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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气候和环境危机是人道危机，且正在威胁人类的未来。这些危机现已影响到

世界各地民众的生活和生计，且其影响始终在不断增长。为了在东南亚推广《人道

组织气候与环境宪章》，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

国际研究院于2023年1月促成了一次在线研讨会，讨论的重点是东南亚的本土经验，

实现气候变化、环境和人道工作之间相互关联的必要性，以及在应对这些核心关切

问题等方面取得进展的方法。本文对相关讨论的反思进行了总结：人道组织不仅必

须相互合作，而且还必须与环境组织和发展机构合作，扩大和补充其行动；《宪章》

明确指出，人道机构也需发挥减缓气候变化的作用，但人道机构在此方面经验有限，

亟需进行能力建设并交流成功经验；人道组织在获得气候行动资金上所面临的挑战。

关键词：气候变化，环境，人道行动

阿利斯泰尔·D. B. 库克.东南亚的气候变化、环境和人道行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第 1

卷，2023年 11 月，总第 52期.ISSN2749-9065

在世界范围内，数百万民众早已

面临气候和环境危机的严峻现实，这

些危机将风险放大，并加剧了其他全

球经济、卫生和粮食危机的影响。国

际 红 十 字 与 红 新 月 运 动 （ the

International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Movement）于2021年发布

的《人道组织气候与环境宪章》（以

下简称《宪章》）为人道界在应对日

益增加的气候变化风险和其自身碳

足迹和环境足迹的方法升级上提供

了指导。

最近，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研究

院和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共同

主办了一场研讨会，讨论了在东南亚

开展行动的人道参与方在气候行动

方面的现状，以及《宪章》迄今为止

在应对当前和未来危机中所发挥的

作用。在本篇博文中，非传统安全研

究中心人道援助与救灾计划协调员

阿利斯泰尔·D. B. 库克博士在此次

研讨会相关讨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

了思考。

气候和环境危机是人道危机，且

正在威胁人类的未来。这些危机现已

影响到世界各地民众的生活和生计，

且其影响始终在不断增长。虽然危机

对所有人均造成影响，但对最贫穷和

最边缘化的社区来说，由于武装冲突、

灾害、流离失所、治理薄弱、无序城

市化或贫困等因素导致其适应能力

往往已经十分有限，危机对其所造成

https://www.climate-charter.org/
https://www.climate-charter.org/
https://www.climate-charter.org/


21

的后果更具毁灭性。而且所有这些情

况都因结构性不平等和年龄、性别、

是否残疾或生计状况等民众的个体

特征不同而加剧。

红 十 字 国 际 委 员 会 （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

国 际 联 合 会 （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Societies）与全球人道界

共同牵头制定了《人道组织气候与环

境宪章》。自2021年《宪章》公布以

来，签署国数量不断增加，相关工作

有序开展以帮助人道组织集中精力、

加快步伐限制其环境足迹，并通过其

人道工作应对气候和环境影响；在人

道界之外，包括国家、政府机构和私

人基金会在内的其他数个参与方也

开始关注并表示有意支持这项工作。

这是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取得

的关键进展；《宪章》的成功取决于

人道界从所有利益相关方处能够获

得多少技术和/或财政支持。

为了在东南亚推广《宪章》，国

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和新加坡南

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于

2023年1月促成了一次在线研讨会，

来自该地区的当地和国际人道组织

以及气候科学和政策研究人员齐聚

一堂，分享他们的经验，明确东南亚

地区的挑战，并就如何将气候和环境

关切纳入人道工作相互学习借鉴。

此次讨论的重点是东南亚的本

土经验，实现气候变化、环境和人道

工作之间相互关联的必要性，以及在

应对这些核心关切方面取得进展的

方法。

灾害、冲突和脆弱环境中的气候适应

和复原力

在东南亚，气候相关的灾害并不

罕见，从洪水、风暴、热带气旋到干

旱和极端温度，不一而足。近期研究

表明，在东南亚，超过1.52亿人（占

24%的人口）生活在洪泛区，而超过

3.89亿人（占62%的人口）生活在干

旱频发区。在未来数月和数年的时间

里，随着气候相关的灾害风险加剧，

相关数字必将不断攀升；而另一个令

人担忧的问题是，各个环境事件之间

不同进程和相互关系的复杂性会使

气候变化衍生成为一种非线性且相

当混乱的现象。

研讨会首先审视了人道组织所

面临的上述现实，敦促其为未来气候

事件的地区影响和规模做好准备并

加以考虑。这些组织承认气候变化多

层次和多维度的影响，以及其不可预

测性对本已脆弱的社区所造成的连

锁反应，担心自身仅凭目前所掌握的

“传统工具”，能否调动资源开展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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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应对行动。这些组织表示，如今，

