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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署《2023年适应差距报告：资金短缺，准备不足——

气候适应投资与规划不充分，全世界面临⻛险》发现，在气变影响日益严重，气候适应本应

随之加速的情况下，相关进展却在全面放缓。 
 

• 2023年，最高气温记录被打破，而与此同时，风暴、洪水、干旱和热浪也造成破坏。

这些不断加剧的影响表明，我们迫切需要加大力度，保护易受

气变冲击的群体，同时迅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 然而，在《报告》评估的融资、规划和实施这三个领域，适应进展却正在放缓。 

• 减缓和适应行动的缓慢和不充分越来越频繁地导致适应极限的出现，其中一些极限我

们或许已经触及。 

• 不充分的适应加深了气候危机，可能引发严重

的损失和损害后果，对最易受气变冲击的群体影响尤甚。 
 
据最新估计，发展中国家近十年间的适应成本在每年2150亿至3870亿美元之间，这是一个合

理的中间范围。 
 

• 《报告》进行了重大更新，现在估计的适应成本高于早期研究。 

• 按照模型估计，发展中国家的适应成本在近十年间为每年 2150 亿美元，预计到 2050
年将大幅增加。 

• 根据对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自主贡献和国家适应计划花费的推算，在 2021年至

2030年期间，落实国内适应工作重点所需的适应资金估计为每年 3870 亿美元。 
  
发展中国家的适应资金需求是国际公共资金流的10-18倍，比之前估计的范围高出50%以上。 
 

• 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多边双边公共适应资金在 2021年减少了 15%，降至 210 亿美元左右
。 

• 尽管在格拉斯哥举行的第 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COP26）各国承诺到 2025年

实现适应资金支持较 2019年水平翻倍，达到每年 400 亿美元左右，但此次的资金缩减

带来了令人担忧的先例。 

• 由于适应资金需求的不断增长和资金流的衰退，当前的适应资金缺口估计为每年 1940

亿到 3660 亿美元之间。 
 



 

 

尽管对适应行动的需求增加了，但适应规划和实施似乎处于停滞状态。 

• 尽管六分之五的国家至少拥有一项国家级适应规划，但实现全球覆盖的进展正在放缓

，还需更强力的支持。 

•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半数以上的缔约方都拥有两项及以上的国家级规划。因

此，进展主要体现在充分性和有效性方面。 

• 受四大国际气候基金支持的适应行动数量低于上一年度，这可能是由于 2019冠状病毒

病和乌克兰战争的影响。在过去十年间，适应行动的数量一直停滞不前。 

由于减缓和适应进展缓慢，与气候相关的损失和损害正在增加。 

• 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在过去 20年里，仅 55个最易受气候影响的经济体就已经遭受

了超过 5000 亿美元的损失和损害。 

• 此类损失将在未来几十年内急剧上升，特别是在缺乏有力的减缓适应措施的情况下。
应对损失和损害已迫在眉睫，还需要更加强劲的资金支持。 

• 新的损失和损害基金将成为调动资源的重要工具，但问题仍然存在。这项基金需要发

展更加创新的融资机制，以达到必要的投资规模。 

现在对适应和减缓进行投资将最大限度地减少未来的气候损失。 

• 雄心勃勃的适应工作可以增强复原力，这对于低收入国家和包括妇女在内的弱势群体
尤为重要。 

• 研究表明，每投入 10 亿美元用于适应沿海洪水，就能减少 140 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 每年为农业投资 160 亿美元，就能让约 7800万人免遭气候影响导致的饥饿或长期饥饿

。 

至关重要是寻找创新供资方式以支持适应行动的强化，并重点关注预期适应和有效性。 

• 无论是到 2025年实现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金较 2019年翻倍的目标，还是 2030年

“新集体量化目标”，都无法独自弥合适应资金缺口。 

• 《报告》指明了增加融资的七种途径，包括国内支出、国际和私营部门融资这三种方
式。 

• 其他途径包括：汇款，增加和定制中小企业融资，落实《巴黎协定》2.1(c)条款——将

资金流转向低碳和气候适应型发展道路，以及推动“布里奇顿倡议”提出的全球金融架
构改革。 
 

第二十八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必须在适应、损失和损害方面形成新的动能。 

• 损失与损害基金以及正在进行的有关建立气候融资“新集体量化目标”的讨论是朝着正
确方向迈出的重要步伐。 



 

 

• 随着首次“全球盘点”的进行，以及在 COP28 为达成这些目标取得重大进展，就可以为“

全球适应目标”提供参考，并为适应资金的需求提供更强有力的框架，同时也不会忽视
减缓力度的加大。 

• 政策制定者、多边银行、投资者和私营部门必须让 COP28成为世界全力以赴确保低收

入国家和弱势群体（如妇女、原住民等）免受气候影响的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