  48  46  0.1

 Lao People’s Democratic   47  64.0 / 66.9 660  124 / 111 62 / 61 49 / 39 17.5 / 36.8 37  32  29  0.2

 Latvia 9  67.8 / 77.5 10  96 / 93  98 / 99 .2 / .2 15  48  39  0.8

 Lebanon 21  70.1 / 74.4 150  97 / 94 90 / 95 77 / 86 6.6 / 14 16  58  34  0.1

 Lesotho 67  45.0 / 45.7 960  115 / 114 68 / 80 33 / 42  74  37  35  23.2

 Liberia 93  57.3 / 60.1 1,200  96 / 87  37 / 27 39.8 / 49.1 142  11  10  1.7

 Libyan Arab Jamahiriya 17  72.0 / 77.2 97  113 / 108  86 / 101 5.5 / 21.6 3  45  26  

 Lithuania 9  66.1 / 77.9 11  96 / 95  98 / 98 .3 / .3 22  47  31  0.1

 Luxembourg 4  77.1 / 82.3 12  102 / 103 98 / 100 96 / 99  12    

 Madagascar 63  59.2 / 62.5 510  144 / 139 42 / 43 27 / 26  133  27  17  0.1

 Malawi 80  52.9 / 54.7 1,100  114 / 119 44 / 43 31 / 26 20.8 / 35.4 135  41  38  11.9

 Malaysia 9  72.3 / 77.0 62  98 / 98 92 / 92 66 / 72 5.8 / 10.4 13  55  30  0.5

 Maldives 22  70.4 / 73.6 120  112 / 109 89 / 96 80 / 86 3 / 2.9 13  39  34  

 Mali 104  48.1 / 49.2 970  92 / 74 83 / 80 39 / 25 65.1 / 81.8 163  8  6  1.5

 Malta 6  78.0 / 81.6 8  101 / 99 99 / 100 99 / 100 8.8 / 6.5 12  86  46  

 Martinique 7  76.8 / 82.5     3.1 / 4.7 30    

 Mauritania 72  55.0 / 59.0 820  100 /106 63 / 65 27 / 24 36.7 / 51.7 90  9  8  0.8

 Mauritius 4 14  68.5 / 75.8 15  101 / 101 99 / 99 89 / 88 9.8 / 15.3 39  76  39  1.7

 Melanesia 5 45  61.0 / 65.4      51    

 Mexico 16  74.1 / 79.0 60  116 / 112 94 / 96 88 / 90 5.6 / 8.6 65  71  67  0.3

 Micronesia 6 24  70.3 / 74.5      37    

 Moldova, Republic of 18  64.9 / 72.5 22  95 / 94  87 / 90  34  68  43  0.4

 Mongolia 41  63.8 / 70.2 46  99 / 101 86 / 83 87 / 97 3.2 / 2.3 17  66  61  0.1

 Montenegro 8  72.0 / 76.7      15  39  17  

 Morocco 29  69.4 / 73.9 240  113 / 101 85 / 83 60 / 51 31.3 / 56.8 19  63  52  0.1

 Mozambique 86  47.4 / 48.8 520  119 / 103 68 / 60 21 / 16 42.8 / 67 149  17  12  12.5

监测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目标：部分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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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买加

日本

约旦

哈萨克斯坦

肯尼亚

朝鲜
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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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anmar 72  59.9 / 64.4 380   68 / 72   18  37  33  0.7

 Namibia 32  60.8 / 62.4 210  110 / 109 97 / 99 54 / 64 11.4 / 12.6 74  55  54  15.3

 Nepal 40  66.4 / 67.8 830  127 / 126 60 / 64 45 / 41 29.7 / 56.4 101  48  44  0.5

 Netherlands 4  78.0 / 82.2 6  108 / 106 99 / 100 121 / 118  4  67  65  0.2

 Netherlands Antilles 12  72.9 / 79.6  125 / 123 80 / 88 87 / 95 3.7 / 3.6 32    

 New Caledonia 6  73.1 / 80.0     3.7 / 4.8 26    

 New Zealand 4  78.5 / 82.4 9  101 / 102  119 / 123  23  74  71  0.1

 Nicaragua 20  70.5 / 76.7 170  117 / 115 43 / 51 65 / 73 21.9 / 22.1 113  72  69  0.2

 Niger 85  51.1 / 52.9 1,800  61 / 46 74 / 69 13 / 8 57.1 / 84.9 157  11  5  0.8

 Nigeria 108  47.6 / 48.7 1,100  105 / 89 82 / 84 35 / 28 19.9 / 35.9 127  15  9  3.1

 Norway 3  78.7 / 83.0 7  99 / 99 100 / 99 114 / 112  9  88  82  0.1

 
   Territory 17  72.1 / 75.3  80 / 80  90 / 95 2.8 / 9.7 79  50  39  

 Oman 12  74.6 / 77.8 64  80 / 81 98 / 99 92 / 88 10.6 / 22.5 10  24  18  

 Pakistan 62  66.5 / 67.2 320  101 / 83 68 / 72 37 / 28 32.3 / 60.4 46  30  22  0.1

 Panama 17  73.3 / 78.5 130  114 / 111 90 / 91 68 / 73 6 / 7.2 83    1.0

 Papua New Guinea 49  59.3 / 63.6 470  60 / 50   37.9 / 46.6 55  26  20  1.5

 Paraguay 31  70.0 / 74.2 150  113 / 110 86 / 90 66 / 67 4.3 / 6.5 72  79  70  0.6

 Peru 20  70.9 / 76.2 240  117 / 118 93 / 93 96 / 100 5.1 / 15.4 55  71  47  0.5

 Philippines 22  69.9 / 74.4 230  110 / 109 73 / 81 79 / 87 6.9 / 6.3 45  51  36  

 Poland 7  71.6 / 80.0 8  97 / 97  100 / 99 .4 / 1 14  49  19  0.1

 Polynesia 7 17  70.6 / 76.0      38    

 Portugal 4  75.7 / 82.2 11  118 / 112  98 / 105 3.4 / 6.7 17  67  63  0.5

 Puerto Rico 7  75.0 / 82.9 18      54  84  72  

 Qatar 8  75.1 / 77.2 12  110 / 109 87 / 87 105 / 102 6.2 / 9.6 16  43  32  

 Réunion 7  72.5 / 80.7     9.9 / 8.2 34  67  64  

 Romania 14  69.5 / 76.5 24  105 / 104  88 / 87 1.7 / 3.1 31  70  38  0.1

 Russian Federation 11  60.7 / 73.4 28  96 / 96  85 / 83 .3 / .6 25  73  53  1.1

 Rwanda 97  48.8 / 52.5 1,300  146 / 149 43 / 49 19 / 17  37  36  26  2.8

 Samoa 21  69.0 / 75.2  96 / 95 96 / 92 76 / 86 1.1 / 1.6 28  25  23  

 Saudi Arabia 18  71.2 / 75.6 18  100 / 96  94 / 86 10.9 / 20.6 26  24   

 Senegal 58  54.4 / 57.5 980  84 / 84 65 / 65 30 / 23 47.7 / 67 104  12  10  1.0

 Serbia  11  71.9 / 76.6  97 / 97   87 / 89  22  41  19  0.1

 Sierra Leone 102  46.7 / 49.2 2,100  155 / 139  38 / 26 50 / 73.2 126  8  6  1.7

 Singapore 3  78.1 / 83.1 14     2.7 / 8.4 5  62  53  0.2

 Slovakia 7  71.1 / 78.8 6  103 / 101  93 / 94  21  80  66  <0.1

 Slovenia 4  74.9 / 82.2 6  104 / 103  94 / 94 .3 / .4 5  74  59  <0.1

 Solomon Islands 42  65.7 / 68.0 220    33 / 27  42    

 Somalia 107  48.7 / 51.5 1,400  16 / 9    70  15  1  0.5

 South Africa 45  50.3 / 53.1 400  104 / 101 82 / 83 95 / 99 11.1 / 12.8 59  60  60  18.1

