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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记者在深圳召开的中国国际气候影
视大会上，从云集的世界各地研究气候变化的
大咖中，惊奇地发现2名身穿红色袈裟的喇嘛。

果洛周杰和华泽喇嘛都来自青藏高原上的
寺庙青海白玉寺，他俩红扑扑的脸庞上一直带
着微笑。“你们为何会参加此次国际会议？”我
好奇地问。“我们拍的纪录片被大会选为参赛
作品，是被大会邀请来的。”他俩回答。

喇嘛也拍片？是的，他们拍片不为获利，
不为出名，只为公益宣传。果洛周杰家住三江
源，他拍的《水》的所有影像都来自家乡。片
子开头是很多年前的情况，小朋友拿起湖水里
的冰块就能吃，阿妈不断舀水在桶里，画面是
所有人都渴望的纯净。而现在是湖水里泡着大
量塑料垃圾，当地牧民不得不排队接自来水。

华泽的 《祈福的忧虑》，则用镜头真实记
录了当地越来越多人不按藏传佛教法理随意投
放宝瓶、悬挂经幡后造成的环境污染情况，牧民
们赖以生存的牦牛误食各种难以降解的垃圾后
慢慢死去，曾经庄严美丽的圣湖神山也被破坏。

“只讲环保道理，老百姓很难接受，拍成

片子后，他们看到自己行为的危害后，开始一
起动手清理垃圾。”华泽告诉我拍片的初衷。
而果洛周杰看到影视作品的良好宣传效果后，
又发起“万物之眼”活动，指导当地牧民自己
买设备，用摄影机记录下这些年三江源环境的
变化。现在，越来越多藏族青年学习用镜头记
录家乡生态的变化，同时，家乡的环境也越来
越美。

从西部高原古朴的乡村，到东南沿海现代
化的都市，都活跃着中国民众保护环境、应对
气候变化的身影。由民营企业深圳航都文化公
司等多家机构共同发起的中国首个以应对气候
变化为主题的公益影视活动——中国深圳国际
气候影视大会，于2015年在深圳成功举办了第
一届。那届大会征集到来自全球 93 个国家的
1245部作品，选送了6部作品参加2015年巴黎
气候大会、2016年第二十二届联合国气候变化
马拉喀什大会，在国际舞台传达了中国民间应
对气候变化的声音。

本届大会有 8 个国家的 12 部作品获奖，其
中包括华泽的《祈福的忧虑》，此外《垃圾分类，

从我做起》《野性深圳——红树林的生物钟》《低
碳农业ABC》等中国影片也获得大奖。大会还强
调环保从孩子抓起，发起了“青锋少年奖”，深圳
市中小学生获得了相关奖项。

“气候变化的能力和行动需要好的叙事表
达，通过影视手段可以以形象的手法，让深奥
的科学研究更易理解，更能唤醒人们应对气候
变化的责任和行动。”在绿色科普影视活动走
进武警广东边防总队第六支队活动上，深圳市
航都文化公司总裁陈素平对记者表达了一个企
业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和担当。

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经过三十多年艰苦谈判，世界各国都认识到这是
一个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虽然气候变化是由何种因素引起的，是不是人
类活动造成的等诸多问题在科学研究方面还有许多争议和不确定性，但是
人类还是需要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以维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大气和
水循环系统，使其避免遭受无可挽回的损害。

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怎么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谈到的，发展应该尊重
自然、顺应自然，这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从这个角度来看，应对气
候变化就是人类改变发展方式、改变能源系统、改变生活方式、顺应自然、实
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

今天先不讨论气候变化的科学性问题，而是讨论应对气候变化的传播
问题。因为无论浅显还是深奥的道理，都需要广而告之。当前，气候变化
已经不仅仅是政治家们需要关心的事情，也不仅仅是企业家的事情，而是
已经成为全球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的人们需要共同面对的事
情。我们每个人所做的点滴事情都会影响到这个地球的生态环境。

过去常说一句话：我们要一起拯救地球。其实，
拯救地球的关键是首先要拯救我们自己。我们破坏了
自己美好的生存环境，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不便、带来
风险，这是大家应该明白的道理。深圳海边种了很多
红树林，大家只看到红树林的美，没有看到红树林是
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最重的一个树种。深圳人在大海边栽
种了红树林带，也在警示人们：人类就像一棵棵小树一
样那么脆弱，如果我们不顺应自然、尊重自然，当面对大
自然报复的时候，我们就会像红树林的小树苗一样无助
和无奈。

人类只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无法主宰
这个地球，只能顺应自然，尊重自然。因此，媒体
人，包括影视工作者应该告诉大家，拯救地球就是拯
救自己，人类必须拯救自己。

如何实现现代化，除了人均收入之外，我们还需
改变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补上生态环境这块短板。
实现现代化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其需要我们从三
个方面去努力，即实现增长方式的绿色转型、能源系
统的绿色转型和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

在这三个方面中，人们的生活方式转型尤为关
键，一是需要实现消费模式的转变，通过有质量的消
费，拉动有质量的增长。二是要实现生活态度的转
变，通过对绿色生活质量的更高追求，推动和促进生
态环境质量的改善。三是要建立简约而精致的生活品
位，通过生活品位的提高，促进和推动科学技术的不
断进步和产业的不断升级换代。（作者系国家应对气候
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原主任）

