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2019
09.30
Mon.

11

2019
09.30
星期一

Ｖ
Ｉ
Ｐ

Ｖ
Ｉ
Ｐ

好
讀
周
報

好
讀
周
報

瑞典環保小鬥士譴責各國 偷走夢想和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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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各產業
溫室氣體排放

減排政策增三倍
以達升溫兩度限
制；若要達到升
溫1.5的目標則
要更努力五倍。

溫室氣體排放量
不會在2030年
達高峰，
遑論2020年

去年二氧化碳
含量370億噸

二氧化碳
逸散年成長2%

氣候衝擊較十年前
預估更劇烈
且快速

比工業化時期
前的氣溫高
攝氏1.1度

2015-2019年是
有紀錄以來
最熱的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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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科學
團結

資料來源╱聯合國官網  製表／陳韻涵  █好讀周報

《為科學團結》報告重點

聯合國氣候行動峰會23日登場，但上街抗議的

青年和群眾，與世界領袖和產業界關係的認知差

距大，雖同在一個地球，卻處於兩個世界。

紐約時報指出，問題是抗暖化示威民眾和聯合

國大會裡的外交官員有截然不同的期望，甚至對

時間的急迫性也認知迥異。

有些國家甚至不派代表出席今年的氣候峰會。

全球最大經濟體美國沒被邀請上台，亞馬遜雨林

所在地巴西的代表不出席，全球第七大溫室氣體

排放國日本也一樣。

在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專研氣候政策的希爾

說：「目前討論這些事的政治氛圍並不友善，多

邊主義飽受攻擊，專制政府興起，這些壓力都對

我們不利，且未獲美國領導階層的協助。」

美國總統川普頻頻廢止環保法規，推翻汽車排

放規定，指其對美國經濟徒增負擔。巴西總統波

索納洛想開放亞馬遜，推動商業活動。俄羅斯總

統普亭主掌政經權力高度集中的石油國家。中國

國營企業在海內外推動燃煤廠計畫，即使政府試

圖降低碳排放。印度總理莫迪雖然鼓吹太陽能，

但也打算擴展煤電。

聯合國科學小組報告顯示，若碳排放以當前速

度增加，2040年前，全球將面臨重災，沿海地區

恐被淹沒、乾旱加劇，糧食安全也將受衝擊。

在全球各地估約400萬人響應桑柏格抗暖化的號

召、走上街頭表達對欠缺行動的憤怒後，今年峰

會恐怕只會凸顯氣候行動的急迫性，與外交努力

之間的遙遠差距。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傑瑞德說，抗議活動能否激

起世界領袖改變政策，最多不過形成一個問號而

已。他指出，部分領導人和化石燃料及鑽探開採

產業有緊密的關係，其他人習於鎮壓示威抗議，

當權者「故意充耳不聞」減碳的呼籲。

聯合國氣候行動峰會得出的結果恐令人失望。

這會是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面臨的嚴峻挑戰，

他雖把氣候行動列為聯合國優先要務，但此時有

好幾位世界領袖根本不理科學事證。

聯合國23日召開「聯合國氣候行動峰會」，66國領袖承

諾在2050年前達成二氧化碳淨零排放。不過，瑞典環保小

鬥士格蕾塔．桑柏格在演說中譴責各國領袖：「你們好大

膽，偷走我的夢想和童年。」桑柏格也率員向聯合國遞交

抗議信，抗議德國等五國消極不採取行動，違反人權。

今年氣候峰會中，與會各國總統、總理和企業領袖均聲

明要致力讓全球經濟脫離化石燃料，避免全球暖化衝擊；

儘管全球各地數萬人在峰會前上街抗議，中國大陸23日並

未發表新承諾，退出《巴黎協定》的美國也未發言，其他

參與國家僅增添少許承諾。

相較於各國當局的緩步行動，與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

斯同坐在研討會台上的16歲瑞典環保少女桑柏格顯然有備

而來，她看著手上的稿子，時而睜眼表現憤怒，時而厲聲

痛斥全球領袖「混日子」的策略說，「你們好大膽，偷走

我的夢想和童年。」

她看似怒火中燒地顫抖說道，「所有未來世代的雙眼都

仰望你們，如果你們選擇讓我們失望，我們永遠不會原諒

你們。」

桑柏格在會中呼籲，並一再指責各國領袖：「你們怎麼

能夠這樣？這完全不對，我不應該在這裡，我應該在大海

另一邊的學校上課。但你們反而向我們這些年輕人尋求希

望；你們怎麼能這樣，你們空洞的保證偷走了我的夢想和

童年。」

桑柏格與另15名青少年同日也向聯合國遞交抗議書，點

名德國、法國、巴西、阿根廷、土耳其等五個領銜經濟體

未能履行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未對阻止氣候災難採

取足夠行動，違反人權。

中國大陸與俄羅斯在峰會中僅表示將履行巴黎協定的

項目，歐盟表明將加速減排的意圖；印度總理莫迪則表

示，將在2022年前增加再生能源的比率，但未允諾減少燃

煤。

儘管許多重要國家未參與，此次峰會仍達成部分實質

措施，約66國表態願意在2050年前達成二氧化碳淨零排

放，此舉被視為防止災難性長期氣候變遷的重要目標。

古特雷斯發表聲明說：「2050集團包括66國政府、10個

地區、102座城市、93家企業與12位投資人，全數承諾在

2050年前達成二氧化碳淨零排放；氣候緊急狀態是一場我

們正輸掉的比賽，但這是一場我們能贏的競賽。」

這場峰會在最新科學證據顯示，全球暖化變快且影響

更劇之際舉行；這原本是全球最有權力的國家挺身而出的

機會，但倡議人士和外交人員經過多年談判的結果卻令人

失望。

另外，世上最頂尖的氣候科學團隊為聯合國氣候行動

峰會撰寫具里程碑意義的《為科學團結》報告，總結近年

出現的史無前例暖化成因和影響，強調解決全球暖化的目

標與現實差距明顯且日益擴大。

領導調查的世界氣象組織（WMO）最新報告指出，全

球越來越熱、速度越來越快，2015-2019年是有紀錄以來最

熱的5年；二氧化碳逸散是全球暖化最大元凶，前述期間

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創新高，且比上一個5年增20%。

WMO報告指出，全球均溫較19世紀中期高出攝氏1.1

度，若就此速率，全球均溫將在本世紀末再高攝氏3度。

為了讓2100年全球氣溫僅上升攝氏1.5度，避免氣候破壞加

劇，聯合國估計，全球需把當前努力增加5倍，才能把氣

候變遷控制於科學要求的範圍內。

此外，全球海平面迅速上升，全球海平面1993年至2014

年，每年平均上升3.2毫米; 但從2014年5月迄今，全球海平

面每年平均上升5毫米。WMO秘書長佩特里塔拉斯說：

「我們擔心南極和格陵蘭冰蓋面積驟降，讓海平面大幅上

升。」

抗暖化民眾示威

當權者充耳不聞

世界各地20日發起全球氣候遊行，圖為合輯照片。（法新社） 瑞典環保小鬥士桑柏格在演說中譴責各國領袖：「你們好大膽，偷走
我的夢想和童年。」（路透）

紐約的全球氣候遊行人龍綿延數公里。（路透）

美國華府抗議群眾以球網自製大型標語，呼籲領袖即刻採取行動對抗氣候危
機。（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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