 Spain 4  77.9 / 84.3 4  106 / 105 100 / 100 116 / 124 1.4 / 2.7 12  66  62  0.5

监测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目标：部分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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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

纳米比亚

尼泊尔

荷兰

荷属安的列斯

新喀里多尼亚

新西兰

尼加拉瓜

尼日尔

尼日利亚

挪威

被占巴勒斯坦领土

阿曼

巴基斯坦

巴拿马

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拉圭

秘鲁

菲律宾

波兰

波利尼西亚7

葡萄牙

波多黎各

卡塔尔

留尼旺

罗马尼亚

俄罗斯联邦

卢旺达

萨摩亚

沙特阿拉伯

塞内加尔

塞尔维亚

塞拉利昂

新加坡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所罗门群岛

索马里

南非

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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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i Lanka 15  70.6 / 78.1 58  108 / 108 93 / 94 86 / 88 7.3 / 10.9 30  68  53  

 Sudan 67  57.0 / 60.1 450  71 / 61 72 / 69 35 / 32  57  8  6  1.4

 Suriname 22  65.7 / 72.9 72  120 / 118 78 / 81 67 / 93 7.3 / 11.9 40  42  41  

 Swaziland 62  47.1 / 45.5 390  118 / 109 76 / 88 58 / 51  84  51  47  26.1

 Sweden 3  79.0 / 83.2 3  95 / 94 100 / 100 104 / 103  8  75  65  0.1

 Switzerland 4  79.6 / 84.3 5  98 / 97  95 / 91  6  82  78  0.6

 Syrian Arab Republic 15  72.5 / 76.4 130  129 / 123 93 / 92 73 / 71 10.3 / 23.5 61  58  43  

 Tajikistan 59  64.5 / 69.7 170  102 / 98  91 / 76 .2 / .5 28  38  33  0.3

 Tanzania, United Republic of 62  55.5 / 57.1 950  113 / 111 85 / 89  21 / 34.1 130  26  20  6.2

 Thailand 7  66.1 / 72.2 110  106 / 106  79 / 88 4.1 / 7.4 37  81  80  1.4

  
   Republic of Macedonia 14  72.0 / 76.8 10  95 / 95  85 / 83  22  14  10  <0.1

 
   Democratic Republic of 63  60.7 / 62.5 380  94 / 88  53 / 54  54  10  7  

 Togo 70  61.2 / 64.6 510  104 / 90 58 / 51 52 / 27  65  17  11  3.3

 Trinidad and Tobago 25  66.1 / 73.2 45  101 / 99 90 / 92 83 / 89 .9 / 1.7 35  43  38  1.5

 Tunisia 19  72.1 / 76.4 100  106 / 103 96 / 96 81 / 89 13.6 / 31 7  60  52  0.1

 Turkey  26  69.7 / 74.6 44  99 / 93 100 / 94 88 / 72 3.8 / 18.7 39  71  43  

 Turkmenistan 49  61.1 / 69.2 130     .3 / .7 20  62  45  <0.1

 Uganda 72  52.8 / 54.1 550  116 / 117 49 / 49 25 / 20 18.2 / 34.5 150  24  18  5.4

 Ukraine 12  63.0 / 73.9 18  100 / 100  94 / 94 .2 / .4 28  67  48  1.6

 United Arab Emirates 9  76.9 / 79.0 37  107 / 106 100 / 100 91 / 94 10.5 / 8.5 16  28  24  

 United Kingdom 5  77.4 / 81.8 8  104 / 104  96 / 99  24  82  82  0.2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6  77.1 / 81.6 11  99 / 99 96 / 98 94 / 95  36  73  68  0.6

 Uruguay 13  73.1 / 80.1 20  116 / 113 93 / 96 93 / 92 2.6 / 1.8 61  77  75  0.6

 Uzbekistan 47  64.9 / 71.2 24  97 / 94  103 / 102  13  65  59  0.1

 Vanuatu 27  68.7 / 72.6  110 / 106 72 / 72  20 / 23.9 47  39  32  

 Venezuela (Bolivarian Republic of) 17  71.1 / 77.1 57  107 / 105 96 / 100 75 / 84 4.6 / 5.1 90  70  62  

 Viet Nam 19  72.7 / 76.6 150   87 / 87 69 / 64  17  79  68  0.5

 Yemen 56  61.8 / 65.1 430  100 / 74 67 / 65 61 / 30 23 / 59.5 68  28  19  

 Zambia 90  45.8 / 46.9 830  121 / 117 94 / 84 46 / 41 19.2 / 39.3 142  41  27  15.2

 Zimbabwe 54  45.3 / 45.6 880  102 / 101 68 / 71 42 / 39 5.9 / 11.7 65  60  58  15.3

监测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目标：部分指标

斯里兰卡

苏丹

苏里南

斯威士兰

瑞典

瑞士

叙利亚

塔吉克斯坦

坦桑尼亚

泰国

前南马其顿共和国

东帝汶

多哥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

土耳其

土库曼斯坦

乌干达

乌克兰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英国

美国

乌拉圭

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图

委内瑞拉

越南

也门

赞比亚

津巴布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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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目标：部分指标

 世界总计 46  65.8 / 70.2 400 109 / 104   68 / 65 11.6 / 20.6 52  62 55 0.8

 发达国家 * 6  73.9 / 80.8 9 101 / 101  98 / 98 0.5 / 0.8 21  69 58 0.5

 欠发达国家 + 51  64.3 / 67.8  110 / 104  63 / 60 14.4 / 26.2 57  61 55 1

 最不发达国家 ‡ 80  55.3 / 57.8      103  27 21 3

 Africa 8 80  53.5 / 55.8 820 104 / 94  43 / 36 27.6 / 45.3 103  28 22 4

    Eastern Africa   74  53.0 / 55.0  108 / 103  33 / 27 31.1 / 48.9 111  26 20 5.8

    Middle Africa 9 110  47.2 / 50.1  110 / 92  35 / 22    23 / 47.4 167  19 7 2.5

    Northern Africa 10 40  66.6 / 70.2 160 101 / 93  65 / 63 23.8 / 42.9 32  50 44 0.3

    Southern Africa   46  50.5 / 53.0 900 105 / 102  89 / 93 11.9 / 12.9 61  58 58 18.5

    Western Africa 11 96  50.7 / 52.3  97 / 84  36 / 27 32.4 / 50.2 123  13 8 2.5

 Arab States 12 39 67.1 / 70.8 240   99.8 / 90.2  71.6 / 65.2 18.9 / 37.4 42 46 40 0.5

 Asia   40  67.5 / 71.2 330 110 / 106  67 / 62 12.2 / 23.7 40 67 61 0.2

    Eastern Asia 13 21  72.4 / 76.6 50 111 / 111  79 / 80 3.2 / 8.7 9  86 85 0.1

    South Central Asia   55  63.1 / 66.0  110 / 105  60 / 49 24.7 / 45 63  54 46 0.3

    South-Eastern Asia   27  68.3 / 72.8 300 111 / 109  71 / 73   5.8 / 11.3 33  60 54 0.5

