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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减缓、适应、资金、技术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四个轮子。
长期以来，全球气候治理都以减缓气候变化为重点，但气候变化并非遥
远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因此必须加大适应气候变化的力度。
非洲国家因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存在明显能力缺
失，但其适应气候变化能力脆弱问题却长期遭到国际社会忽视。中国为
帮助非洲国家提升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做出了积极贡献，但仍然需要进一
步提升精准性。尤其对于沿海和干旱地区的非洲国家而言，中国需要加
强对其遭受气候变化威胁程度和特征研究，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援助方
案，主要包括气象观测，气候灾害预警，提升其防洪和抵御海啸能力、
应对极端降雨和干旱能力，相关人才培训等，从而完善对非洲国家适应
气候变化援助的政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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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治理的顺利运转需要减缓、适应、资金和技术四个轮子的共同作
用。减缓是指削减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化的速度。减缓是
应对气候变化的治本之策，因此设置中长期减排目标始终是全球气候谈判的焦点
议题，而适应气候变化问题却始终处于全球气候治理的边缘地位。在全球气候治
理中，非洲国家对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很小，却遭受着气候变化的严重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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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2016 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只占全球的 2. 5%，① 却面
临多种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挑战。已有文献多有关注中国对非洲减缓气候变
化的援助，本文聚焦适应视角下的中国对非气候援助。本文首先将论述全球气候
治理中的适应问题，其次将展现非洲国家面临的适应气候变化主要挑战，之后梳
理中国对非洲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援助的已有实践，最后为中国将来如何更好援助
非洲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提出政策建议。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适应问题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 IPCC) 将适应定义为 “针对实际的或

预计的气候及其影响进行调整的过程。在人类系统中，适应有利于缓解或避免危
害，或利用各种有利机会。在某些自然系统中，人类的干预也许有助于适应预计
的气候及其影响。”而适应能力则是 “某个系统、机构、人类及其他生物针对潜
在的损害、机遇或后果进行调整、利用和应对的能力”②。“最迫切的适应需求是
气候变化风险引发的安全问题，例如针对未来的气候变化风险及其影响，需要采
取适应行动以确保人口、财富和自然资源的安全。”③ 全球气候治理对适应问题
的态度经过了一个从忽视到重视的转变过程，发展中国家因为基础设施薄弱和行
动能力有限，所以一直将适应作为其应对气候变化最紧迫的需求，适应问题也成
为发展中国家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 UNFCC，以下简称 “公约”) 谈
判中关注的焦点。④ 2019 年 12 月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公约第 25 次缔约方大会
成效低于预期，其中各方主要分歧之一就是如何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展适应气候变
化行动。⑤

适应问题在早期全球气候治理谈判中被边缘化主要有五方面原因: 第一，早
期科学研究无法确定人为原因对气候变化产生的影响; 第二，早期研究难以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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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行为导致的气候变化脆弱性从自然气候的多样性中分离出来; 第三，无论是
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还是私人部门，都担心对适应问题的重视会转移国际社
会对减缓气候变化谈判所做努力的关注度; 第四，在发展中国家的减缓项目比
适应项目能够为发达国家带来更加明确的收益; 第五，发展中国家内部关于适
应问题存在分歧。比如公约规定对于经济高度依赖化石能源的发展中国家，如
果在执行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过程中受到影响，可以考虑为其提供技术和资金方
面的帮助。为此，石油输出国组织有关国家认为公约应该为其促进石油依赖型
经济的多元化提供补偿。这遭到发达国家的坚决反对，适应问题谈判也因此长
期停滞不前。

然而，作为适应问题边缘化的最直接受害者，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国等气候
脆弱型国家始终要求国际社会能够正视它们的诉求，其结果是各方终于在 《京都
议定书》下建立了适应基金，但仅限于已经批准了 《京都议定书》的国家使用，

并且资金来源是清洁发展机制出售排放权收益的 2%。这带来了碳交易市场的火
爆，却激发了贫穷国家的不满。在 2002 年印度德里举行公约缔约方大会期间，

暴发了第一个呼吁气候公平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参与者高呼 “我们拒绝基于市场
原则的谈判以应对气候危机，我们的世界不应用来交易! ”在这种压力之下，
2009 年 《哥本哈根协议》终于第一次规定了发达国家将为发展中国家适应和减
缓气候变化提供的具体资金数额。发生这一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逐
渐频繁且严重的极端天气; 二是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以后，没有像 《京都议定书》

一样为特定国家设定具体减排指标，而逐渐转向自下而上的减排模式，这为提高
对适应气候变化的关注提供了空间; 三是对于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与补偿问题逐
渐成为新的谈判焦点之一。①

《巴黎协定》作为全球气候治理里程碑意义的成果，其谈判过程同样体现了
各方围绕适应问题的激烈博弈，最终在其第 7 项专门论述了适应问题。该项第 2

款指出: “缔约方认识到，适应是所有各方面临的全球挑战，具有地方、次国家、

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它是为保护人民、生计和生态系统而采取的气候变化长
期全球应对措施的关键组成部分和促进因素，同时也要考虑到对气候变化不利影
响特别脆弱的发展中国家迫在眉睫的需要。”第 6 款指出: “缔约方认识到必须
支持适应努力并开展适应努力方面的国际合作，必须考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需
要，特别是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特别脆弱的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为实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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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协定》认为缔约方应当加强包括交流信息，体制安排，分享关于气候的科
学知识，协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确定有效的适应做法，提高适应行动的有效性和
持久性等方面的工作。①