飓风、沙暴、雾霾、高温、干旱、雷雨……如今，日益增

多的极端气候事件正困扰着人类。中国是发展中大国，也是受

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本着负责任的态度，

中国将应对气候变化全面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战略，各

级政府、企业主动采取节能减排、发展可再生能源、增加森林

碳汇、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推进气候变化立法等一系

列措施，社会群体、广大民众也积极参与，共同兑现国家自主

贡献承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在国际上起到良好的表率

作用，受到全世界的认可。

积极履行承诺
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

是负责任大国应尽的义务。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中
国向绿色低碳发展转型的脚步越来越强劲。1990年国
务院就专门成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2007
年，中国发布全球发展中国家第一部专门应对气候变
化的国家方案——《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十八
届五中全会则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首度写入国家五年
规划。中国正在形成一套日渐完善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政
策法规体系。

近年来，某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质疑声不断，中国
选择了自觉汇报应对气候变化的进展，接受全世界的
监督。自2008年起，中国每年公布 《中国应对气候变
化的政策与行动》，陆续颁布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国
家政策，2016年，中国还率先批准 《巴黎协定》 并交
存批准文书，有力地推进《巴黎协定》的生效进程。

在 《巴黎协定》 框架下，中国提出了国家自主贡
献的四大目标：到203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要
比 2005 年下降 60%至 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
费比重达到 20%左右；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
值并争取尽早实现；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
方米左右。

目前，承诺正在一步步实现：“十二五”期间，单
位 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累计下降了 20%。2016年，全
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消费比重比2015年提高了
1.3 个百分点，达到了 13.3%的历史新高。森林蓄积量
达到151.37亿立方米。

调结构优能效
如今，光伏发电、风力发电、水力发电等清洁能源获取

方式正在广泛地应用在中国的乡村和城市。国庆期间，在浙
江宁波工作的胡女士回到老家安徽阜阳一个叫胡园的小村庄
里。她惊讶地发现，村庄北面原本荒芜的山坡上竟然安上了
成片的太阳能电板。据乡亲介绍，不仅胡园，周围好几个村
庄也都安上了太阳能光伏发电装置。“这样不仅起用了荒地，
还能够利用太阳能发电。”胡女士说。

在优化能源结构上，中国严格控制煤炭消费总量的同
时，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6年全年煤炭消费量下降4.7%。与之相比，水电、风电、核电、
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19.7%，上升1.7个
百分点。在产业结构调整上，中国政府从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
级，加快落后产能淘汰，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大力发展服
务产业等方面入手，努力减少生产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中国的做法日益得到国际赞赏。在二十国集团汉堡峰会
召开时，气候透明组织在印尼雅加达发布的 《从棕色到绿色
——二十国集团向低碳经济的转型》报告认为，在单位GDP
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GDP能耗、经济能源密集度、能源行
业碳排放密集度、能源供给结构中煤炭占比等关键指标上，中
国在二十国集团中均处于较低水平。同时，中国的现行减排政
策及其执行效率在二十国集团中排名前列，在国际减排合作层
面中发挥了较强的领导作用。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指标上排名领先，但美、日等
发达经济体却排名靠后；中国煤炭使用量从 2014 年开始下
降，且这一势头得以保持；中国对可再生能源投资意愿加
强，其首只绿色债券于2015年发行并已于2016年成长为全球
发行量最大的同类债券；中国对电动汽车的补贴力度在二十
国集团中最大等。”报告称。

民间踊跃参与
应对气候变化不仅官方在行

动，企业家和民众也在积极参与。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共享单车
成为人们首选的短途旅游交通方
式。中国民众环保意识的提高不仅
体现在绿色出行上，节水节电、绿
色出行、减少一次性产品的使用等
正成为最深入人心的三大低碳生活
方式。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
国际合作中心综合部副主任张志强对
笔者表示，共享单车的发展、电动汽
车产销量增长、光盘行动的宣传、家
庭光伏的推广，均能体现中国民众环
保意识的提高。根据中国气候变化信
息网的量化问卷调查研究报告，超过
60%的受调查者有意识为节能减排、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努力并经常实
践。

越来越多企业家也参与到应对气
候变化的队伍中。

深圳航都文化公司从 2015 年 9 月
举办第一届中国国际气候影视大会
后，就决定开启绿色传播之路，今年
又举办了第二届。其负责人陈素平对
笔者介绍说：“整整两年，我们没有
错过世界气象日、世界环境日、全国
低碳日、全国科普日等重要时点的宣

传活动，并且有幸在2015年、2016年
连续两年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一分
子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所有的
经历让我们坚定了开展绿色影视和绿
色传播工作的意义。”

2017年 5月 18日，“公益助力南南
合作”特别活动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
行，本次活动组织者中有来自中国的
组织——北京巧女公益基金会，巧女
基金会与南南办现场签署了1000万元
人民币的种子基金捐赠协议。而在去
年，企业家何巧女就在应对气候变化
南南合作高级别论坛上宣布投入1 亿
元人民币设立应对气候变化专项基
金，这笔资金是《巴黎协定》生效后的
第一支聚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的
民间基金。

题图：海上风力发电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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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做出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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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淮汽车新
能源汽车生产车间
内，两名工人在安
装调试一辆新能源
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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