    Western Asia 29  69.2 / 74.0 160 104 / 94  78 / 66 8.2 / 22 48 

 Europe   7  71.5 / 79.4  103 / 102  98 / 98 0.6 / 1 17  69 56 0.5

    Eastern Europe   11  64.2 / 75.0  98 / 98  90 / 89 0.4 / 0.8 24  64 44 0.9

    Northern Europe 14 5  76.7 / 81.7  102 / 102  100 / 102 0.2 / 0.3 19  81 75 0.2

    Southern Europe 15 5  76.9 / 82.9  106 / 104  102 / 103 1.3 / 2.6 11  63 46 0.4

    Western Europe 16 4  77.7 / 83.4  107 / 106  107 / 105 0.4 / 0.4 7  77 74 0.2

 Latin America & Caribbean   21  70.6 / 77.0 130 119 / 115  85 / 92 8.3 / 9.7 72  71 64 0.5

    Caribbean 17 34  69.4 / 74.5  107 / 104  68 / 73 13.3 / 11.8 65  62 55 1.1

    Central America   18  72.9 / 78.2  116 / 113  81 / 84   8.2 / 11.6 74  68 63 0.4

    South America 18 20  69.9 / 76.9  122 / 117  89 / 97 7.8 / 8.7 73  73 66 0.6

 Northern America 19 6  77.3 / 81.7  99 / 99  95 / 95 0.2 / 0.2 34  73 69 0.6

 Oceania   22  74.4 / 79.1 430 93 / 90  145 / 141 6.4 / 7.6 28   59 0.4

   Australia-New Zealand 4  79.3 / 83.7  107 / 106  145 / 141 0 / 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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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8

东非

中非9

北非10

南非

西非11

阿拉伯国家12

亚洲

东亚13

中南亚

东南亚

西亚

欧洲

东欧

北欧14

南欧15

西欧16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加勒比地区17

中美洲

南美18

北美19

大洋洲

澳大利亚-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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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ghanistan 28.2 73.9 3.4 24 5.2 2.0 6.51 14    48,360 233 / 238  22

 Albania 3.2 3.3 0.4 47 1.8 2.0 1.85 100 7,240  2.4 4,062 18 / 17 715 97

 Algeria 34.9 49.6 1.5 66 2.5 0.9 2.34 95 7,640  3.4 1,811 35 / 31 1,100 85

 Angola 18.5 42.3 2.7 58 4.4 3.2 5.64 47 4,270 3.7 2.3 25,739 220 / 189 620 51

 Argentina 40.3 50.9 1.0 92 1.2 0.1 2.22 99 12,970 12.0 4.6 7,176 17 / 14 1,766 96

 Armenia 3.1 3.0 0.2 64 0.1 0.7 1.75 98 5,870  1.9 5,344 29 / 25 859 98

 Australia 1 21.3 28.7 1.1 89 1.3 0.0 1.84 99 33,400 17.3 5.9 (99,319) 6 / 5 5,917 100

 Austria 8.4 8.5 0.4 67 0.7 0.2 1.39 100 36,750 23.5 7.7 (7,996) 6 / 5 4,132 100

 Azerbaijan 8.8 10.6 1.1 52 1.4 1.0 2.15 89 6,570  1.1 4,090 54 / 52 1,659 78

 Bahamas 0.3 0.5 1.2 84 1.5 0.8 2.00 99   3.6 0 14 / 12  97

 Bahrain 0.8 1.3 2.1 89 2.1 1.0 2.23 99   2.5 0 13 / 13 11,874 

 Bangladesh 162.2 222.5 1.4 28 3.3 9.2 2.29 18 1,330  1.0 79,053 58 / 56 161 80

 Barbados 0.3 0.2 0.3 40 1.5 0.6 1.54 100   4.2 362 12 / 10  100

 Belarus 9.6 7.3 -0.5 74 0.1 0.2 1.28 100 10,750 14.4 4.8 3,898 14 / 9 2,939 100

 Belgium 10.6 11.5 0.5 97 0.6 0.2 1.78 99 35,320 20.2 7.2 (55,963) 6 / 5 5,782 

 Belize 0.3 0.5 2.1 52 3.1 0.8 2.84 96 6,080  2.6 527 23 / 19  91

 Benin 8.9 22.0 3.2 42 4.2 1.4 5.38 78 1,310 13.4 2.4 13,329 123 / 118 321 65

 Bhutan 0.7 1.0 1.7 36 5.3 2.8 2.56 51 4,980  2.5 2,530 69 / 59  81

 Bolivia (Plurinational State of) 9.9 14.9 1.8 66 2.5 0.7 3.37 66 4,150  4.0 15,447 65 / 56 625 86

 Bosnia and Herzegovina 3.8 3.0 -0.1 48 1.1 0.1 1.21 100 8,020  5.2 4,946 17 / 12 1,427 99

 Botswana 2.0 2.8 1.5 60 2.8 2.6 2.82 94 12,880 16.1 5.4 45,435 60 / 47 1,054 96

 Brazil 193.7 218.5 1.0 86 1.5 0.4 1.83 97 9,270 15.4 3.6 7,718 33 / 25 1,184 91

 Brunei Darussalam 0.4 0.7 1.9 75 2.5 0.3 2.05 100 50,200  1.5  7 / 6 7,346 

 Bulgaria 7.5 5.4 -0.6 71 -0.2 0.1 1.44 99 11,100 24.5 4.1 3,355 17 / 13 2,688 99

 Burkina Faso 15.8 40.8 3.4 20 5.7 2.2 5.84 54 1,120 36.0 3.6 34,995 160 / 154  72

 Burundi 8.3 14.8 2.9 11 5.9 5.5 4.45 34 330 19.9 0.7 10,494 177 / 155  71

 Cambodia 14.8 23.8 1.6 22 4.6 2.4 2.86 44 1,720  1.5 54,407 92 / 85 351 65

 Cameroon 19.5 36.7 2.3 58 3.8 1.2 4.54 63 2,120 7.6 1.0 35,825 151 / 136 390 70

 Canada 33.6 44.4 1.0 81 1.1 0.0 1.58 100 35,500  7.0 (231,143) 6 / 6 8,262 100

 Cape Verde 0.5 0.7 1.4 60 2.7 1.9 2.66 78 2,940  3.8 953 38 / 23  80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4.4 7.6 1.9 39 2.4 1.4 4.70 54 710 7.5 1.5 1,133 196 / 163  66

 Chad 11.2 27.8 2.8 27 4.7 1.3 6.08 14 1,280 7.1 2.6 3,935 220 / 201  48

 Chile 17.0 20.7 1.0 89 1.3 1.3 1.93 100 12,300 11.1 2.8 5,218 10 / 8 1,812 95

 China 1,345.8 1,417.0 0.6 44 2.8 5.6 1.77 98 5,420  1.9 78,604 25 / 35 1,433 88

 Colombia 45.7 62.9 1.5 75 1.9 2.4 2.40 96 8,260 15.6 6.2 3,773 30 / 22 695 93

 Comoros 0.7 1.2 2.3 28 2.5 4.3 3.89 62 1,150  1.8 25,172 71 / 54  85

人口、社会与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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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

阿尔巴尼亚

阿尔及利亚

安哥拉

阿根廷

亚美尼亚

澳大利亚1

奥地利

阿塞拜疆

巴哈马

巴林

孟加拉国

巴巴多斯

白俄罗斯

比利时

伯利兹

巴林

不丹

玻利维亚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博茨瓦纳 

巴西

文莱

保加利亚

布基纳法索

布隆迪

柬埔寨

喀麦隆

加拿大

佛得角

中非共和国

乍得

智利

中国

哥伦比亚

科摩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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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社会与经济指标

  
   Republic of the 2 66.0 147.5 2.8 35 4.7 4.8 5.91 74 290  1.3 47,699 209 / 187 289 46

 Congo, Republic of 3.7 6.9 1.9 62 2.6 2.4 4.27 86 2,750 3.0 1.5 3,648 135 / 122 327 71