为落实 《巴黎协定》关于适应问题的目标，2018 年 10 月在荷兰海牙成立了
全球适应委员会 ( Global Commission on Adaptation) 。该委员会于 2019 年 9 月发
布 《立即适应: 呼吁增强气候韧性的全球领导力》的报告指出，如果不尽快采
取适应性行动，全球农业产出将在 2050 年前下降 30%，全球缺水人口将从现在
的 36 亿人增加到 2050 年前的 50 亿人，而沿海城市因为海平面上升遭受的损失
在 2050 年前也将达到每年 1 万亿美元。② IPCC于 2019 年 9 月发布的 《气候变化
中的海洋和冰冻圈特别报告》显示，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全球海平面上升速度明
显加快，逐渐上升的海平面将给沿海地区带来日益严峻的挑战，包括沿海洼地的
永久性消失，更加频繁和严重的洪水侵袭，更加严重的海岸侵蚀，海岸生态系统
的损失与变化，土壤、地表和地表水的盐碱化，排涝系统受到阻碍等。报告特别
指出，如果没有及时的适应政策，无论沿海城市还是乡村，陆地还是海岛，任何
纬度以及任何发展水平的地区，都会遭受这些风险的实质性影响。③ 而在与发展
中国家密切相关的农业生产方面，如果不考虑及时采取适应气候变化行动，局地
温度将比工业革命前升高 1℃，主要作物 ( 小麦、水稻和玉米) 产量都将受到负
面影响。自 2030 年开始平均负面影响为每 10 年 0 ～ 2%，到 2050 年由于粮食需
求增加，负面影响可能增至 14%。在低纬度地区，作物生产将受持续的负面
影响。④

为此，报告 《立即适应: 呼吁增强气候韧性的全球领导力》从人道、环境
和经济三个方面指出了及时加强适应气候变化合作的必要性。在人道紧迫性方
面，报告指出气候变化正在加剧全球已有的不平等现象，贫富差距将进一步加
大。同时，气候变化导致的性别平等问题会日益严重，而且气候变化还将增加下
一代不平等的负担。在全球范围内，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国家面临气候变化更大
的影响。由于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到 2030 年前，发展中国家中将有超过 1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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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环境紧迫性方面，报告指出当前的自然与生态系统已经
处在一个关键节点，每四个物种就有一种濒临灭绝，1 /4 的非冰冻土地存在土壤
恶化问题。海洋温度和酸化程度在上升，地球生态已经接近不可逆转的临界点。
气候变化加剧了原住民、乡村社区和高度依赖健康生态环境群体的生存脆弱
性。报告认为，尽管人类仍然有时间通过恢复森林管理、增加城市绿色空间以
控制温度等多个层面的途径提升自然复原力，但这种窗口机遇期关闭的时间已
经非常临近。在经济紧迫性方面，报告指出采取及时适应措施的成本相较于受
到气候变化破坏后经济恢复和重建的成本更加低廉。全球适应委员会的研究发
现，投资于改善复原力的收益成本比非常高，介于 2∶ 1 到 10∶ 1 之间，即投资 1
美元用于适应气候变化将带来 2 ～ 10 美元的经济收益。因此，及时采取适应行
动是最具有收益性的投资项目。委员会的研究进一步预计，从 2020 年至 2030
年，如果全球在取暖系统、气候 －复原性基础设施、改进旱地农业、全球红树
林保护和增强全球水资源可复原性等五个方面投入 1. 8 万亿美元，将带来大约
7. 1 万亿美元的收益，根据弹性分析，至少也将带来 2. 5 万亿 ～ 5. 5 万亿美元
的收益，而 1. 8 万亿美元投资在近年全球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甚至低
于 1%。①

正因为及时采取适应气候变化措施涉及人道、环境、经济，还有社会、法律
等多个领域，“所以要最终解决适应气候变化问题，必须提升其在政治领域的重
要性，并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决策。”② 只有在顶层政治设计中提升适应气
候变化的政策地位，才可能集中更多有效资源，在全球层面采取广泛的适应气候
变化合作，改变全球气候治理长期 “重减缓，轻适应”的现状。当然，适应与
减缓气候变化之间并非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密切相关。比如 IPCC第五份评估
报告就指出在减缓与不同适应选项间具有显著协同效益，认为首先应当采取的适
应措施应当是降低当前气候变率下的脆弱性和暴露度。③ 总之，减缓与适应是全
球气候治理的两项基础性内容，必须给予同等重视，并在实践中找到使二者相互
促进的方法，逐渐形成既能够应对当前气候变化威胁，又能够减缓未来气候变化
趋势的合力，而非洲国家由于面临的气候变化挑战和自身能力限制，正是这种实
践的主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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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A，Adapt Now: A Global Call for Leadership on Climate Ｒesilience，Hague: Global Commission
on Adaptation，September 2019，p. 12.
陈敏鹏: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适应谈判历程回顾与展望》，《气候变化研究进
展》2020 年第 1 期，第 114 页。
巢清尘、刘昌义、袁佳双: 《气候变化影响和适应认知的演进及对气候政策的影响》，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14 年第 3 期，第 1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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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对于适应气候变化的迫切需求

