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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发布消息称，今年 3月

全球二氧化碳月平均浓度达到 400.83ppm(1ppm=百万分之一），创造了

200万年来的最高值。

NOAA 温室气体首席科学家彼得·坦斯说：“这既让人不安又令人生

畏。让人不安是因为发生的速度如此之快，与地球自身的自然变化进程

相比，这样的速度简直就是‘爆炸性’的；令人生畏则是因为让二氧化碳

上升的速度降下来真的很难。”他解释说，不只是二氧化碳含量更高了，

其增长速度也更快，是过去自然产生速度的 100倍。

1980年，NOAA第一次计算了全球范围二氧化碳平均值，由于燃煤、

石油和天然气的大规模开发和使用，目前这个数字比当年高出 18%。35

年来，二氧化碳浓度上升了 61ppm，而自有人类社会以来，总共花了大约

6000年，二氧化碳浓度才上升了 80ppm。

400ppm 的纪录一度被视为一种标志。历史上二氧化碳浓度第一次

超过 400ppm 是在 2013 年 5 月 9 日。2014 年这一时刻提前两个月到来。

2014年 3月、4月和 6月的二氧化碳月平均浓度都超过了 400ppm，当年峰

值出现在 5月，达到了 402ppm。

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有增无减，由于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增

加，地球平均温度比 20世纪初增加了 1.6华氏度（约 0.89摄氏度）。

NOAA 消息表明，今年 3月气温比 20世纪同期 12.7摄氏度的平均温

度高出了0.85摄氏度，比2010年3月份创下的高温纪录高出0.05摄氏度。

该机构说，过去 11 个月中，有 7 个月都接近或者突破了同期的月温

度纪录，从长达 136年的数据来看，1998年 2月和 2007年 1月气温高于同

期平均水平的幅度位居前列，今年 3月份则紧随其后。

气候变化对南北两极的影响显著。美国国家冰雪数据中心基于NOAA

和NASA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份北极海冰平均面积比1981年至2010年的

均值减少了7.2%，这是自1979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纪录。相反，南极海冰覆

盖面积却随着南极大陆冰河消融以及当地风速增大而不断扩张。与1981年至2010年的均值相比，3月份南极海

冰面积增加了24.3%，面积仅次于2008年，为有记录以来第二大。

今年 4月底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项涉及 100多个小项目的研究表明，因气候变化，目前地球上约有

2.8%物种面临灭绝风险，如果全球平均温度比工业化前升高 4.3摄氏度，将最终导致地球上 1/6的物种消亡。

有科学家说，为避免气候变化带来严重后果，温度增长需保持在 2摄氏度以内。但我们真的能有效控制

全球变暖吗？

尽管一些国家已经承诺减少排放量，但这种趋势已经被证明难以逆转。NOAA 全球监测司司长詹姆

斯·巴特勒说：“只有消除大约 80%的化石燃料排放，才能在本质上阻止大气层中二氧化碳含量的上升，但二

氧化碳浓度不会降低甚至削减，只能做到增速减缓而已。”

2014年 11月 12日，中美两国达成温室气体减排协议，中国首次正式提出温室气体排放峰值将于 2030年

前后到来，并承诺将非化石能源消费比例提升到 2030 年的 20%左右。美国则承诺，确保 2025 年温室气体排

放量较 2005年下降 26%至 28%。中美达成的协议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广泛好评。联合国气候变化高级官员克

里斯蒂娜·菲格雷斯表示，两个关键国家宣布了人类走向更美好、更安全未来的重要途径，两国的新承诺为

2015年晚些时候的巴黎气候协议谈判注入了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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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4 年 9 月联合国气候峰会上，潘基文呼吁企