 Costa Rica 4.6 6.4 1.4 64 2.3 1.6 1.94 94 10,510  5.3 1,456 13 / 10 1,040 98

 C�te d’Ivoire 21.1 43.4 2.3 50 3.7 1.2 4.51 57 1,620  0.9 45,687 129 / 117 385 81

 Croatia 4.4 3.8 -0.2 58 0.3 0.3 1.44 100 15,540  7.1 237 8 / 7 2,017 99

 Cuba 11.2 9.7 0.0 76 0.1 0.4 1.51 100  51.1 7.1 12,059 9 / 6 944 91

 Cyprus 0.9 1.2 1.0 70 1.3 0.4 1.52 100 24,040  2.8 0 7 / 6 3,094 100

 Czech Republic 10.4 10.3 0.4 74 0.4 0.2 1.45 100 22,690 12.6 6.1 75 5 / 4 4,485 100

 Denmark 5.5 5.6 0.2 87 0.6 0.1 1.85  36,800 25.1 9.3 (138,992) 6 / 6 3,850 100

 Djibouti 0.9 1.5 1.8 88 2.3 479.2 3.79 93 2,260  5.0 4,607 134 / 116  92

 Dominican Republic 10.1 13.4 1.4 70 2.5 1.0 2.61 98 6,350 10.3 2.1 16,224 37 / 29 816 95

 Ecuador 13.6 18.0 1.1 66 2.1 1.3 2.51 99 7,110  2.3 11,694 29 / 22 851 95

 Egypt 83.0 129.5 1.8 43 1.9 6.8 2.82 79 5,370  2.6 48,792 42 / 39 843 98

 El Salvador 6.2 7.9 0.4 61 1.0 2.2 2.30 84 5,640 9.0 4.1 6,814 29 / 23 697 84

 Equatorial Guinea 0.7 1.4 2.6 40 3.0 1.5 5.28 63 21,220  1.7 1,157 177 / 160  43

 Eritrea 5.1 10.8 3.1 21 5.4 5.5 4.53 28 620 9.6 1.7 10,061 78 / 71 150 60

 Estonia 1.3 1.2 -0.1 70 -0.1 0.2 1.69 100 18,830 19.4 3.8 2,836 11 / 8 3,638 100

 Ethiopia 82.8 173.8 2.6 17 4.5 4.5 5.21 6 780 12.5 2.3 334,223 138 / 124 289 42

 Fiji 0.8 0.9 0.6 53 1.6 1.2 2.69 99 4,240  2.6 719 25 / 24  47

 Finland 5.3 5.4 0.4 64 0.9 0.1 1.84 100 34,760 18.0 6.2 (38,829) 5 / 4 7,108 100

 France 62.3 67.7 0.5 78 0.8 0.1 1.88 99 33,850 17.4 8.8 (307,194) 5 / 4 4,444 100

 French Polynesia 0.3 0.4 1.3 52 1.3 3.1 2.18 100    0 10 / 10

 Gabon 1.5 2.5 1.8 86 2.4 0.8 3.24 86 13,410  3.3 3,069 85 / 75 1,391 87

 Gambia 1.7 3.8 2.7 57 4.4 3.6 4.97 57 1,140  2.8 3,404 123 / 109  86

 Georgia 4.3 3.3 -1.1 53 -1.0 1.3 1.58 98 4,760  1.8 10,716 39 / 33 754 99

 Germany 82.2 70.5 -0.1 74 0.1 0.1 1.32 100 34,740 16.3 8.2 (193,151) 5 / 5 4,231 100

 Ghana 23.8 45.2 2.1 51 3.7 1.9 4.22 50 1,320 18.4 1.7 70,247 119 / 115 413 80

 Greece 11.2 10.9 0.2 61 0.6 0.3 1.39  27,830 14.1 5.9 (12,188) 5 / 4 2,792 100

 Guadeloupe 0.5 0.5 0.5 98 0.5 0.4 2.10 99     10 / 8

 Guam 0.2 0.2 1.3 93 1.3 3.8 2.49 87     11 / 10

 Guatemala 14.0 27.5 2.5 49 3.5 2.5 4.02 41 4,520 10.5 1.7 18,159 45 / 34 628 96

 Guinea 10.1 24.0 2.3 35 3.7 2.7 5.33 38 1,120  0.8 5,846 157 / 138  70

 Guinea-Bissau 1.6 3.6 2.2 30 2.5 2.4 5.66 39 470  1.5 2,516 207 / 186  57

 Guyana 0.8 0.6 -0.1 28 0.1 0.3 2.30 83 2,580  5.1 19,462 66 / 47  93

 Haiti 10.0 15.5 1.6 48 4.7 4.6 3.42 26 1,050  5.7 116,948 90 / 80 272 58

 Honduras 7.5 12.4 2.0 48 3.0 1.4 3.19 67 3,610  3.1 19,061 44 / 35 621 84

 Hong Kong SAR, China 3 7.0 8.6 0.5 100 0.5  1.01 100 43,940 12.5   5 / 4 2,653 

 Hungary 10.0 8.9 -0.2 68 0.4 0.2 1.37 100 17,470 25.7 5.9 0 9 / 8 2,740 100

 Iceland 0.3 0.4 2.1 92 2.2 3.0 2.09  34,070  7.5  4 / 4 14,237 100

 India 1,198.0 1,613.8 1.4 30 2.4 3.5 2.68 47 2,740 8.9 0.9 139,007 77 / 86 510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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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onesia 230.0 288.1 1.2 53 3.4 2.5 2.13 73 3,570  1.3 43,821 37 / 27 803 80

 Iran (Islamic Republic of) 74.2 97.0 1.2 69 2.0 0.9 1.78 97 10,840 15.4 3.4 2,325 33 / 35 2,438 94

 Iraq 30.7 64.0 2.2 66 2.0 0.4 3.96 89   2.7 44,197 43 / 38  77

 Ireland 4.5 6.3 1.8 62 2.3 0.3 1.95 100 37,700 14.7 5.9 (121,018) 6 / 6 3,628 

 Israel 7.2 10.6 1.7 92 1.7 0.4 2.75  26,310 20.7 4.5 78 6 / 5 3,017 100

 Italy 59.9 57.1 0.5 68 0.7 0.2 1.39 99 30,190 23.1 6.9 (38,317) 5 / 4 3,125 

 Jamaica 2.7 2.7 0.5 54 0.9 1.8 2.36 97 5,300 14.6 2.5 7,021 28 / 28 1,724 93

 Japan 127.2 101.7 -0.1 67 0.2 0.7 1.26 100 34,750 22.2 6.6 (313,695) 5 / 4 4,129 100

 Jordan 6.3 10.2 3.0 79 3.1 2.0 3.02 99 5,150 15.4 4.2 4,361 24 / 19 1,294 98

 Kazakhstan 15.6 17.8 0.7 58 1.2 0.1 2.29 100 9,600  2.3 4,232 34 / 26 4,012 96

 Kenya 39.8 85.4 2.6 22 4.1 4.6 4.86 42 1,550 22.4 2.2 239,215 112 / 95 491 57

 Korea,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23.9 24.6 0.4 63 1.0 2.1 1.85 97   3.0 330 63 / 63 913 100

 Korea, Republic of  48.3 44.1 0.4 82 0.7 1.6 1.22 100 24,840 18.8 3.6 0 6 / 6 4,483 92

 Kuwait 3.0 5.2 2.4 98 2.5 1.6 2.15 100  9.2 1.7 0 11 / 9 9,729 

 Kyrgyzstan 5.5 6.9 1.2 36 1.7 0.9 2.52 98 1,980  2.8 8,466 49 / 42 542 89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 6.3 10.7 1.8 32 5.8 3.5 3.42 20 2,080 9.1 0.7 7,364 68 / 61  60

