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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气候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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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气候问题的本质是人类发展问题。人类发展是关于人的发展，关于人如何增强人的能力、扩大人的实际选择和实
质自由。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坚持基于平等的可持续发展，气候代际公正和气候代内公正的有机统一是其题内之义。平等是

个全方位的公正，既包含纵向的公正也包含横向的公正，但着重点应该就是横向的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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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气候变化一直是一个
全球性、长期性的严峻挑战，它引起诸多难题，威胁

着正义和人权。人类能否处理好这些问题，是对我

们承担自身行为后果能力的一项考验。危险性气

候变化是一种威胁，但并不是我们命中注定的遭

遇。面对这个威胁，我们可以选择迎头直面消除

它，也可以选择听之任之，使它愈演愈烈，成为完全

成熟的危机。而后者选择的结果最终将阻碍全球

减贫，并对人类子孙后代造成不可避免的严重威

胁。气候变化带来的危机使人类发展面临重大的

挑战，但全球公众意识不断提高，民主呼声席卷全

球。这一切都预示着这样一个美好前景：当今世界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利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

　　一　气候公正与人类发展

我们生活在一个严重分化的世界中，极度贫困

与繁荣潜伏着冲突的危机。气候变化可能会导致

冲突次数的增加，而冲突又是人类发展最致命的威

胁之一。所以说，气候变化与人类发展的关系是如

此的紧密。我们之所以关心气候资源的可持续发

展，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一代人靠剥夺其后代人

的生活来维持自身的生活在本质上是不平等的，那

些今日出生的人不应该比一百年或一千年之后出

生的人享有更大的权利占有地球资源。所以，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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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这种不道德行为的发生，人类社会要走向气候

公正，确保我们对世界资源的使用不会毁坏未来。

我们知道，气候问题其本质就是人类发展的问

题。人类发展就是人类在生活中必须珍视（并且有

理由珍视）的自由和能力的扩张。但是，使我们生

活有意义的自由和能力的扩张超出了我们对基本

需要的满意度。当我们认识到“好生活”有许多方

面，并且每个方面有其内在的价值，也认识到自由

和能力与生活标准及消费有很大不同的时候，我们

就能够真正地尊重其他物种。并且，我们的这种尊

重是不以他们对提高我们生活标准的作用为依据

的，我们对其他物种的尊重就像我们尊重自然美而

不以自然美怎样提高我们生活的物质标准一样。

可持续性发展作为人类发展的理论方法，它要求人

类有权利不让自己受出生时的随意性影响，并且这

些权利不仅仅指人类维持同等的生活标准的能力，

也指利用平等机会的权利。这就是说，我们这一代

人要想扩大生产物品和提供服务的能力，不能以后

代人呼吸被污染的空气为代价，因为这限制了后代

人选择呼吸新鲜空气而不是获得更多物品和服务

的权利。可持续发展关注的中心是如何保护最弱

势群体，最弱势群体不仅指那些通常讲到的贫困群

体，也指那些在面对我们人类活动产生的危险时忍

受痛苦的群体。因此，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讨论

中，我们不仅要关注时常发生的情况或者更容易发

生的情况，而且要考虑很少发生的但仍有可能发生

的情况，尤其是那些会导致灾难性风险的情况。在

阿南德（Ａｎａｎｄ）和森（Ｓｅｎ）的著作的基础上，我们
将人类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在采取合理措施尽量避

免严重影响后代自由权的前提下，努力扩大当代人

们的实质性自由。”［１］１８此定义强调了发展的目标就

是维持人类生活有意义的自由和能力。所以说，我

们寻求的可持续发展的大前提是公平公正，不平等

的发展绝不是可持续的人类发展。

人类发展是关于人的发展，关于人如何增强人

的能力、扩大人的实际选择和实质自由。有了选择

和自由，人们才能过上他们所珍视的生活。《我们

共同的未来》（１９８７年由挪威前首相罗格？哈莱
姆？布伦特兰牵头撰写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

