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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2020 年不仅是大流行爆发的一年，也是各地不断出现创纪录高温以及气候影响持续加剧的一

年：洪水、干旱、风暴、野火和蝗灾。更令人担忧的是，根据当前《巴黎协定》所作的承诺，

世界本世纪将升温至少 3°C，这意味着以上影响只会愈演愈烈。 
 

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对于实现《巴黎协定》目标至关重要，该目标致力于在

本世纪末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 2°C 以内并进一步实现 1.5°C 温控目标。这仅能限制却无法完

全消除对脆弱国家和社区的影响。但是，考虑到目前对抗气候变化的努力尚存在不确定性，世

界必须对气候变化适应措施进行规划、筹资和实施，以全方位应对全球气温的升高，否则全球

将付出巨大的代价，承受严重的破坏和损失。 

 

气候适应是《巴黎协定》的核心之一，旨在通过提高各国和各社区承受冲击和影响并保持复原

力的能力来减少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巴黎协定》要求所有签署方通过国家适应计划、

研究、对气候变化影响的监测以及对绿色未来的投资来规划和实施适应措施。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五期《适应差距报告》发现，相关行动远远落后于应达到的水平。研究指

出，尽管各国在规划和实施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特别体现在发

展中国家的融资问题以及适应项目能否步入真正有助于减少气候风险的阶段等方面。亟需加强

针对适应项目的公共和私人融资，同时加快推进适应项目的实施。 
 

该报告特别关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旨在通过保护、管理和恢复自然生态系统来应对气候

变化的行动。加大对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融资和支持力度，对于推动实现《巴黎协定》目标

尤为关键。 
 
 

如今适应行动已被广泛融入全球的政策规划中。 

 

• 适应行动有助于让公共和私人行为者为气候变化的影响做好准备并做出响应。 

• 72％的国家至少采用了一项国家层面的适应计划工具，另有 9％的国家正在制定这一工

具。 

•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在制定国家适应计划，这一机制将大幅加强对适应的重视和关

注。 

• 大约一半的国家在其计划中致力于全面解决各项风险（包括利益相关者在内），并制

定了专门的计划流程。 

• 随着气候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地方级别适应倡议将相继出台，适应计划的整体发

展有望持续取得更多进展。 

 



 

 

但是，实施相关计划所需的资金增长不够快。 

  

• 针对适应的国际公共融资规模在缓慢增长，但是没有充足的数据来确定国内公共或私

人融资的趋势。 

• 目前仅发展中国家每年的适应成本就估计为 700亿美元。这一数字到 2030年预计将达

1400-3000 亿美元，2050年将达到 2800-5000 亿美元。 

• 在 2013年至 2017 年间，对适应的多边支持增至多边发展融资总额的 14.6％。相比之

下，同期，对于适应的双边支持在双边发展融资总额的所占份额从 4.6％缓慢增长到

6.1％。 

 

额外的适应融资对于加强适应行动和限制损失至关重要，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 相关融资发展令人鼓舞。绿色气候基金（GCF）已将其总投资的 40％用于适应，并且越

来越多地吸引私人部门投资。另一个重大进展是可持续金融体系的发展势头不断增

强。 

• 但是，我们需要扩大并激励公共和私人融资以缩小适应差距。 

• 引入可持续性投资标准，与气候相关的披露原则并将与气候相关的风险纳入投资决策

并使之主流化的新工具，可以刺激对气候适应力的投资，并将资金从可能导致脆弱性

增加的相关投资中引出。 

 

越来越多的适应行动得到实施，但是气候风险有所减少的证据有限。 

 