 Latvia 2.2 1.9 -0.5 68 -0.4 0.2 1.43 100 15,790  3.9 7 12 / 10 2,017 99

 Lebanon 4.2 5.0 0.8 87 1.0 0.4 1.84 98 10,040 8.3 3.9 4,179 31 / 21 1,173 100

 Lesotho 2.1 2.5 0.9 26 3.8 2.5 3.26 55 1,940 25.0 4.0 20,814 112 / 96  78

 Liberia 4.0 8.8 4.1 61 5.4 3.8 5.01 46 280 6.0 1.2 10,544 144 / 136  64

 Libyan Arab Jamahiriya 6.4 9.8 2.0 78 2.3 0.1 2.64 100 14,710  1.6 1,539 20 / 19 2,943 71

 Lithuania 3.3 2.6 -1.0 67 -0.8 0.2 1.37 100 16,830 15.9 4.3 0 14 / 9 2,517 

 Luxembourg 0.5 0.7 1.2 82 1.0 0.1 1.67 100   6.6 (28,896) 6 / 6 9,972 100

 Madagascar 19.6 42.7 2.7 30 3.9 3.9 4.62 51 930 9.5 2.0 14,475 105 / 95  47

 Malawi 15.3 36.6 2.8 19 5.6 3.2 5.46 54 760  8.9 119,991 125 / 117  76

 Malaysia 27.5 39.7 1.7 71 3.1 0.5 2.51 100 13,230  1.9 98 12 / 10 2,617 99

 Maldives 0.3 0.5 1.4 39 5.1 5.4 2.00 84 4,910  6.5 1,454 31 / 26  83

 Mali 13.0 28.3 2.4 33 4.3 1.3 5.41 49 1,040 21.3 2.9 39,870 193 / 188  60

 Malta 0.4 0.4 0.4 95 0.6 0.5 1.25 100 22,460  6.5  7 / 7 2,153 100

 Martinique 0.4 0.4 0.4 98 0.4 0.7 1.89 100     8 / 8

 Mauritania 3.3 6.1 2.4 41 3.0 3.2 4.39 61 2,000 9.6 1.5 4,621 128 / 112  60

 Mauritius 4 1.3 1.4 0.7 43 0.8 1.2 1.79 99 11,410 10.3 2.0 1,197 20 / 15  100

 Melanesia 5 8.6 15.6 2.2 19 2.4  3.80 46     64 / 62

 Mexico 109.6 129.0 1.0 78 1.4 0.8 2.16 94 13,910 15.1 2.9 7,654 22 / 18 1,702 95

 Micronesia 6 0.6 0.8 1.3 68 1.6  2.47 87     33 / 26

 Moldova, Republic of 3.6 2.7 -1.0 41 -1.6 0.3 1.50 100 2,800 33.6 4.4 6,781 26 / 21 884 90

 Mongolia 2.7 3.4 1.2 57 1.4 0.6 1.99 99 3,170 14.9 4.2 4,822 49 / 40 1,080 72

 Montenegro 0.6 0.6 0.0 60 -0.5 0.5 1.64 99 11,780  6.0 2,163 11 / 9  98

 Morocco 32.0 42.6 1.2 56 1.9 1.1 2.33 63 4,050 14.6 1.4 17,323 43 / 29 458 83

 Mozambique 22.9 44.1 2.3 38 4.6 3.2 4.97 48 730 15.1 3.5 199,056 162 / 144 420 42

人口、社会与经济指标

2009年
总人口
（百万）

2050年
预计人口
（百万）

2009年
城市
人口
比例
（%）

2005-
2010年
城市
人口
增长率

2009年
总和
生育率

正规
助产士
接生率
（%）

2007年
人均
国民
总收入
（美元）

初等教育
支出占国民
生产总值
（GDP）
比例（%）

卫生支出
占国民生
产总值
（GDP）
比例
（%）

人口领域
接受的
外部援助
（千美元）

2005-2010年
预测五岁以下
儿童死亡率
（男/女）

人均
能耗

安全
饮用水
获得率

可耕地
面积
（公顷/人）国家和地区

2005-
2010年
平均人口
增长率

韩国

科威特

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

拉脱维亚

黎巴嫩

莱索托

利比里亚

利比亚

立陶宛

卢森堡

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

马来西亚

马尔代夫

马里

马耳他

马提尼克

毛里塔尼亚

毛里求斯4

美拉尼西亚5

墨西哥

密克罗尼西亚6

摩尔多瓦

蒙古

黑山

摩洛哥

莫桑比克

印度尼西亚

伊朗

伊拉克

爱尔兰

以色列

意大利

牙买加

日本

约旦

哈萨克斯坦

肯尼亚

朝鲜
朝鲜

88 指标



 Myanmar 50.0 63.4 0.9 33 2.9 2.9 2.28 57   0.3 8,085 120 / 102 295 80

 Namibia 2.2 3.6 1.9 37 3.6 1.1 3.29 81 5,100 21.4 3.8 85,019 58 / 45 721 93

 Nepal 29.3 49.0 1.8 18 4.9 9.0 2.82 19 1,060 15.3 1.6 24,483 52 / 55 340 89

 Netherlands 16.6 17.4 0.4 82 1.1 0.4 1.75 100 39,470 17.7 7.5 (552,546) 6 / 5 4,901 100

 Netherlands Antilles 0.2 0.2 1.5 93 1.8 0.1 1.96     0 16 / 12 9,161 

 New Caledonia 0.3 0.4 1.5 65 2.1 6.5 2.06 92     9 / 8

 New Zealand 4.3 5.3 0.9 87 1.1 0.3 2.03 94 25,380 17.8 7.2 (13,848) 6 / 5 4,192 97

 Nicaragua 5.7 8.1 1.3 57 1.8 0.4 2.68 74 2,510 9.8 4.6 36,732 29 / 22 624 79

 Niger 15.3 58.2 3.9 17 4.4 0.7 7.07 18 630 28.7 3.2 18,167 171 / 173  42

 Nigeria 154.7 289.1 2.3 49 3.9 1.0 5.17 35 1,760  1.1 236,978 190 / 184 726 47

 Norway 4.8 5.9 0.9 78 1.0 0.2 1.89  53,650 18.9 7.3 (264,920) 5 / 4 5,598 100

 
   Territory 4.3 10.3 3.2 72 3.4 1.7 4.92 97    11,237 23 / 18

 Oman 2.8 4.9 2.1 72 2.2 8.3 2.98 98  15.1 1.9 30 14 / 13 6,057 82

 Pakistan 180.8 335.2 2.2 37 3.4 3.5 3.87 39 2,540  0.3 75,584 85 / 94 499 90

 Panama 3.5 5.1 1.6 74 2.8 0.9 2.52 91 10,610 12.4 5.0 341 27 / 20 845 92

 Papua New Guinea 6.7 12.9 2.4 13 2.3 5.4 4.01 39 1,870  2.6 42,741 70 / 68  40

 Paraguay 6.3 9.9 1.8 61 2.8 0.5 2.98 77 4,520  2.9 5,340 44 / 32 660 77

 Peru 29.2 39.8 1.2 72 1.3 1.7 2.53 73 7,200 7.0 2.6 24,499 38 / 27 491 84

 Philippines 92.0 146.2 1.8 66 3.0 3.1 3.03 60 3,710 8.6 1.3 43,396 32 / 21 498 93

 Poland 38.1 32.0 -0.1 61 -0.2 0.5 1.27 100 15,500 23.7 4.3 10 9 / 7 2,562 

 Polynesia 7 0.7 0.8 0.8 43 1.4  2.93 100     22 / 19

 Portugal 10.7 10.0 0.3 60 1.4 0.7 1.38 100 21,790 23.2 7.2 (5,778) 6 / 5 2,402 99