会报告，这份报告使可持续发展问题备受关注），对

可持续发展做了标准定义，即“在不损害子孙后代

满足其需要能力的情况下满足当前所有需要的发

展”。［１］１４可见可持续发展主要强调的是代际之间的

公平。事实上，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不可忽视的是

代内之间的公平，如果代内公平实现不了，脱离了

代内公正去谈代际平等只能是空谈。所以，人类社

会的发展不光要纵向的平等，也就是可持续发展，

也要横向的平等，就是各国各地区拥有平等的发展

权。后者甚至更为重要，也更难以实践。关于“平

等”，早期和现代的概念有所不同。早期平等的概

念是个人应根据他们对社会的贡献获得相应的回

报，它与公平同义，主要指的是分配平等，也就是个

人之间的均等。现代人思考平等时，多会借助于美

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观点，罗尔斯认为平等的

结果就是人们同意活在“无知之幕”后面，也就是

说，人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处于社会中的什么地位。

罗尔斯的平等是赞成基本自由、程序公正和允许的

不均等的存在的，并且认为它们的存在是合理的，

继而认为只有这些合理的存在才有利于每个人。

换句话说，如果减少这些存在反而会使每个人更

糟。［１］１８２０００年，阿南德和森提出要同时考虑可持
续发展和平等。

事实上，大多数关于可持续性的理论往往把平

等和穷人的困境看做是孤立存在的，我们认为这样

的想法在理论上很不不完整，在实践中也往往适得

其反。只考虑恢复可持续性的政策而不考虑国家

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相当于制定政策来解决

群组之间（如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不平等而忽视了

他们与其他群组之间（如穷人和富人）不平等的相

互关系。［１］１９气候公正是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中区

域利益和全球利益、共同责任和区别、权利和义务

在公平意义上达到的平衡状态。进一步讲，就是在

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要做到平等和可持续发展

二者兼顾、相互交集，也就是说，气候公正就是基于

公平的可持续发展。［２］其实，可持续发展和平等在

根本意义上是相似的，两者都关乎分配的公平。不

平等的发展进程是不公平的，无论它是否跨越群体

或者隔代，当两者都对特定群体的人们显著不利

时，不平等尤其凸显了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可能是

因为性别、种族、出生地，也可能是因为其他的标

准），当差距巨大时，贫困就越严重。当代人破坏环

境对于后代人的影响无异于今日的一个群体断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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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他群体对于平等的工作、健康或教育机会的