尽管非洲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和人均排放量较少，却是遭受气候变化威胁最
严重的地区之一。IPCC评估报告中认为，由于面临贫困、治理欠佳等多重压力，
非洲是全球最容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之一。①

(一) 气候变化威胁非洲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

农业在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占 GDP比重约为 30% ～ 40%，
是非洲 2 /3 以上人口的主要就业来源，但由于落后的耕作方式和农业技术，非洲
粮食单产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 50%。② 联合国数据显示，20%的非洲人口处于食
物不足状态，面临着饥饿威胁。③ 全球气候变化使本就脆弱的非洲农业生态系统
更加不稳定，引发作物产量下降、病虫害增加和作物生长季节变化等农业生产
风险。

第一，气候变化导致非洲干旱加剧，适宜耕地面积减少。非洲是世界上干旱
面积最广的大陆，约有 3 /5 的地区属于干旱、半干旱气候区。气象数据显示，
1980—2013 年期间，非洲干旱月份数量增加了近 50%。④ 全球气候变化加剧了
非洲干旱缺水的状况，导致以灌溉为主的耕地持续退化，大量的农业地带遭到破
坏，31%的土地受到沙漠化的威胁。20 世纪 90 年代至 2000 年期间，非洲每年有
1374 平方英里的土地变为荒漠。⑤ 旱地地区由于长时间的耕种，原本就面临着土
地退化、土壤养分流失等问题。气候变化不仅使这一脆弱的生态系统更易受到冲
击，造成作物歉收和减产，而且还会降低该地区农村人口和生态系统的恢复能
力。在最坏的情况下，部分当地居民甚至无法维持赖以生存的畜牧生产和集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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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面临着饥饿和失去谋生手段的威胁。①

第二，气候变化导致非洲作物生产期不稳定，农业减产或歉收。农作物生长
期与自然环境要素联系紧密，气候变化不仅能够在时间和空间上改变作物的生长
期和种植范围，而且会对农作物的产量产生重要影响。② 近十几年，在全球变暖
的整体趋势下，非洲气温升高的速度与其他大陆相当，但快于全球平均速度。自
1901 年以来，非洲大部分地区已经升温超过 1°C。③ 2019 年整个非洲大陆的气温
平均值比 1981—2010 年高 0. 56 ～ 0. 63°C，其中南非、纳米比亚和安哥拉部分地
区的气温比 1981—2010 年的平均值高出 2°C。高可信度预测显示，相比 20 世纪
末，21 世纪末的非洲大陆会面临更长时间的热浪，暖昼日数和暖夜日数增加，
冷昼日数和冷夜日数减少，升温幅度将超过 2°C。④ 气温升高改变了非洲作物生
长季节的长短，西非几内亚海岸附近地区的生长季天数将减少 20%，在东部地
区将增加 5% ～10% ; 萨赫勒中部和东部地区的生长季天数预计将增加 30%，其
它区域内生长季将缩短; 东非越来越多种植区域的生长季缩短; 中非大部分地区
的生长季将增加 20 ～ 60 天 ( 5% ～ 15% ) ; 南部绝大部分地区生长季将会缩短，
其中西南地区的生长季将减少 30 ～ 90 天 ( 40% ～ 80% ) 。⑤ 作物生长季的波动对
高产和稳产极为不利。据统计，全球气温升高导致在过去 30 年中，农业产量每
十年下降 1% ～5%，许多热带地区的谷物作物，如玉米和水稻，产量骤降。到
本世纪中叶，如果平均气温上升 2°C，预计将使非洲农业预期单产减少 20%。⑥

第三，气候变化导致非洲旱涝、极端高温、低温等自然灾害频发，威胁农业
生产。非洲旱涝灾害频发且地区差异明显，北部和南部非洲面临水资源短缺的压
力，东非暴雨增加，西非沿海定居点面临严重洪涝风险。⑦ 数据显示，2019 年索
马里、肯尼亚等地区的季节性降雨量至少增加了一倍，强降雨引发了洪水和山体
滑坡，并且导致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蝗灾。而南部非洲因降雨不足，谷物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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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比平均水平下降 7%，需要粮食援助的人数增至 1380 万人，比前一年增加近
300 万人。此外，极端天气也更加频繁。2019 年 10 月，南非、津巴布韦和莫桑
比克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 45°C; 1 月中旬北部非洲严重的寒流导致阿尔及利亚等
国一些地区的积雪深度达到 55 厘米，温度降至 － 7°C ～ － 9°C之间。异常的气温
导致部分作物生长期推迟或受冻，造成减产。露天耕作的非洲小农在面临极端高
温、低温和旱涝灾害及其引发的病虫害时，缺少有效的手段及时调整适应，往往
只能被动承担作物受灾的后果。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 FAO) 2017 年的数据显
示，干旱、洪水和生长季节延迟引发了中美洲、东非和西非以及亚洲部分地区的
粮食危机。在容易发生干旱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几乎所有次区域粮食不安全和营
养不足的现象都呈上升趋势，2012 年以来营养不足人数增加了 45. 6%。① 因此，
如何适应气候变化，通过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摆脱 “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是
解决当下非洲粮食安全危机的关键。