 Puerto Rico 4.0 4.1 0.4 99 0.7 0.8 1.83 100    8 9 / 8

 Qatar 1.4 2.3 10.7 96 11.3 0.3 2.36 100   3.4 0 10 / 10 22,057 100

 Réunion 0.8 1.1 1.3 94 1.7 0.5 2.41      10 / 8

 Romania 21.3 17.3 -0.4 54 -0.1 0.2 1.33 99 12,350 10.7 3.5 6,101 20 / 15 1,860 88

 Russian Federation 140.9 116.1 -0.4 73 -0.4 0.1 1.39 100 14,330  3.3 49,460 18 / 14 4,745 97

 Rwanda 10.0 22.1 2.7 19 4.2 4.9 5.33 52 860 10.2 4.6 105,790 167 / 143  65

 Samoa 0.2 0.2 -0.0 23 0.9 0.7 3.85 100 4,350  4.2 334 28 / 25  88

 Saudi Arabia 25.7 43.7 2.1 82 2.4 0.4 3.04 96 22,950 18.5 2.5 386 26 / 17 6,170 89

 Senegal 12.5 26.1 2.6 43 3.3 2.9 4.89 52 1,650 17.9 3.3 23,125 125 / 114 250 77

 Serbia 9.9 9.2 0.0 52 0.4 0.4 1.61 99 9,830  5.7 2,163 15 / 13 2,303 99

 Sierra Leone 5.7 12.4 2.7 38 3.6 3.5 5.17 42 660  1.5 8,591 160 / 136  53

 Singapore 4.7 5.2 2.5 100 2.5 5.0 1.26 100 47,950 9.3 1.1 0 4 / 4 6,968 

 Slovakia 5.4 4.9 0.1 57 0.3 0.3 1.30 100 19,220 14.8 5.0 0 9 / 8 3,465 100

 Slovenia 2.0 2.0 0.2 48 -0.4 0.1 1.39 100 26,230 25.1 6.1 40 5 / 4 3,618 

 Solomon Islands 0.5 1.0 2.5 18 4.3 4.6 3.78 43 1,710  4.7 1,923 56 / 57  70

 Somalia 9.1 23.5 2.3 37 3.6 5.0 6.35 33   0.0 8,747 186 / 174  29

 South Africa 50.1 56.8 1.0 61 1.8 0.4 2.51 91 9,450 15.6 3.0 284,019 79 / 64 2,739 93

 Spain 44.9 51.3 1.0 77 1.2 0.1 1.47  30,750 19.1 6.0 (139,496) 5 / 5 3,27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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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i Lanka 20.2 21.7 0.9 15 0.9 4.4 2.31 99 4,200  2.0 2,354 21 / 18 472 82

 Sudan 42.3 75.9 2.2 44 4.4 1.1 4.06 49 1,880  1.4 22,058 117 / 104 470 70

 Suriname 0.5 0.6 1.0 75 1.4 1.3 2.37 90 7,640  2.6 4,725 35 / 26  92

 Swaziland 1.2 1.7 1.3 25 2.5 1.8 3.45 74 4,890 15.4 4.1 20,019 111 / 92  60

 Sweden 9.2 10.6 0.5 85 0.6 0.1 1.87  37,490 25.7 7.5 (366,182) 4 / 4 5,650 100

 Switzerland 7.6 8.5 0.4 74 0.5 1.0 1.46 100 44,410 24.5 6.4 (36,974) 6 / 5 3,770 100

 Syrian Arab Republic 21.9 36.9 3.3 55 4.0 0.9 3.17 93 4,430 20.3 1.9 2,257 21 / 16 975 89

 Tajikistan 7.0 11.1 1.6 27 1.7 2.3 3.35 83 1,710 9.4 1.1 8,704 83 / 74 548 67

 Tanzania, United Republic of 43.7 109.5 2.9 26 4.7 2.8 5.52 46 1,200  3.7 223,909 112 / 100 527 55

 Thailand 67.8 73.4 0.7 34 1.7 1.5 1.82 97 7,880  2.3 45,477 13 / 8 1,630 98

 
   Republic of Macedonia 2.0 1.9 0.1 67 0.8 0.4 1.44 98 9,050  5.6 2,535 17 / 16 1,355 100

 
   Democratic Republic of 1.1 3.2 3.3 28 5.0 3.8 6.38 19 3,090 27.6 15.2 3,611 92 / 91  62

 Togo 6.6 13.2 2.5 43 4.2 1.4 4.17 62 770 9.8 1.3 12,703 105 / 91 375 59

 Trinidad and Tobago 1.3 1.3 0.4 14 3.0 2.1 1.65 98 22,420  2.5 1,253 37 / 28 10,768 94

 Tunisia 10.3 12.7 1.0 67 1.6 0.5 1.84 90 7,140 20.9 2.3 7,030 24 / 21 863 94

 Turkey  74.8 97.4 1.2 69 2.0 0.8 2.10 83 12,810  3.5 29,925 36 / 27 1,288 97

 Turkmenistan 5.1 6.8 1.3 49 2.3 0.8 2.43 100   2.5 156 72 / 56 3,524 

 Uganda 32.7 91.3 3.3 13 4.5 3.0 6.25 42 1,040  1.8 251,540 129 / 116  64

 Ukraine 45.7 35.0 -0.7 68 -0.6 0.2 1.36 99 6,810 15.8 3.8 39,200 18 / 13 2,937 97

 United Arab Emirates 4.6 8.3 2.8 78 2.9 0.5 1.90 100  4.4 1.8 0 10 / 12 11,036 100

 United Kingdom 61.6 72.4 0.5 90 0.6 0.2 1.85 99  18.9 7.2 (1,137,342) 6 / 6 3,814 100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314.7 403.9 1.0 82 1.3 0.0 2.08 99 45,840 22.2 7.0 (3,065,842) 7 / 8 7,768 99

 Uruguay 3.4 3.6 0.3 92 0.4 0.3 2.09 99 11,020 8.8 3.6 437 18 / 15 962 100

 Uzbekistan 27.5 36.4 1.1 37 1.2 1.4 2.25 100 2,430  2.4 8,646 63 / 53 1,829 88

 Vanuatu 0.2 0.5 2.5 25 4.4 0.7 3.88 93 3,410  2.7 698 39 / 29  59

 Venezuela (Bolivarian Republic of) 28.6 42.0 1.7 94 2.1 0.6 2.50 95 12,290 9.1 2.4 677 24 / 19 2,302 89

 Viet Nam 88.1 111.7 1.1 28 2.9 5.9 2.03 88 2,530  2.1 60,877 27 / 20 621 92

 Yemen 23.6 53.7 2.9 31 4.9 5.9 5.10 36 2,200  2.1 27,065 84 / 73 326 66

 Zambia 12.9 29.0 2.4 36 2.9 0.9 5.74 47 1,190 2.3 3.8 166,147 169 / 152 625 58

 Zimbabwe 12.5 22.2 0.3 38 1.6 2.3 3.36 69   4.5 75,608 100 / 88 72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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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社会与经济指标