业界追求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为 2015 年达成全球性协

议作出贡献。在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举行

的气候变化商业峰会上，各国企业展现出坚定决心，在

投资导向、技术研发、理念创新等多方面进行大胆尝

试，以为年底的巴黎大会作出贡献。中国国家电网公

司刘振亚董事长应邀出席峰会，并作“全球能源互联

网：清洁发展的必由之路”主旨发言，得到与会代表的

热烈反响。

“两个替代”是能源发展大方向

刘振亚在发言中表示，气候变化问题的本质是能

源问题。世界能源发展进入化石能源时代已 200多年，

化石能源的持续大规模开发和使用加速了全球气候变

暖。碳定价、碳交易、碳捕捉等方式不能彻底解决碳排

放问题，而且会增加人类发展成本。过度依赖化石能

源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是导致能源与环境不协调、不安

全的根源，难以为继、不可持续。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是实施“两个替代”、实现清洁发展：即能源开发实施清

洁替代，加快太阳能发电、风电、水电等清洁能源开发，

提高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能源消费实施

电能替代，以电代煤、以电代油，提高电能在终端能源

消费中的比重，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地球上的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资源总量超过 100 万亿千瓦，仅开发万分之五

就能满足人类社会需求。新世纪以来，全球太阳能发

电、风电迅猛发展，分别增长了 20 倍和 150 倍，中国则

分别增长了 270 倍和 1400 倍。技术进步使新能源的竞

争力大幅提升，2010年以来全球太阳能发电、风电成本

分别下降了 70%和 30%以上。随着新材料、储能等技术

的不断突破，“两个替代”将促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新能源将逐步替代化石能源成为全球主导能源。

全球能源互联网是清洁发展通途

刘振亚指出，全球太阳能、风能资源主要分布在

北极、赤道等严寒、酷热及沙漠、戈壁等地区，远离负

荷中心。中国特高压技术的成功实践表明，在大洲

范围内，从可再生能源富集地向负荷中心远距离输

送电力已成为可能。刘振亚提出了构建全球能源互

联网的构想，通过构建以特高压电网为骨干网架，以

输送清洁能源为主导，由跨洲跨国输电通道和各国

互联的泛在智能电网，从而助推新能源成为全球主

导能源。

全球能源互联网是“特高压电网+泛在智能电网+

清洁能源”，是安全可靠、经济高效、互动性好的能源优

化配置平台。它能够连接“一极一道”（北极、赤道）和

各洲、各国大型能源基地及各类分布式电源，能够将存

在时区差、季节差的各大洲电网连接起来，突破资源瓶

颈、环境约束和时空限制，将太阳能、风能、水能、海洋

能等清洁能源转化为电能送给各类用户，实现风光互

补、地区互济，保障能源供应，提高经济效益，减少环境

损失，降低社会成本，有效解决能源安全发展、清洁发

展、高效发展、可持续发展问题，使全世界成为一个能

源充足、和平和谐的“地球村”。

能源互联网掀开能源发展新篇章

刘振亚在会上介绍了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的规划

设想：2030 年以前的重点是形成共识，推进国内、洲内

电网互联；2030 年至 2040 年的重点是各洲之间的电网

互联；到 2050 年基本建成全球能源互联网。届时，“一

极一道”的外送电力流将超过 12万亿千瓦时，占全球电

力需求的 16%；全球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 300 亿吨标准

煤左右，其中非化石能源约占 80%；全球碳排放总量可

从目前的 320亿吨降至 115亿吨，仅为 20世纪 90年代初

的一半左右，可以将全球升温控制在 2℃以内。随着全

球能源互联网的发展，将与物联网、互联网等深度融

合，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创造巨大

的市场需求，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能够将亚

洲、非洲、南美洲等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缩小地区发展的差异性，促进世界和谐发展，使经济更