(二) 气候变化威胁非洲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居民安全

非洲大陆的城市化发展极为迅速，1950 年非洲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
14%，2014 年猛增到 40%，预计到 2050 年非洲大陆的城市人口将增加两倍，届
时将有 8 亿人居住在城市，占总人口的 60%。② 如此快速的城市扩张，对任何国
家来说都极具挑战性，缺乏规划的非洲城市化更是面临着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迄今为止，气候变化引发的干旱、洪水、风暴激增、气温上升、海平面升高等问
题，已经对许多非洲城市造成威胁。

第一，气候变化导致沿海城市面临着海平面上升的威胁。从地理位置上看，
非洲城市大多位于河流三角洲和沿海地区，低海拔沿海城市数量多且人口密度远
高于内陆。据统计，人口为 100 万到 500 万之间的非洲定居点中，约有一半位于
低海拔沿海地区。③ 气候变化引起海平面上升使沿海城市面临着低洼地被淹没、
土壤和地下水盐碱化等城市安全威胁。联合国副秘书长维拉·松圭 ( Vera
Songwe) 曾警告说，非洲的海平面每年上升 3 ～ 4 毫米，这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
其中，非洲西海岸受影响最大，位于塞内加尔北部塞内加尔河口附近的圣路易
( Saint － Louis) 已被联合国确定为受海平面上升威胁最大的非洲城市。圣路易海
拔不超过 4 米，沿海洪水已经迫使部分学校、清真寺和房屋被废弃。咸水入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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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上改变了河口周围的农业生产，并迫使该地区淡水和湿地渔业发生了变化。
世界银行 2019 年的一份报告估计，海岸侵蚀每年给塞内加尔造成超过 50 亿美元
的损失。此外，贝宁、科特迪瓦和多哥等国家约 56%的海岸线正遭受侵蚀。①

第二，气候变化凸显非洲城市适应赤字。一方面，非洲城市基础设施滞后于
城市人口增长，尚未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交通、住房、供水、排水和能源系统，尤
其是在面临洪涝灾害时，既有的城市雨水处理系统难以有效排水，导致内涝严
重。2019 年雨季由于季节性降雨量的猛增，非洲之角超过 400 人死于与强降雨
有关的洪水和山体滑坡。苏丹部分地区在 6 月和 9 月之间反复暴发洪水，超过
69000 所房屋被毁或损坏。② 同时，非洲城市的电力系统滞后，易受到降水状况
的影响，遇到旱灾时城市的水力发电量会大幅减少，导致电力供应不足。另一方
面，非洲一半以上的城市人口生活在贫民窟，居住在人口密集的城市。许多城市
贫民窟位于城市最边缘、最危险的地区，例如低洼地区、陡峭的山坡，极易受到
气候灾害的影响。③ 因此，气候变化对非洲的城市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政府不
仅需要在城市本身的设计和开发中考虑气候适应能力，还需要在更广泛的城市基
础设施设计和开发中增强气候适应能力。

(三) 气候变化威胁非洲民众健康和安全

由于气候变化引发温度和降雨量的变化，虫媒疾病加速传播，威胁非洲民众
的健康。此外，气候变化加剧当地居民对土地资源、水资源等的争夺，导致 “气
候难民”的产生，引发社会冲突。

第一，非洲大多数国家的医疗系统薄弱，社区和医疗机构对疾病的防控能力
较差，难以有效应对因气候变化引起的居民健康问题。气候变化所引起的温度升
高以及降雨模式的变化，更加有利于叮咬类昆虫的活动，从而加速了登革热、疟
疾和黄热病等虫媒疾病的传播。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地区办事处前主任路易斯·戈
梅斯·桑博 ( Luis Gomes Sambo) 曾指出，全球气候变化可能使诸如疟疾、脑膜
炎、裂谷热和霍乱等疾病在非洲分布范围发生变化，传播到以前从未受其影响的
地区。④ 东非高地的气候变暖使携带疟疾的蚊子能够在更高的海拔地区生存，从
而危及以前受该疾病影响较小且抵抗力较弱的新族群。2019 年，全球约有 2. 29

·601·

①

②
③

④

Lelia Croitoru，Juan José Miranda and Maria Sarraf，The Cost of Coastal Zone Degradation in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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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人次疟疾病例，其中非洲疟疾病例达 2. 15 亿人次，占比 94%。①

第二，气候变化导致非洲部分地区人口被迫迁徙，产生 “气候难民”问题。
气候难民是指由于气候的异常变化而引发环境污染或地质变异等不利影响，并最
终严重威胁到人类原有的生存环境或生活质量，而被迫从其本国进行临时或永久
性跨越国界迁徙的人。② 根据国际移民组织 ( IOM) 流离失所追踪矩阵 ( DTM)
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 UNHCＲ) 的数据，2019 年东部和非洲之角地
区所有境内流离失所者中有 60%是由气候引起的灾害造成的。其中，埃塞俄比
亚有 155. 6 万人流离失所。气候难民中牧民占了很大的比例，这是因为牧民极易
受到干旱和资源竞争的影响，长时间连续的干旱迫使他们离开牧业，到流离失所
者营地或城市中心以获得食物和谋生机会。③