 世界总计 6,829.4 9,150.0 1.2 50 2.0  2.54 66 9,947   8,766,710 71 / 71 1,820

 发达国家 * 1,233.3 1,275.2 0.3 75 0.6  1.64 99     8 / 7 

 欠发达国家 + 5,596.1 7,875.0 1.4 45 2.6  2.70 62     78 / 78

 最不发达国家 ‡ 835.5 1,672.4 2.3 29 4.1  4.29 38 1,171    138 / 126 309 

 Africa 8 1,009.9 1,998.5 2.3 40 3.4  4.52 49    3,179,335 142 / 130

    Eastern Africa   318.8 711.4 2.6 23 4.1  5.17 35    1,790,256 131 / 117 

    Middle Africa 9 125.7 273.0 2.6 42 4.2  5.53 63    122,771 200 / 178

    Northern Africa 10 209.4 321.1 1.7 52 2.5  2.84 73    98,552 60 / 52

    Southern Africa   57.5 67.4 1.0 58 1.9  2.59 89    455,307 80 / 65

    Western Africa 11 298.6 625.6 2.5 44 3.9  5.14 42    531,575 169 / 162

 Arab States 12 352.2 598.2 2.1 56 2.5  3.30 73    235,412 57.8 / 50.7 

 Asia 4,121.1 5,231.5 1.1 42 2.5  2.32 65    971,340 56 / 61

    Eastern Asia 13 1,555.4 1,600.0 0.6 48 2.3  1.73 98    83,756 24 / 33

    South Central Asia   1,754.6 2,493.7 1.5 32 2.5  2.74 45    405,355 78 / 85

    South-Eastern Asia   582.7 766.0 1.2 47 3.1  2.28 73    267,137 41 / 32

    Western Asia 228.4 371.8 1.9 66 2.4  2.89 81    143,866 40 / 33

 Europe   732.2 691.1 0.1 72 0.3  1.51 99     10 / 8

    Eastern Europe   292.5 240.0 -0.4 68 -0.3  1.37 99    108,880 16 / 12

    Northern Europe 14 98.4 112.5 0.5 84 0.6  1.83 99     6 / 6

    Southern Europe 15 153.1 153.7 0.5 67 0.9  1.46 99    19,019 7 / 6

    Western Europe 16 188.2 184.9 0.2 77 0.5  1.59 100     5 / 5

 Latin America & Caribbean   582.4 729.2 1.1 79 1.6  2.21 90    394,650 31 / 24

    Caribbean 17 42.0 49.5 0.8 66 1.6  2.35 73    154,273 48 / 41

    Central America   151.3 196.8 1.2 71 1.6  2.39 83    90,745 27 / 21

    South America 18 389.1 482.9 1.1 83 1.6  2.12 94    106,168 31 / 24

 Northern America 19 348.4 448.5 1.0 82 1.3  2.03 99     7 / 7

 Oceania   35.4 51.3 1.3 71 1.4  2.43 77    50,249 31 / 30

   Australia-New Zealand 25.6 34.1 1.0 89 1.2  1.87 98     6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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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出版物所用名称，并不意味着联合国人口基
金方面对任何国家、领土或其当局的法律地
位，或其边界线的划分表示任何意见。

* 表示发达地区，包括北美、日本、欧洲和澳大
利亚、新西兰。

+ 表示欠发达地区，包括整个非洲国家、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地区、亚洲（不包括日本），以及
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利尼西亚。

‡ 表示按照联合国规定标准设定的最不发达国
家。

1 包括圣诞岛、科科斯群岛和福诺克岛。

2 前扎伊尔。

3 1997年7月1日，香港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4 包括阿格雷沙、罗瑞格斯和圣班东。

5 包括新喀里多尼亚和瓦努阿图。

6 包括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关岛、基里巴斯、马
绍尔群岛、瑙鲁、北马里亚纳群岛、太平洋岛
国（帕劳）。

7  包括美属萨摩亚、库克群岛、约翰逊岛、皮特
凯恩、萨摩亚、托克劳、汤加、中途岛、图瓦
卢，以及瓦里斯和福图那群岛。

8 包括英属印度洋领土和塞舌尔群岛。

9 包括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10 包括西撒哈拉。

11 包括圣赫勒拿、阿松森和特里斯坦－达库尼
亚。

12 包括阿尔及利亚、巴林、科摩罗、吉布提、埃
及、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亚、
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阿
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索马里、苏丹、叙
利亚、突尼斯、阿联酋和也门。区域合计的人
口指标是由联合国人口司提供的。其它指标的
合计是基于能够获得的各国数据的加权平均
值。

13 包括澳门。

14 包括海峡群岛、发落群岛和马恩岛。

15 包括安道尔、直布罗陀、罗马教廷和圣马力
诺。

16 包括列支敦士登和摩纳哥。

17 包括安圭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鲁巴、英属
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多米尼加、格林纳
达、蒙特塞拉特、荷属安的列斯、圣基茨和尼
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那丁斯、特
克斯和凯科斯群岛，以及美属维尔京群岛。

18 包括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和法属圭
亚那。

19 包括百慕大、格陵兰及圣皮埃尔和密克罗。

数据指标说明

　　本年度《世界人口状况报告》统计表再次特别关注

有助于追踪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ICPD)和千年发展目标

(MDGs)提出的数量和质量目标进展的指标。指标领域包

括降低死亡率、教育的可得性、生殖健康服务（包括计

划生育、年轻人群中艾滋病病毒/艾滋病流行情况）的

可得性。下面分类列出各项指标的来源和选择它们的理

由。

监测人发大会目标的指标

死亡率指标

婴儿死亡率、男女预期寿命

　　来源：联合国人口司（联合国经济和社会部）。这

些指标是用来衡量死亡率水平的，分别是：出生后第一

年的死亡率（这最能灵敏地反映出发展水平）和整个生

命期的死亡率水平。表中2009年的数据为预估值。

技术指标说明

孕产妇死亡率

　　来源：2007年，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联合国人口基金和世界银行出版的《2005年孕产

妇死亡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

国人口基金和世界银行制定的估计值》。该指标代表每

10万名活产中由于妊娠、分娩和并发症造成的妇女死亡

人数。虽然可获知其相对规模，但完全精确是难以做到

的。估计值100－999的取到最近值10；1000以上的取到

最近值100。有些估计值与政府的官方数字有差异。这

些估计值来自各种可能的公布数字，并设法使不同来

源的信息具有可比性。细节要参见特定国家的原始数

据。估计值和使用的方法由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联合国人口基金、学术单位等机构定期审议，

并做必要的修订。这是正在进行的改进孕产妇死亡数据

工作过程的一部分。由于方法上的一些改变，以前做的

1995-2005年的估计水平也许不能严格地与这些估计值

进行对照了。其中孕产妇死亡率指标是根据全球范围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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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一次的数据更新，最后一次报告期为2005年，2007