应急准备工作“已经达到了全新的层

面”。

与会者强调，即使对制定了综合

性应对计划的国家来说，从气候相关

的灾害中恢复也是一个缓慢而痛苦

的过程，对低收入国家而言尤为如此。

与会者还强调，由于气候变化会对人

口产生跨领域影响，气候和自然危害

引发的灾害正在加剧现有的脆弱性，

并增加了其工作维度。他们表示需要

加强能力建设，并与同行交流相关信

息，以提高风险评估能力。

讨论重点之一是，探索运动如何

通过在整个地区开展同行学习来提

高志愿者的能力，从而增强社区复原

力。一位与会者表示，能够进行此种

交流的区域性平台仍然非常匮乏，因

为即使在人道界内部，大部分工作也

仍处于各自孤立进行的状态。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对气候变

化如何加剧民众生活和生计所面临

的现有风险表示关切，亦即气候变化

是影响关键基础设施的直接威胁，也

是对关键资源造成压力的间接威胁，

从而加剧了生计压力，并导致人道需

求、流离失所和紧张局势的不断增多。

委员会在其开展工作的许多地区，如

亚洲、非洲之角和中东，均目睹了此

种动态形势。

尽管气候情报在不断发展，该地

区也具备了一些尖端工具，能够预测

城市未来天气事件的规模和严重程

度，但与会者一致认为，有必要通过

在气候变化层面的领导力、媒体参与

和用于共享并交换数据及解决方案

的平台，展开相关教育和青年动员，

从而使相关情报和工具更贴近受影

响社区。显然，区域一级的所有利益

相关方都需要作出更有力的承诺并

采取集体行动。人道组织应更有目的

性地彼此联结，并与其他在一线开展

工作的群体建立联系，其中包括科学

专家、政府、政府机构和私营部门。

为实现此目的，可以且应当更积极地

利用《宪章》这一工具。

加强气候变化、环境和人道行动之间

的联结

总体而言，与会者一致认为，气

候变化和环境危机的预期和未来影

响超出了单个机构的能力范围。这不

仅因为挑战十分严峻，还因为其对卫

生、迁移和生计等多个领域产生了影

响，而且环境危机还影响到了支持生

活和生计的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的提

供。

因此，对相关讨论的第一项反思

是，人道组织不仅必须相互合作，而

且还必须与环境组织和发展机构合

作，扩大和补充其行动链条。这突出

了广泛采纳《宪章》中关于加强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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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内外部合作的第五项承诺的重

要性。

第二项反思强调，《宪章》明确

指出，人道机构也需发挥减缓气候变

化的作用，但人道机构在此方面经验

有限；亟需加强能力建设并交流成功

经验。与会者普遍承认，《宪章》（关

于减少人道活动的环境足迹）的第二

项承诺使减缓气候变化的工作“合法

化”，但要在此议题领域开展工作，

需转变从业者、政府和社区合作伙伴

的思维。

讨论的第三项反思集中在人道

组织在获得气候行动资金上所面临

的挑战。与会者一致认为，人道机构

必须根据《宪章》第六项和第三项承

诺，调集资源，在接受当地参与方和

社区领导的情况下，立即开展更为雄

心勃勃的气候行动。然而，许多高度

脆弱的国家和社区并未得到所需的

气候适应支持，且正在遭到遗忘。例

如，地方层面仅获得了约10%的资金，

因为捐赠方更倾向于支持大规模国

家基础设施项目，而这类项目往往可

能忽略地方社区的需求。

与会者普遍认为，有必要通过开

展既考虑到国家和社区需要，又考虑

到人道机构吸纳能力的项目，提高人

道组织以可预测方式获得气候融资

的能力。在这方面，已有一些实例，

一些人道机构从多渠道筹集资金，旨

在扩大当地主导的适应工作的规模，

其中包括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

联合会的全球气候复原力平台，该平

台预计将在五年的时间内筹集10亿

瑞郎，支持100个国家的5亿民众。

新气候现实中的标准和目标设定

《宪章》在人道界发挥了两种相

辅相成的作用。一些组织通过《宪章》

公开承诺将已经发生的气候和环境

影响纳入其所开展工作。无国界医生

组织就已承诺确保其在70国所开展

的各个项目实现可持续性，并承诺到

2030年将其碳排放量与2019年相比

至少减少50%。而另一些组织则通过

《宪章》承认气候和环境对其工作造

成的影响，并公开承诺优先实施气候

敏感行动和减少碳足迹。

愈辩愈明的是，人道组织需要改

进合作，实现整个人道界的转变，并

拓展人道界之外的伙伴关系，产生更

大的系统性影响。一些人道组织已为

制定国家目标和构想作出了贡献。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制定了一份路线图，

其中包括不同任务的目标，明确了不

同部门的作用和责任。这项工作涵盖

了整个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

危机的承诺，因而各个组成部分都需

要予以关切。

预见性行动的兴起催生了灵活的

筹资模式，使各组织从被动且开销巨

https://www.ifrc.org/sites/default/files/2022-11/20221102_COP27_PolicyBrie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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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措施转向更为主动的准备性行

动。虽然资金分配仍然不足，并依赖

于旧有的工作方式，但对预见性行动

的投资已经表明，整个人道界已在转

变思维，但需要进一步深化与整合。

预见性行动囊括在更广泛的承诺中，

即加大行动力度以防止气候危机最

严重的后果。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

际联合会正与联合国合作伙伴携手，

领导《全民预警行动计划》的准备和

应对支柱，在全球范围内构建国家和

社区的应对能力。

对人道组织和受影响社区进行

气候和环境教育至关重要。而且支持

年轻一代气候行动领导人的发展也

十分必要。人道界现仍处于将气候变

化和环境危机纳入其工作的早期阶

段。在设立试点项目，帮助在极端气

候情况下提供医疗服务的工作组做

好准备的过程中，尤其需要注意这一

点。尽管这些试点项目为人道界如何

进行转变提供了经验，但仍未实现广

泛实施的目标。《宪章》网站上设有

包含相关工具和目标的数字图书馆，

用来记录不同人道组织的进展和经

验，可供其他参与方加以借鉴。

虽然各参与方认识到，对于多样

化的人道界来说，并不存在普适的方

法，但全球卫生领域的实践提供了一

种统一的跨领域方法，可将气候变化、

减少污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人

道工作。尽管有几项应对气候和环境

危机的创新举措得到不同程度的实

施，但《宪章》特别提请各方注意跨

领域层面所需开展的工作，并指出需

与其他相关方建立联盟，将《宪章》

的承诺转化为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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