第三，气候变化所引起的自然灾害和资源短缺，使脆弱地区更易暴发武装冲
突。虽然相比于政治、经济等因素，气候对冲突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气候会催化
或扩大既有的社会矛盾。研究显示，温度每升高 1° C 会导致同年内战增加
4. 5%。④ 当受影响居民原本的生存环境比较恶劣时，气候的作用就会被放大。
非洲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也是贫穷国家最集中的地区，贫困人口
约 3. 8 亿。气候变化导致的粮食减产、水资源不足、耕地面积减少等后果，恶化
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当极端气候导致大量居民缺乏生计时，就容易出现极端
行为，造成地区动荡。据统计，非洲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 20 个国家中，
有 12 个处于战争状态。⑤ 在苏丹达尔富尔危机中，缺水是导致双方矛盾恶化的
关键性因素。在萨赫勒地区，民众严重依赖畜牧业，而干旱的频率、持续时间和
强度加剧，迫使不同的团体将他们的牛群赶往相同的剩余牧场，有限的草场为各
方之间的矛盾埋下伏笔。

气候变化对非洲产生的不利影响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部分国际机构、非
政府组织就气候适应问题给予非洲一定的支持，具有突出代表性的是最不发达国
家基金支持编制的国家适应行动方案 ( NAPA) ，该行动方案由当事国和有关专家
组合作，针对各国的气候特点和实际需求，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气候适应方案，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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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国参考。如在针对卢旺达的适应计划中提出了帮助该国发展非雨农业、培育
抵抗干旱的品种、水资源综合管理、农产品的储存和转化、早期预警和快速干预
系统建设、开发替代性能源、完善卫生设施建设、发展非农产业促进增收、实施
森林发展计划等多项举措，并依据卢旺达经济状况、治理风险等指标进行了排序，
为卢旺达应对气候问题提供了有效借鉴。① 但整体而言，国际社会对非洲在气候适
应问题上的援助仍相对滞后，与非洲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迫切性不相匹配。
作为有着传统友谊和良好合作关系的好伙伴，中国较早注意到气候问题对非洲产
生的不利影响，并为提升非洲国家的气候适应能力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国援助非洲适应气候变化的已有实践

中非友谊源远流长，基础坚实。随着气候变化威胁日益凸显，中国在加强自
身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同时，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帮助非洲国家提升应对能力，
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2006 年中国颁布的第一份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
件》中，明确提出要积极推动中非在气候变化、水资源保护、防治荒漠化和生物
多样性等环境保护领域的合作。第四届中非合作论坛开启了中非气候合作的新篇
章。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论坛中倡议建立 “中非应对气候变化伙伴关系”，并
在会后颁布的 《中非合作论坛—沙姆沙伊赫行动计划 ( 2010—2012 年) 》中提出
“中国认识到非洲国家对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迫切需要”②，标志着中非双方
正式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共识。2015 年颁布的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中，进
一步提出了增加对非洲的发展援助，气候援助成为中国对非援助的重点领域。③

同时，为提高对非援助的针对性，中国在中非合作论坛的基础上，设立了中国气
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中非环境合作中心等，以此推动中非双方在绿色发展层面
的政策对话和能力建设。在既有政策和合作框架的指导下，中国积极履行承诺，
在具体实践中围绕粮食安全、城市建设、新技术开发利用等多个领域与非洲国家
展开应对气候变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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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全文)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5年 12月 5日，http: / /www. gov.
cn /xinwen /2015 － 12 /05 /content_5020197. htm［2021 － 06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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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加强农业合作，保障非洲粮食安全

如前所述，气候变化造成农业减产，对非洲的粮食安全产生威胁。中国将支
持非洲农业现代化建设作为对非合作的优先重点领域，并于 2015 年提出 “中非
农业现代化合作计划”。在具体的实践中，中国通过农业技术援助、派遣高级农
业专家和农业技术组、农业发展资金援助等多种方式推进中非农业合作，提高气
候变化背景下非洲粮食生产和供应能力。

一是农业技术援助。据 Aid Data统计，2010—2013 年中国在非洲实施了 156
个农业援助项目，其中 60 个项目是农业技术援助，占总项目数的 38. 5%，① 覆
盖 33 个非洲国家。中国在坦桑尼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为 1500 多家农户提供玉米
密植增产技术培训，使当地玉米产量平均提高 2 到 3 倍; 在赞比亚农业技术示范
中心开展送科技下乡活动，举办病虫害防治技术等专题培训班 40 余期，服务近
千人次，受到当地人民欢迎。截至 2018 年底，中国与非洲 12 个国家的农业科研
机构展开了合作，在 19 个非洲国家建成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在 10 个非洲国家实
施农业南南合作项目，开展了 300 多项农业技术试验示范活动，积极推广先进适
用技术和装备。②

二是派遣高级农业专家和农业技术组。中国向非洲国家多次派遣农业专家，
所派遣专家一是积极参与受援国农业规划工作，如中国援助贝宁专家组协助起草
该国农业管理法，援助博茨瓦纳、几内亚比绍专家组分别参与编写两国的农业发
展规划; 二是协助受援国完成促进农业发展工作，如援助毛里塔尼亚专家组协助
制定农业综合分析测试中心实验室建设方案; 三是积极推广简单适用的农业技
术，如援助博茨瓦纳专家组推广地膜覆盖种植技术，援助马里专家组设计推广稻
田铁制水耙，帮助当地农民进行精耕细作。③ 截至 2019 年底，中国共向 37 个亚
非国家派遣了 81 个农业技术专家组，共 808 人次，有效地促进了当地农产品的
生产。④