年正式出版。

教育指标

小学男/女总入学率，中学男/女总入学率

　　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09年4月提

供。人口数据是以联合国人口司2009年《世界人口展

望》（2008年修订本）为依据。总入学率表示适龄人群

每100人中进入教育系统某一水平的学生人数。该入学

率对于那些由于大龄入学、中途辍学和留级等原因导致

年龄超过合适年龄组的人的数据就不予纠正了。数据使

用的是1995-2007年的最新估计值。

男/女成人文盲率 

　　来源：参见上述资料来源的总入学率；数据从识字

率改成了文盲率。不同的国家对文盲的定义不一样。目

前使用三种广泛使用的定义。这里系指那些有思维能力

但不能读和写一篇有关日常生活的间断文字的人的比

例。成人文盲率（15岁以上）反映了最近的入学水平

和过去的教育成绩。上述教育指标已使用联合国人口司

2009年《世界人口展望》（2008年修订本）估计值更新

过。数据使用的是1995-2007年的最新估计值。

达到小学5年级的人数比例

　　来源：参见上述资料来源中的总入学率。数据使用

的是1999-2007年在校年头的最新数据。 

生殖健康指标
每1000名15-19岁妇女的生育数

　　来源：联合国人口司。这是一项衡量年轻女性生育

负担的指标。因为这是概括该年龄组中所有女性的年度

水平，所以，该指标并不完全反映女性青春期的生育水

平。鉴于这项指标是指每名妇女每年生育的平均值，我

们可以将它乘以5来估计1000名年轻妇女在她们过去的

10年中的生育数。由于只包括活产数，这项指标不代表

青少年怀孕的全部情况。死产、自然流产或人工流产的

情况也没有反映出来。估计值是指2005-2010年间的。

避孕普及率

　　来源：联合国人口司《2009年世界避孕方式使用统

计》。这项抽样数据用来估计已婚妇女（包括自愿同居

的妇女）目前使用任何避孕方法或现代避孕方法的比

例。现代的或临床提供的方法包括男性或女性绝育、宫

内节育器、口服避孕药、药物注射、皮下埋植激素、避

孕套和女性屏障法。由于调查的时间、所问的问题各不

相同，这些数字在各国之间只能大致而不能完全进行比

较。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数据都是指15-49岁的妇女。数

据使用的是1986-2008年的最新的调查数值。世界及各

区域的数据来源于美国人口资料局《2008年世界人口数

据表》。

15-49岁男/女艾滋病病毒感染率 

　　来源：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指数》。这些数

据是根据监测系统报告和模式估计值而得出的。15-49

岁男/女数据分别是每个国家最高和最低估计值的平均

数。参考年度是2007年。世界及各区域的数据来源于美

国人口资料局《2008年世界人口数据表》。

人口、社会和经济指标
2009年总人口、2050年预计总人口、2005-2010年年

均人口增长率 

　　来源：联合国人口司。这些指标代表人口规模、预

期的未来规模和目前的各国人口年增长率。

城市人口比例、城市人口增长率

　　来源：联合国人口司。这些指标反映全国在城市生

活的人口比例和预期城市地区的人口增长率。

每公顷可耕的永久性庄稼地的农业人口 

　　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司提供的农业人口资料

及联合国人口司2009年出版的《世界人口展望，2008年

修订本》；经济活动人口的活动率来自国际劳工组织

（ILO）1996年出版的《1950-2010年的经济活动人口报

告》第四版。该指标将农业人口的规模与适合农业生产

的土地联系起来。它对国民经济的结构变化（农业劳动

力的比例）和土地开发的技术变化做出反应。与高价值

相关的可能是强调土地的的生产率，以及将土地的拥有

划分为小块。然而，这项指标也对不同的发展水平和土

地使用政策颇具敏感性。数据指的是2006年。

2009年总和生育率 

　　来源：联合国人口司。该指标表明一名妇女在育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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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可能生育的子女人数，如果她按照某一时期不同年

龄组人群的估计生育率进行生育，在这一时期，各国可

以在不同的时期达到预期的生育水平。

有训练有素的助产士在场的分娩比率

　　来源：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电子表格，其数据来自

世界卫生组织生殖健康与研究部2009年关于分娩是有训

练有素的助产士在场的数据库。该指标基于各国报告

的“有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或助产士、医生（专科或非

专科）和/或那些能诊断并处理产科并发症和正常分娩

的、有接生技能的接生员”在场的分娩比例。较发达国

家的数据反映出其更高的助产接生技术水平。由于对全

部覆盖情况是估计的，所以对被边际化人群的数据，以

及由于机会、运输延误等产生的影响也许不能在官方统

计中完全得到反映。估计值是2007年的最新值。

人均国民收入总值

　　来源：2007年最新指标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

标在线》。网址：http://devdata.worldbank.org/dataonline/(

需要订购)。该指标（以前称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衡

量居民和非居民生产的用于最终消费的总的产品和服务

产出与人口规模之比，无论这些物品和服务是分配给本

国还是外国。因此，该指标是反映一国经济生产率的指

标。与我们过去报告中提到过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不同在

于，它包括了居民从国外收到的劳务收入和投资收入，

包括非居民的类似支付；并进一步做了技术上的调整，

以便包括不同时间汇率变化所得的收入。这一指标也计

入了“实际生产总值”的购买力平价调整，因此也考虑

了各国货币的不同购买力问题。一些购买力平价数据是

基于回归模式，另一些是从最新的国际比较项目的基准

估计推断的。

中央政府在教育和卫生方面的支出 

　　来源：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在线》。网

址：http://devdata.worldbank.org/dataonline/(需要订购)。

这些指标通过政府在教育和卫生上的支出比例反映一

国对教育和卫生领域的重视程度。这些指标不能反映部

门内的分配差别。如在初等教育和初级卫生服务与其它

级别的服务之间差别是相当大的。由于各国中央政府和

地方政府在管理和财政方面的责任不同，私营部门和国

营部门的作用也不一样，各国之间进行直接比较非常困

难。报告的估计值是以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教育）

或总的国民生产总值（对卫生）中所占份额表示的。由

于不同建制和不同领域的投资费用各不相同，因此建议

在进行跨国比较时一定要格外注意。最近年度的估计

值，教育部分是2007年的，而卫生部分是2006年的。

人口领域接受的外部援助

　　来源：联合国人口基金2009出版的《2007年人口活

动的财政资源流量》。该指标提供了各国在2007年接受

用于人口活动的外援数额。外援资金由非政府组织通过

多边和双边援助机构进行分发。捐款国的捐款额用括号

标出。区域总计既包括国家一级的项目又包括区域活动

（在表中不另列）。

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来源：联合国人口司。该指标涉及婴儿和幼儿的死

亡率。所以它反映了疾病和其它致死 和1-4岁幼儿死亡

率，这两个指标反映了上述年龄段不同的死亡原因和死

亡频率。对于儿童疾病负担，包括可以通过改善营养

和开展免疫方案而预防的疾病来说，该指标比婴儿死

亡率更敏感。这里的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表示某一年

每1000名活产中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的人数。数据来自

2005-2010年估计值。

人均能源消耗 

　 　 来 源 ： 世 界 银 行 《 世 界 发 展 指 标 在 线 》 ， 网

址：http://devdata.worldbank.org/dataonline/ (需要订购)。

该指标反映的是与每千克油等值的商业原生能源（煤、

褐煤、石油、天然气和水电、核电及地热电等）的人均

消耗量。它反映工业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消费模式。

该指标的逐年变化反映了经济活动水平和均衡方面的变

化和能源使用效率的变化（包括浪费性消费的增加或减

少）。数据来自2006年估计值。

安全饮用水获得率

　　来源：世界卫生组织2009年出版的《满足千年发展

目标饮用水和卫生环境指标：未来十年城市和农村的

挑战》报告。网址：http://www.who.int/whosis/indicators/

compendium/2008/2wst/(需要订购)。该指标反映的是能

够在离用户的居住地方便的距离内获得充足的安全饮

用水的人口百分比。方便的距离的定义使用国家一级的

定义。该指标涉及对健康有害、包括那些因不恰当的环

境卫生而导致的危险的生活条件。数据是2006年的估计

值。

94 数据及技术指标说明



联合国人口基金作为一个国际发展机构，旨在倡导每一名妇女、男性和儿童享受健康与平等机会的
生活的权利。联合国人口基金支持各国通过使用人口数据制定政策方案，降低贫困，并确保每一次
怀孕均为意愿的，每一次分娩都是安全的，每一个青年人都能远离艾滋病，而且每一个女孩与妇女
都有尊严并得到尊重。

联合国人口基金——因为每个人都很重要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220 East 42nd Street
New York, NY 10017 USA
www.unfpa.org

USD $17.50
ISBN 978-0-89714-958-7  
sales no. E.09.III.H.1 
E/27,000/2009

Seal the Deal! is a United Nations-led 
campaign to promote a fair, balanced 
and effective agreement on climate 
change when governments meet in 
Copenhagen in December 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