渴望。［１］１９

我们这里讨论的平等和可持续发展兼顾就是

讨论可持续发展与平等之间的交集，也就是基于平

等的可持续发展。换句话说，气候公正是前面我们

谈到的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中区域利益和全球利

益、共同责任和区别、权利和义务在公平意义上达

到的平衡状态。促进人类发展必须通过地方、国家

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去实现，这应该是、也完全可

以是平等的过程。

　　二　气候公正的内涵

对于气候公正内涵的论述必须要以它与人类

发展的关系为基线。正是基于上文对气候公正与

人类发展关系的阐述，我们暂且把气候公正的内涵

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气候代际公正和气候代内公正有机统一

是气候公正的题内之义。平等是个全方位的公正，

既包含纵向的公正也包含横向的公正，但着重点应

该就是横向的公正。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我们强调

基于平等的可持续发展，其实质就是坚持气候代际

公正和气候代内公正的统一。积聚在地球大气层

中的温室气体绝大部分，是由富裕国家和他们的国

民为了他们享用的美好生活而造成的，但是贫困国

家及其人民却要为气候变化付出最昂贵的代价（赤

道附近的国家已经出现了气候变化导致的人口死

亡事件），这是不公平的。各个国家对气候变化的

责任和脆弱性是成反比的，富裕国家对付气候变化

意味着调整空调温度、适应时间更长温度更高的夏

季，以及适应季节变迁；相比之下，当全球变暖改变

非洲天气模式时，这意味着庄稼歉收，人们挨饿，或

者妇女和儿童要花费更多时间去取水，这也是不公

平的。气候代内公正是气候代际公正的前提，要想

使当代人的行为不至于损害后代人的利益，则首先

必须实现代内公平。我们首先要力争实现气候的

代内公正，如果代内公平都实现不了，受到不公平

待遇的一方就不可能会考虑后代人的利益，那么气

候代际公正的实现只能停留在文字或者口头。实

际上，我们正在支取我们的子女将要继承的环境基

本存量，并且我们这一代人正在积欠一笔无法承受

的生态债务，这笔债务将由未来各代人承受。

第二，从人际公正和社会公正的层面上讲，应

对气候变化坚持气候公正就要求人的行动应当遵

循自由的平等原则和机会均等原则。气候变化的

核心问题是地球吸收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

能力正在受到严重影响，人类生活导致的破坏已经

超出了环境的恢复能力，在生态方面，人类已经欠

下了后代无力偿还的巨债。气候变化促使人们以

一种全新的视角思考人类的相互依存性，不管何种

原因将我们分开，人类永远共享地球，就同复活节

岛的岛民一同分享他们的岛屿一样。连接人类社

会的纽带没有国界之分，也不受代与代之间的限

制，任何国家（不论其大小）都不能无视他人的命运

而将今日的行为给未来人造成的后果抛诸脑后。

我们的后代将以我们面对气候变化做出的反应来

衡量我们的道德价值，这种反应将成为当今政治领

导人如何采取行动信守承诺、消除贫困并建设更加

具有包容性的世界的证据。如果我们的行为使大

部分人类更加边缘化，那么就是对国家之间社会公

平和公正的蔑视。气候变化还向我们提出一个尖

锐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看待我们与后代之间的关

系。行动是一张晴雨表，我们当前对待气候变化所

采取的行动反映了我们对跨代社会公平和公正的

承诺，也是将来后代对我们的行为做出判断的依

据。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我们坚持基于平等的可持

续发展，就必须把大气温度控制在２℃这一阈值，防
止人类面临危机气候。通过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

家提供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使得全球在适应气候

变暖的同时积极减排能够达到步调一致，是防止人

类面临危机性气候变化问题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

《世界能源展望》最近的估计表明，如果我们为

每个人提供基本的现代能源服务，那么到２０３０年
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会增加０．８％（这是在和新的政
策方案相比较，新方案将各国广泛的政策和承诺甚

至那些没有实施的都考虑进来了。在这种情况下，

与２００８年相比，２０３５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会增加
２１％以上。以煤和天然气为主的化石燃料还是占
据主导地位，但是由于核能和可再生能源所占的份

额扩大了，而且每单位发电量排放的二氧化碳量下

降了１／３，化石燃料在总发电量中的比例会由６８％
下降到５５％）。［１］６８这一数据也是我们能源共享、控
制排放，并寻求新的更洁净能源的有力科学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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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坚持公正的可持续发展，其中一个重

要问题就是要做到资源与环境的代际公正。我们

没有权利以自己的利益损害全人类的利益，也没有

权利只顾及自己的利益对自然资源进行过度开发

和利用。

第三，气候公正要求共同提高各个层次人们适

应气候变化的能力。长期以来，适应气候变化并不

是人们关注的重点，也不是国际减贫议程的核心。

缓解气候变化势在必行，因为这关乎未来有害气候

变化的前景。富裕国家已经承认必须适应气候变

化，很多富裕国家在开发气候防御基础设施方面大

力投资，并制定了国家战略，为更加极端和不确定

的未来天气模式做好了准备。而发展中国家则要

面对着更加严酷的适应挑战，这些挑战只能也必须

由在恶劣的资金条件下运转的政府和贫困者本人

解决。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不平等越来越明显。

对富裕国家来说，适应气候变化只是建立精心设计

的防御气候基础设施，对世界的另外一部分人来说

适应意味着人们自己学习在洪水中随波逐流。事

实上，与那些居住在伦敦和洛杉矶的防洪工事后面

的人们不同，非洲之角的女童和恒河三角洲人们的

碳足迹根本不深。面对碳足迹和应对气候变化的

压力和挑战之间的反差，富裕国家的政府和人们如

何能顾左右而言它呢？并且，需要通过适应气候变

化得到保障的绝不仅仅是贫困者的生命和生计，援

助项目也处于威胁之中。估计目前大约有１／３的
开发援助集中在遭遇不同程度气候风险的区域。

由于各国缺乏对气候变化风险和脆弱性的详细估

价，估算适应气候变化所需要的援助资金具有内在

困难，当前的任何估价都是推测。我们的推测是到

了２０１５年，每年至少须有 ４４０亿美元（按照 ２００５
年的价格测算）用作“气候防护”发展投资。［１］１３富

裕国家的公民能够在气候防护工事的庇护下安然

躲过各种灾害，在这种情况下，富裕国家的政府和

人们不能不对世界上的贫困人民利用资源施以援

手。出于对社会公正的要求和对人权的尊重，国际

社会应该加强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

国际合作必须解决适应气候变化这一迫切问

题，因为“即使对气候变化进行最大程度的缓解，全

球变暖这一趋势依然会持续到２１世纪上半期”。［３］

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使各国政府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它们不光要考虑诸如代际与国家之间的分配平等