三是农业发展资金援助。在非洲援建的农业技术中心多由中国政府提供项目
的建设费用和前三年示范培训等援助活动的资金。中国政府一般为每个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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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增勇、陈加齐、李思经: 《中非农业科技合作的可持续性研究》，《世界农业》2018 年
第 9 期，第 12 页。
《首届中非农业合作论坛在三亚召开》，中国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2019 年 12 月 9 日，
http: / /www. moa. gov. cn /xw /zwdt /201912 / t20191209_6333000. htm［2021 － 06 － 05］。
《中国的对外援助 ( 2014) 》白皮书 (全文) ，中国商务部对外援助司，2014 年 12 月 5 日，
http: / / yws. mofcom. gov. cn /article /m/policies /201412 /20141200822172. shtml［2021 －06 －05］。
《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1 年 1 月 10 日，
http: / /www. scio. gov. cn /zfbps /32832 /Document /1696685 /1696685. htm［2021 － 06 －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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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 万元人民币的建设资金，并在三年培训期内另资助共 1500 万元人民币经
费。① 除了政府方面的援助，中国企业也积极投资非洲的农业发展。截至 2018
年底，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存量达 150 多亿元人民币，投资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
的农业项目有 115 个，遍布非洲 2 /3 以上国家。2019 年在三亚召开的首届中非农
业合作论坛上，中非成立了中国—非洲联盟农业合作委员会，相关政府部门、国
际组织、科研单位和企业签署了共 11 项务实合作协议，其中，碧桂园集团、中
国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与马达加斯加共和国农业畜牧业和渔业部签署
协议，将投资 5000 万美元在该国建设年产 4000 吨杂交水稻种子的农业产
业园。②

(二) 加强基础设施援建，提高非洲应对气候灾害和疾病的能力

非洲国家基础设施严重滞后，难以有效预测和应对频繁发生的气候灾害。因
此，援助非洲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非洲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水平也成为了中非气候
合作的重点领域。中国是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力军，中资企业占据非洲工程总
承包 ( EPC) 市场近 50%的份额③，涉及能源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建设等领域。

一是加强能源设施建设。援建非洲能源设施是防止非洲国家因气候灾害而停
电停水，保障非洲民众基本生活的有效举措。非洲国家的电力匮乏，电力供应不
足且不稳定，有 54%的非洲人口 ( 超过 5. 7 亿) 缺乏电力供应，有 30 个国家经
常出现电力短缺和电力供应中断状况。④ 为缓解非洲的电荒，中国企业为非洲兴
建 34 个发电厂，十多个大型水电站和上千个小型水电站，如中企为埃及、尼日
利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国建设了高科技含量的特高压输电网线，在南非和
埃及等国建设了大型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等新能源项目。⑤ 截至 2020 年，中国
在非洲修建的大型电力设施达到 80 多个。代表性的水电站项目包括位于尼日利
亚尼日尔州宗格鲁镇卡杜纳河上的宗格鲁水电站，该电站总装机容量 700 兆瓦，
多年平均发电量 26. 4 亿千瓦时，是一座以发电为主，兼有防洪、灌溉、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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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阳: 《中国对非洲农业援助形式的演变及其效果》，《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5
期，第 62 页。
《首届中非农业合作论坛成果丰硕》，中国农业农村部网站，2019 年 12 月 12 日，http: / /
www. gov. cn /xinwen /2019 － 12 /12 /content_5460702. htm［2021 － 06 － 21］。
Irene Yuan Sun，Kartik Jayaram and Omid Kassiri ( eds. ) ，Dance of the Lions and Dragons: How
Are Africa and China Engaging，and How Will the Partnership Evolve，Washington DC: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17，p. 24.
朴英姬: 《非洲的可持续城市化: 挑战与因应之策》，第 53 页。
全毅、高军行: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非经贸合作的定位、进展与前景》，《国际经济合
作》2018 年第 1 期，第 62 页。



适应气候变化视角下的中国对非洲气候援助

养殖、航运等综合利用效益的大型水利工程，是目前尼日利亚在建最大水电
站。① 水电站建成后不仅将有效缓解尼日利亚电力紧张局面，也将提升尼日利亚
应对旱涝灾害的能力。

二是加强医疗卫生设施建设。如前所述，气候变化加剧了虫媒疾病的传播。
非洲是世界上卫生状况最为落后的地区之一，许多国家医疗基础设施落后，难以
对疾病进行有效地预防和治疗。为帮助非洲国家提高医疗卫生状况，从第三届中
非合作论坛开始，中国由捐赠药品、派遣医疗队、人员培训扩展到援建各类医疗
卫生基础设施，包括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卫生诊所 ( 中心) 、疟疾防治中心等。
截至 2020 年 11 月，中国在非洲援建了至少 130 个医疗设施②，并且在非洲对口
医院援建了重症医学中心、心脏中心、中医中心 ( 针灸科) 、外科中心、眼科中
心等专业科室。这些援建的医疗卫生设施将有力地帮助非洲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带
来的卫生健康风险，提升非洲国家人民的健康水平。

