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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伦·格雷森

摘要：近年来，气候风险和冲突如何相互作用并对社区造成压力成为关注的焦点。

本文重点讨论了气候变化与冲突的关系，并从气候变化与人道使命、多重脆弱性、

了解风险并尽可能解决等方面展开。本文认为，人道应对行动不能取代限制温室气

体排放的艰巨努力。减少碳排放是避免对民众及其所处环境造成最为灾难性后果的

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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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2日，《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第25次缔约方会议

（COP25）在西班牙马德里开幕，会

议传达了一项紧要信息：全球气候危

机或将迫近“无可挽回的临界点”。

历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众多人道

组织都处在气候政策生态系统之外。

这些组织别无选择，只能直面现实，

并努力厘清气候变化对于我们帮助

和保护受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

影响的民众这一职责而言有何影响。

对马里北部的牧民来说，恶劣天

气并不罕见。在20世纪70年代初，严

重干旱导致尼日尔河干涸见底，并造

成该国数千人丧生时，牧民们曾带领

牧群长途跋涉，寻找牧场和水源；而

如今，当再次面临充满挑战的气候条

件时，牧民们的境遇已与往日不同，

他们寻找草场的脚步因本国北部地

区正在发生的冲突而受阻。

回想起过去那场旱灾，一位61岁

的社区领袖说道：“当时我们只需要

寻找食物。我们能够自由行动。可如

今，由于局势动荡，我们无法四处寻

找食物。如果我们的牧群受苦，我们

也会遭殃。”由于人们聚集在少数相

对安全的地区，稀缺的资源迅速耗尽，

脆弱的相关机构也无法弥补资源的

短缺。

今年，我们在开展研究，了解气

候风险如何对生活在冲突局势中的

民众造成影响的过程中，听到了许多

类似马里北部的故事。我们遇见的民

众常常谈到他们亲眼所见的明显环

境变化。伊拉克降雨稀少，沙尘暴愈

加频繁，一位同事喃喃自语道：“以

前下雨，如今下土。”

https://apnews.com/7d85d6d7b05c4436b6f4d162f6c06566


19

气候变化与人道使命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负有明确的

职责，其特有的人道使命是“保护武

装冲突和其他暴力局势受难者的生

命与尊严，并向他们提供援助”。因

此，我们主要从国际人道法和紧急应

对行动的角度来考虑环境问题，而灾

害和环境领域的问题则由国际红十

字与红新月运动已在处理这些问题

的其他组成部分来应对。

然而，日益显而易见的是，我们

所援助的民众不仅承受战争带来的

后果，而且还受到气候变化和环境退

化的巨大影响。这迫使我们调整人道

行动，以帮助民众适应不断变化的气

候。

关于气候变化，我们最常被问到

的问题是一个因果问题，即它是否会

导致冲突；如果是，又是如何导致的。

但目前对我们而言，真正重要的问题

是气候变化如何影响我们正在援助

的对象，亦即生活在严峻冲突或暴力

局势中的民众。换言之，我们所关注

的并非因果关系，而是累积影响。

多重脆弱性

我们工作的地区极易受到气候

风险影响。根据圣母大学全球适应国

别指数，在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且在

适应方面准备程度最低的20个国家

中，有13个国家深陷冲突。除地理位

置的因素外，还因为勉力应对冲突影

响的国家和民众很少再有余力应对

气候变化的冲击。冲突削弱了适应气

候变化所需的资产，如相关机构、市

场和生计。并且，正如马里的情况所

示，冲突可能会削弱人们自由行动、

寻求重要资源和支持的能力。

以医疗系统为例：冲突阻碍了合

格医务人员的工作，他们可能因暴力

局势而受困，也可能流离失所或遇害；

冲突还危及药品和设备的供应链。医

疗机构有时会成为攻击目标，而这违

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恰在冲突导致

伤员、营养不良患者和可预防疾病病

例不断增加之时，整个医疗系统却遭

到严重破坏。

在此基础之上，气候变化的影响

使情况雪上加霜：粮食安全状况已濒

临崩溃边缘，极端天气事件又摧毁了

医疗中心，造成某些疾病滋生的肥沃

温床也因此产生——例如，疟疾和登

革热正蔓延至此前未受影响的地区。

简而言之，气候风险和冲突的双重打

击导致医疗需求出现激增和转移，而

这恰逢医疗系统遭到削弱，且更难适

应环境变化之时。

相比之下，我们看到在更稳定的

国家中，气候行动也更加有力，因为

这些国家拥有正常运作的机构，能够

制定应对措施、提供财政资源。在适

应气候风险和实施气候行动方面，稳

https://www.icrc.org/zh/doc/who-we-are/mandate/overview-icrc-mandate-mission.htm
https://gain.nd.edu/our-work/country-index/
https://gain.nd.edu/our-work/country-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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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国家与深陷冲突、脆弱不堪或受暴

力影响的国家之间已存在明显差距。

如不付出巨大努力加以弥合，这一差

距只会继续扩大。

了解风险并尽可能解决

在此背景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正着手了解气候风险和冲突如何相

互作用并对社区造成压力。这将有助

于我们调整应对行动，增强民众抵御

气候风险的复原力，例如向农民提供

适应天气状况的良种，或支持社区和

服务提供方设计更好的水资源管理

方式。此项任务绝非易事。在冲突地

区工作本就充满挑战，加之天气状况

日益难以预测，极端天气事件频现，

局势就更为严峻。

但有一点十分明确：人道应对行

动不能取代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艰

巨努力。减少碳排放是避免对民众及

其所处环境造成最为灾难性后果的

唯一途径。如气候变化无法得到减缓，

尤其是考虑到存在适应途径尚不明

确的地区，人道组织将完全无法满足

由此激增的需求。在马里或伊拉克等

地，由于适应方案有限，似乎导致城

市化进程毫无规划地迅速发展，迫使

我们将部分注意力转移至这些地区。

考虑到上述因素，2019年，我们

和红十字与红新月气候中心及海外

发展研究所共同组织了关于气候、冲

突和复原力的一系列圆桌会议，开拓

了学习和讨论的空间。与此同时，我

们开展研究，了解气候风险、环境退

化和冲突如何共同影响民众，并思考

如何为民众提供支持；本次研究促成

了马里北部和伊拉克南部的实际案

例研究，并计划在中非共和国进行另

一项研究。

我们已经发现了反复出现的趋

势和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例如：

是否存在民众为了适应而只能移居

或迁移的情况？如果存在，那么我们

在此种情况下扮演何种角色？我们

如何才能更好地理解气候风险和环

境退化在推动人口流向城市方面所

发挥的作用？在民众大多依赖“雨养

农业”的地区，或在供水系统/电网

的建设修复受到冲突阻碍的地区，有

哪些可行的生计选择能够促进生计

多样化？我们如何能将气候行动和

气候融资引向受冲突或暴力影响的

社区？我们如何确保关键组织和系

统落实到位，为民众的适应提供便

利？人道行为方如何齐心协力，传达

环境危机的严重后果？作为人道组

织，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自身的

气候和环境足迹，而这些努力又将在

多大程度上改变我们开展工作和提

供人道援助的方式？

在不断加深理解并调整工作方

式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倾听正亲身经

https://odi.org/en/publications/double-vulnerability-the-humanitarian-implications-of-intersecting-climate-and-conflict-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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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这些影响之人、正努力制定更好的

应对措施之人、正研究气候和冲突风

险或冲突如何使环境退化之人以及

掌控气候融资资金之人的观点和声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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