这样的伦理问题，还要考虑经济技术以及个人行为

等更为具体的问题。为了尽快使谈判成果全面转

化为行动，最重要的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有约

束力的国际协定，以此来保证长期减排，同时为世

界以及各国各地区的减排设定严格的近期和中期

目标。主要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入到这个协定中来，

并且做出减排承诺，当然，这些承诺必须反映他们

的状况和能力，以及它们坚持减贫的首要需求。如

果发展中国家不做出定量的减排承诺，任何多边协

议都不能保证能够缓解气候变化。同时，富裕国家

对气候变化负有历史责任，如果没有它们提供财政

和技术上的支持，这样的协议也不会出现。

　　三　气候公正的维护

我们知道，气候变化已经实实在在影响着人类

的生活，它使人类面临着双重灾难的威胁。首先，

气候变化直接威胁人类发展。世界各国人民都受

气候变化的影响，但是那些最贫困的人们首当其

冲，受到最直接的危害，并且资源的匮乏使得他们

面对危害却束手无策。２０００年９月在联合国千年
首脑会议上，世界各国领导人就消除贫穷、饥饿、疾

病、文盲、环境恶化和对妇女的歧视等问题商定了

一套有时限的目标和指标。因为被置于全球议程

的核心，统称为千年发展目标。２０００年９月联合国
首脑会议上由１８９个国家签署《联合国千年宣言》，
正式做出此项承诺。但气候变化将使人类发展普

遍不足，它已经并将继续减缓我们实现千年发展目

标的进程。与此同时，还可能加剧各国内部以及各

国之间的不平等。如果对此置之不理，人类发展将

在２１世纪跌入倒退的深渊。
第二，气候变化将给未来带来灾难。同冷战期

间的对峙一样，气候变化不仅威胁贫困的人们，也

威胁着整个星球，威胁着我们的后代。当前，全球

变暖的速度、变暖的准确时间以及产生怎样的影响

还不得而知。但是，地球巨大冰盖的瓦解已经正在

加速，海洋正在变暖，雨林系统正在崩溃，造成大量

人口流离失所等后果业已成为现实。预先采取措

施缓和气候变化将是全人类避免未来灾难的基本

保障。我们应下决心制定良好的政策以应对气候

变化问题：在扩展当代人实质自由的同时不损害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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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各代实现自身自由的能力。我们面临的挑战是

保持当代人类发展，同时应对气候变化对大部分人

类生活造成的日益严峻的威胁。这项威胁迫使我

们重新思考人类相互依存的问题。从这一角度来

看，气候变化引起了一些棘手的道德问题。能源消

耗及其引起的温室气体的排放并不是抽象的概念，

他们是人类相互依存的体现。当一个欧洲人打开

电灯，或者一个美国人打开空调设备，他们的行为

通过全球系统将影响到世界上最弱势的群体。这

些行为还将影响到子孙后代，不仅仅是影响到他们

自己的儿孙而且还包括全世界人民的子孙后代。

有证据清楚地表明危险性气候变化将加剧贫困和

未来灾难风险，在气候变化越来越造成生态依存的

情况下，如果我们继续忽视自身的责任，这无异是

违背了伦理道德。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道德紧迫

性首先来源于社会公正和道义责任的观念。这些

观念是超越宗教和文化界限的，它们为各个信仰团

体领导者和其他人共同采取行动提供了潜在的

基础。

气候变化问题经历了从科学、经济学和政治学

争论到伦理学争论的过程，［４］气候变化本身是个自

然现象，但是引起它的前因后果、应对它所持有的

态度和方式已经完全是一个伦理学问题了。与以

前的任何问题都不同，它是一个全球现象，避免危

险性气候变化需要空前的国际合作和集体努力。

全球气候谈判的瓶颈再次证明：气候变化绝不仅仅

是一个自然科学问题，反而更是一个社会科学的问

题，气候变化是科学在社会层面的误用造成的，解

决气候变化问题不能单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作

用更加重要。“共同但与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国际

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基础，是处理全球气候变

化问题的基本原则，它实质是一个操作性原则，其

背后蕴含更深刻的基础性原则。［５］应对气候变化遵

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是要求区域利益

服从全球利益、权利和义务在公平意义上达成平

衡，而维护这种平衡状态就是本文所讲的气候

公正。

气候公正必须站在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

上来论述。气候变化问题的本质是人类发展问题，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对策中，平等问题已经远远超越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界限。为了达成区域利

益和全球利益、共同责任和区别责任、权利和义务

在公平意义上的平衡状态，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

应该平等和可持续发展二者兼顾。不平等的发展

绝不是可持续的人类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光

要纵向的平等，更要横向的平等。如果我们只是纠

缠于代际公平而不把考虑代内公平作为基础和起

点，就会严重违反普遍性原则；并且，气候代内公正

问题不解决，当代人就不可能自觉地去关注气候代

际公正问题，更难以在实践上真正解决气候代际公

正问题。气候公正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最终诉

求，气候公正是基于平等的可持续发展。践行气候

公正，需要有约束力的国际协定与之相呼应。实现

气候公正需要世界各国对全球气候危机有一种义

无反顾的责任感，以及承担这项责任的决心和

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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