(三) 加强科技合作，发展非洲应对气候变化的科技手段

科学技术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手段，通过科技手段提高农业生产力、自然
灾害预警能力、疾病防控能力等是适应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中非科技合作一直
是中非合作的重点领域，中国相继推出中非科技伙伴计划、中非科技合作论坛、
非洲民生科技行动、“点亮非洲”节能减排项目、“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
划、“中非科技伙伴计划 2. 0”等，助推中非科技合作迈上新的台阶。中非科技
合作涉及面较多，包括农业、生物、医药卫生、资源环境、新能源、信息通信、
新材料、卫星遥感等，重点围绕改善民生和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科技创新领
域。其中，中国明确提出在科技合作层面对气候变化等问题予以特殊的重视。③

中非气候科技合作形式多样，包括人才培养与交流和先进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等
多种路径。④

一是加强对非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人才培养与交流。中国坚持 “授人以渔”，
积极帮助非洲国家培养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科技人才。2013—2018 年，中国共
举办 200 余期气候变化和生态环保主题研修项目，并在学历学位项目中设置了环

·111·

①

②

③

④

潘阳春、刘冲: 《尼日利亚宗格鲁水电站下闸蓄水》，中国水电八局网站，2021 年 4 月 30
日，https: / /www. powerchina. cn /art /2021 /4 /30 /art_7449_1090913. html［2021 － 06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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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 /new. fmprc. gov. cn /web /wjbzhd / t1831808. shtml［2021 － 06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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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等专业，为有关国家培训 5000 余名人员。① 在 2018 年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开展中非绿色使者计划，在环保
管理、污染防治、绿色经济等领域为非洲培养专业人才。中非科技伙伴计划下的
“接收非洲国家科研人员来华开展博士后研究”项目开展后，非洲科研人员有机
会获得资助并被推荐至我国的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研究
领域涉及农业、生物、材料、卫生、环境等。此外，中国鼓励中非双方大学、科
研机构和企业等在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重点领域共建联合实验室，开展高水平联合
研究，培养科技人才，促进技术转移转化，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二是加强对非先进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在积极帮助非洲国家培养优秀人才
之外，中国多次向非洲国家捐赠或合作开发先进的科研设备、医疗设备、卫星通
讯设备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与埃塞俄比亚的卫星合作。2019 年，中国
与埃塞俄比亚共同设计制造的首颗卫星———多光谱遥感卫星 ETＲSS － 1 成功发
射，卫星从中国升空，由亚的斯亚贝巴郊区的恩托托天文台指挥和控制。② 该卫
星将用于监测气候和天气变化，服务埃塞俄比亚农业、林业和环境保护，对提高
该国的气候适应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非之间在农业、基础设施、科技领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多样合作，提高了
非洲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即使如此，中非在适应气候变化合作方面的投入和针
对性均有待提高。

中国援助非洲适应气候变化的未来路径

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研究，非洲和小岛国等发展中国家在气候服务方面的能
力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是最大的，41%的非洲国家气候服务能力处于基本或低
于基本水平。尽管覆盖了 1 /5 的陆地面积，但非洲的陆地观测网络是所有大陆中
最差的，只有世界气象组织要求最低密度的 1 /8，且只有 22%的观测站完全满足
全球气候观测体系的要求。研究特别指出，虽然非洲是接受气候适应资金最多的
国家，但是在气候信息与服务产业链的多元要素方面仍然存在差距。现在非洲国
家需要的能力提升包括加强可持续观测网络的建设、详细的规划和资源分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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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21 年 1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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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源开发和训练、数据存档和传播等方面。①

气候观测是适应气候变化威胁的前提，在获取准确观测数据基础上，更重要
的是对气候威胁的预警，但非洲国家在这一方面能力尤为脆弱。根据世界气象组
织的研究，2019 年在莫桑比克登录的热带气旋伊代 ( Idai) 暴露出非洲国家在早
期预警方面的不足: 多灾害早期预警系统效率低下，民众对专业概念的知识欠
缺; 在机构、社区、个人多个层面上，都缺少对灾害路线、暴露性和脆弱性评
估、土地有效利用和易发生洪水平原地区的强制性有效管理的充分理解; 对于有
效的灾害管理规划的缺失; 预测质量和准确性问题，特别是对一些河谷地带的洪
水预测; 建筑规范不能够承受热带气旋伊代的量级; 灾害预警沟通系统的缺失;

紧急事态反应能力有限，特别是搜救能力; 缺少能够提升气象、水文和灾害管理
机构间有效协调工作的资金支持。世界气象组织进一步指出，多元灾害早期预警
系统的有效运转需要包括五个方面要素: 基于系统数据搜集和灾害风险评估的灾
害知识; 对灾害可能后果的侦查、监控、分析和预测，特别是关于人的安全、粮
食安全和人口迁徙相关的方面; 有效和权威工具的传播; 对有效的重建能力的准
备; 通过预测性分析和诸如植树造林、向民众提供保护和援助等复原性活动预见
和预防灾害。②

