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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处于分水岭的时刻。气候变化为人类家园—地球的

安全带来即时威胁。如果我们即时行动，就能把握机会，

过渡至一个安全及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城巿是人类导致气

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城巿既是创新枢纽，故能带头提供解

决方案。

由于全球十个最大城巿中有九个位于亚洲，而发展最快的

城巿经济体系有一半位于中国，所以我们选择了在香港聚

首，商讨气候变化为各城巿带来的挑战及机遇。

经济发展让数以百万的人民脱离贫穷，亦为不少人带来

更繁荣的生活环境。不过，消费及人口急剧增长和急速

的城市化过程，会对天然资源及社会结构带来沉重压

力。我们强调，地球的资源和复原能力有限，因此必须

减少城市化对气候和生态系统的影响，方能达致可持续

发展的未来。

为保障市民、经济资产和维护生态系统，各城市必须适

应已发生的气候变化。我们促请各城市找出其市民最容

易遭受的风险，尽量减少有关风险，否则应构建能承受

冲击的社会及实体设施。

不少城市已运用强大的创意及行动，领导其本国率先回

应气候变化。我们支持发展城镇合作社，从而分享知识

及经验，并进一步提升城市催化和促成其他地方作出类

似回应的影响力。我们希望各地市政府、改革者及私营

机构通力合作，释放所需资源，使本地以实据为本的行

动能减慢人为气候变化。

合理的气候纾缓及适应措施必然造就双赢局面：符合能

源效益的建筑物既减低成本，亦更为舒适；减少依赖化

石燃料，能大大改善空气质素，有利提升人类健康及生

活质素；成功应对气候风险，可增加商界投资和就业机

会。我们鼓励在都市生活中全面实践可持续原则，令城

市变得更有效率、更健康、更繁荣。

城市并非亦不能孤立存在。城市是连接全球相互依存的

网络，与其他城市、农村社区和自然世界相互连接。我

们提倡发展循环再用资源的经济体系，以提高城市互相

联系的可持续性。这样可提高物料的价值和再造性，激

发出新的商业模式和就业机会，减少对地球环境造成压力。

未来的城市由今天演变而成。无论是从旧有历史遗迹蜕

变成新的规划城市，抑或是结集成经济和政治陷入困境

的非正式居所，这些城市到2050年将成为10-20亿人

口的家园。以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应对此重大转变，

并要适应相关的变化和新的学习环境，是本世纪上半叶

的主要挑战。所有城市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必须采取

可持续发展和适应性强的措施。我们特别呼吁大家采用

创新的方法，善用资源，而政治领导层亦须予以配合，

集中改善为城市贫困和极需照顾的人群所提供的基础设施。

当较有影响力的司法管辖区清楚阐明宏大、长远的气候

政策，并以行动支持城市和区域地区应对气候变化时，

这些工作便可更迅速和以更符合经济原则的方式推行。

这使各国本身和国际间的行动变得关键。全球平均温度

比工业化前的水平上升超过摄氏2度，将可导致气候变

化的影响增加至危险程度，有关影响包括极端天气、海

水上涨至人类文明史空前的水平。我们呼吁各国采纳并

努力达致全国的目标，而这些目标必须符合国际议定将

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摄氏2度的警戒线内。为此，各国

须在大约本世纪中期以前把从人类排放至环境的温室气

体净流量减少至接近零。全球城市都可作为先驱，许多

城市已先行一步，就减少本地温室气体排放量制定具规

模和迅速的进取计划。

如不采取强而有力的行动，全球各地的市民都会首当其

冲，受气候变化所危害。但是，我们想传达的讯息不是叫

大家绝望，而是要抱有希望和决心。许多城市为了建立可

持续发展、健康和负责任的生活模式而争先拟定新的愿

景，在日益扩大的城市网络中同心协力，采取迅速而有效

的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展现出领袖的风范。

我们希望各国政治领袖及政策制订者正视有关诉求(不但是

知名科学家及经济学者而且是本国城市及国民的诉求)，在

巴黎联合国气候高峰会与各市长、商界领袖及公民团体合

作制订强而有力、公平公正及以科学为基础的协议。要做

到这点，必须把理论及原则化为实际政策及行动，而科学

家、从政者、公民领袖及市民之间亦须互相合作。订 立目

标固然必须，更重要是能在较近期及本世纪内实践这些目

标。有些地方因经济及社会情况无法自力缓减及适应气候

变化，我们须给予协助，鼓励其参与及使其具备应付气候

变化的能力。

我们将投入我们的热诚和技能，支援限制及管理气候变化

的工作。我们会与大家携手建立造福往后世代的文化，在

人类与自然界间缔造和谐的关系，创造一个更能持续发

展、更繁荣富庶及更合乎人道的世界。人类的未来全赖于此。

气候变化　城市变化　巨大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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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为 第 四 届 诺 贝 尔 奖 得 主 全 球 可 持 续 发 展 研 讨 会

《气候变化．城市变化》之讨论结果备忘录。是次

研讨会由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与亚洲协会香

港 中 心 合 办 ， 于 2 0 1 5 年 4 月 在 香 港 顺 利 举 行 。 这

是 由 德 国 波 茨 坦 气 候 影 响 研 究 所 所 举 办 之 诺 贝 尔

奖得主研讨会系列之中，继波茨坦、伦敦以及斯德

哥尔摩之后的第四届会议。研讨会选址香港举行，

云集各学术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以及来自不同国

家，可持续发展的权威和科学家，就气候变化问题

提出解决方案。这份考验着各国城市的文件，将会

被送到世界各地持份者手中，并为今年年底于巴黎

举行之世界气候峰会的讨论作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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