• 自 2006年以来，《巴黎协定》下的多边基金资助发展中国家开展了近 400个适应项

目，其中一半始于 2015年。 

• 虽然早期项目很少超过 1000 万美元，但自 2017年以来，有 21个新项目的价值超过

2500 万美元。 

• 绿色气候基金、最不发达国家基金和适应基金已共同惠及超过 2000万直接和间接受益

人，并培训了 50多万人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措施。 

• 自 2015年以来，获得支持的适应项目中，有一半以上在最不发达国家（LDC）中实

施，近 15％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实施。 

• 关注重点多数聚焦在对气候最敏感的部门，农业和水资源上，其中干旱、降雨多变

性、洪水和沿海影响是常见的需要解决的气候危害。 

• 全球适应摸底调查倡议确定了近 1700 篇详细介绍全球适应行动的文章，其中三分之一

的适应行动处于早期实施阶段。只有 3％的项目在反馈中表明其真正减少了项目所实施

社区面临的气候风险。 

 

亟需加强推进适应行动的实施，避免气候风险管理落后，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基金的资助下，已明确启动近 40 个新的适应项目，另

有 80个项目正处于批准程序的后期。然而，缺乏长期结果的相关原始信息引发了人们

对有效性的担忧。 

• 此外，全球排放量持续保持在高位，意味着目前的实施速度可能无法跟上不断增加的

风险水平。 

• 增强适应能力和抵御气候影响的能力（例如通过能力建设、赋权、良好的治理和预警

系统），可以显著降低对气候危害的脆弱性。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是适应组合中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之一，有潜力为适应气候变化

做出重要贡献，但尚没有切实可行的计划，而且资金有限。 

 

•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适应过程中，主要用于应对沿海灾害、强降雨、高温和干旱。 

• 超过一半的国家（包括 90％以上的最不发达国家）将保护自然作为开展适应计划的重

要动机，并在其《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的适应部分中增加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Nbs）相关内容。但是，其中大多数仅描述了广泛的目标，只有不到三分之一包含了

可衡量的目标。 

• 各国根据《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制定的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中，至少

有 50％强调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在解决物种和生态系统面临气候变化和其他人

为压力的脆弱性方面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 针对四个主要的气候与发展基金的分析表明，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尽管对含有基于自

然的解决方案相关元素的绿色倡议的支持有所增加，但还不够。 

• 在这四个基金下，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项目的累计投资为 940 亿美元。但是，其中只

有 120亿美元用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仅占适应和保护融资总额的一小部分。 

• 高昂的交易成本意味着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很少被视为纯粹的商业投资进行融资。通

过部署结合公共和私人资金来源的创新机制，可以加强和多样化 NbS 的适应融资基

础。 

• 迫切需要创造条件，以激励、鼓励和促进融资和投资流。 

 

 

预计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打击了各国计划、资助和实施适应行动的能力，最脆

弱国家及人口受到了更大的影响。 

 

• 虽然现在全面评估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对全球适应造成何种影响还为时过早，

但从短期来看，应对病毒造成的直接公共卫生影响及其后续的经济影响的需求更为迫

切，导致气候变化适应不再是政治议程的重点。 

• 从长远来看，大流行的社会经济后果可能会给公共财政带来额外压力，并可能改变各

捐助国对气候行动的优先排序。 

• 如果实施得当，COVID-19刺激计划可能会推动实现更强劲的气候适应力和低排放复

苏，但是迄今为止各国宣布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把握住这一机会。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有助于削减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影响和成本，但世界还须同时推进气候变

化适应措施的相关计划、筹资和实施工作，否则全球将面临沉重的成本、损失和危害。 

 

• 实现《巴黎协定》设定的 2°C目标可以将年增长损失限制在 1.6％，相比较而言，

3°C的升温轨迹对应 2.2％的损失。 

• 所有国家都必须继续执行联合国环境署《2020 排放差距报告》中概述的工作，该报告

呼吁实现绿色的疫情后复苏，并要求各国更新各自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包括提出新

的净零承诺。 

• 但是，各国还必须对适应做出计划——考虑到那些对气候变化负有最小责任却面临最

大风险的国家，这是道义责任，也是一项经济决策。 

• 适应气候变化具有经济意义。全球适应委员会在 2019 年估计，在适应措施方面投资

1.8 万亿美元将带来 7.1万亿美元的回报，包括避免相关成本支出及带来其他收益。 

• 尽管在过去十年中全球适应工作取得了进展，但迫切需要在资金支持下，进一步提升

雄心并扩大行动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