可见，资金并不是非洲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唯一需要，它们所急需的是对资
金的合理使用，尤其是将有限资金投入到观测、预警等能够预防气候变化灾害的
能力建设方面。这启示中国在未来对非洲国家的适应气候变化政策中，可以凸显
以下方面内容。第一，加强气象观测合作，提升非洲国家气象观测能力。包括更
新已有观测站技术水平，增加建设新观测站，帮助培训相关人员等。第二，加强
非洲国家气候灾害预警系统建设。特别是非洲海岸、极度干旱区和洪涝区国家，

帮助其提升对海啸、飓风、热带气旋、干旱、洪水等气候灾害天气的预警能力。

第三，为更多非洲师生到中国大学和科研机构学习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课程、攻读
学位或短期培训提供奖学金，提升非洲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人力资源水平。同
时，通过这些知识精英向非洲普通民众宣传和普及适应气候变化灾害常识，增强
非洲大陆适应气候变化的社会基础。第四，加强与世界气候组织、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等国际组织以及欧美西方大国合作，以第三方合作等方式提升援助力度，提
升非洲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关注度，从而提高非洲国家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气候变化引起的非洲粮食危机更加严重，在适应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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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https: / / library. wmo. int /doc_num. php? explnum_id = 10089［2021 － 06 － 19］.
WMO，State of the Climate in Africa 2019，pp. 31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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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变化灾害的同时，非洲还要适应新冠疫情带来的新挑战。为此，在中非全面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国需要更新相关政策内容，与非洲国
家携手应对复合性危机的威胁。考虑到农业是非洲国家的支柱产业，未来中国对
非洲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内容应该以疫情后的农业复工复产为切入点。由于
疫情加剧非洲的粮食危机，中国可以参考 2019 年向索马里等三国提供紧急粮食
援助的方案，视情况向非洲因为疫情而遭受严重粮食危机的相关国家再次提供紧
急粮食援助，并与国际社会合作共同帮助其恢复粮食生产。在此过程中，中非双
方可以利用气候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危机转危为 “机”，扩大中国 5G 等
自主知识产权科技成果在非洲投资，拓展新科技成果对于非洲国家农业生产技术
和基础设施提升的促进作用。正如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20 年 6 月中非团
结抗疫特别峰会主旨讲话中所指出的: “为克服疫情带来的冲击，我们要加强共
建 ‘一带一路’合作，加快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并将合作重点向
健康卫生、复工复产、改善民生领域倾斜。”“推动非洲实现可持续发展是长远之
道。中方支持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建设，支持非洲加强互联互通和保障产业链供
应链建设，愿同非方一道，共同拓展数字经济、智慧城市、清洁能源、5G 等新
业态合作，促进非洲发展振兴。”① 通过基础设施的更新换代，从根本上提升非
洲国家经济社会抵御风险能力，才能进一步提升其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属于横向援助，即发展中国家间援助，不同于发达国
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纵向援助。因此，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需要考虑双方同为发
展中国家的共同需要，即共同发展。伴随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崛起，发展
中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话语权逐渐增大，这根本上源于新兴经济体不断积累
的发展经验和能力，能够将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
使全球气候治理从 “富人的游戏”变成富人和穷人共同关注的公共性议题。因
此，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优势便体现出来，能够将自身在发展领域取得的
成功经验和技术用来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平衡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的关系，使气
候治理不再高高在上，而是与发展融合。比如气候灾害预警的卫星技术、遥感技
术，提升城市综合防灾能力的 5G、智慧城市等技术，提升农业适应干旱和洪涝
灾害的现代农业技术等，不仅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而且能为落后地区的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这种发展导向型的适应气候变化援助为国际社会提
供了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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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 《团结抗疫 共克时艰———在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
2020 年 6 月 18 日，第 2 版。



适应气候变化视角下的中国对非洲气候援助

结 语

非洲是世界上遭受气候变化威胁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因此也是最急需提升
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地区之一。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中国向非洲国家提
供适应气候变化援助奠定了基本框架。在此框架下，中国已经向非洲国家提供了
诸多适应气候变化援助，这体现了中国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过程中主动承担责任的实践。近年在全球范围内密集出现的大规模极端天气以及
IPCC最新出版的第六份评估报告第一部分 《气候变化 2021: 自然科学基础》指
出，自 2014 年第五份报告发布以来，热浪、极端降雨、热带气旋、干旱等极端
天气的频度和密度都大幅进一步上升，可以证明这与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密
切相关。① 这说明气候变化正在加速发生，因此对于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
进行更加精准的适应气候变化援助迫在眉睫。为此，中国需要增加对非洲相关国
家在遭受气候变化威胁的程度、特征等方面的深入调研，并与自身技术和经济优
势结合，制定更加有针对性的援助方案，帮助相关非洲国家更加有效地适应气候
变化。

(责任编辑: 凌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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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IPCC，“Climate Change 2021: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August 2021，https: / /www. ipcc. ch /
report /ar6 /wg1 /downloads / report / IPCC_AＲ6_WGI_SPM. pdf［2021 － 08 － 16］.



Journal of China － Africa Studies Vol. 2，No. 3，September 2021

on climate change is characterized by diversified forms，normalized cooperation
mechanisms and diversified cooperation contents. However，due to the constraints of
African countries’domestic political，economic and social environment，as well as the
weakness of China’s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process of technology transfer，China and
Africa are also facing difficulties in tackling climate change in the post － Paris
Agreement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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