繁荣、环境更宜居、生活更美好。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符合电网发展的客观规

律。19 世纪 80 年代全球首个交流输电系统建成以来，

世界电网历经 130 年的快速发展，电压等级由低到高，

电网规模不断扩大，资源配置能力越来越强。目前全

球形成北美东部、欧洲大陆、俄罗斯—波罗的海三个特

大型电网。有关国际组织和国家正在积极推动构建欧

洲超级电网、亚洲超级电网、拉丁美洲电网、北非向欧

洲输电的“沙漠计划”等工作。这些跨国电网都将成为

全球能源互联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刘振亚强调，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符合全人类的

共同利益，符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当

前，中国正与各国一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全球

能源互联网面临重大历史机遇。刘振亚倡议各国政

府、国际组织、社会团体、相关企业行动起来，坚持开放

创新、互利共赢的原则，将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作为全

球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方案，加强沟通、凝聚共识，携

手努力、形成合力，为人类进步作出重要贡献。

（科技日报巴黎6月4日电）

互联全球能源 应对气候变化
——中国企业界为应对全球变暖奉献智慧

本报驻法国记者 李宏策

低碳出行

绿色生活
6月 5日是世界环境日。随着城市交通拥堵

日益严重，自行车逐渐成为许多人的首选交通工

具。如今，骑车出行已不仅是一种通勤方式，更成

为了绿色生活、低碳环保的象征。

图为5月14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几名美国

特工处工作人员在白宫附近骑自行车巡逻。

新华社/美联

世界看好一个美丽的地球

海洋清理行动并不是用船和网四处捕捞，而是使用长期浮动的栅栏，随着
洋流自行流动，使废弃塑料逐渐被集中起来。

“践行绿色生活”，这是中国2015年世界环境日的主

题。这个口号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但是如果你以为它

只是随手关水龙头和骑自行车上班那么简单就错了。

关于“绿色生活”，下面这几件事，你可能还不知道。

住在哪儿决定什么更绿色

无论是把普通汽车换成电动汽车，还是把天然气

换成地热采暖，人们普遍认为，放弃化石能源、使用电

力设备可以减少碳排放。不过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土木

工程师克里斯·肯尼迪认为，知道这些选择背后的电力

能源从哪里来，才是最关键的。

肯尼迪的研究发现，如果选择电力设备来减排，这

个地区的电力生产效率必须低于一个门槛：每生产 1千

兆瓦时的电量，排放的温室气体不能超过 600吨。

如果一个地区的电力生产超过了这个门槛，比如

在印度和澳大利亚，选择电力驱动设备实际上增加了

碳排放。这些国家的大部分电能由煤炭产生，生产 1千

兆瓦时的电会排放 1000 吨二氧化碳。因此，肯尼迪指

出，在这些国家使用集成电气技术交通，可能并不会减

少碳排放，相比之下坐飞机可能更环保。

肯尼迪建议人们在做出“绿色选择”之前，先了解

当地的电力是从哪里来的，并搞清楚某个技术的各个

环节都产生了多少二氧化碳。

少加班多串门或更环保

你可能对环境和气候变暖问题忧心忡忡，但是你

真的说到做到了吗？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安德里亚

斯·沙伊的研究发现，上班时间会影响人们在环境问题

上到底付出多少。

沙伊发现，上班时间越长的人，在环境问题上就越

说到做不到。这看起来有点奇怪：一般而言，工作时间

长的人很有可能收入更多，因此更有资本去实践绿色

生活，比如购买环保产品等。

但是研究结果表明，就算购买了环保产品，这些人也

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些产品是如何使用的，也不会管它在使

用过程中是否节省了能源。因此研究认为，减少加班、保

持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更有利于人们践行环保理念。

那么，下班了做什么呢？美国弗蒙特大学的研究

人员发现，与宅在家里相比，去邻居家串门有助于实现

绿色生活。

这是因为家人之间的交流虽然可以增强感情联

系，但是却限制了人们接触新的观念。而邻居之间差

异性更强，交流过程中可以提供更多新的信息，也更容

易促进人们“见贤思齐”，和邻居一样采取绿色行动，如

节约用水用电、购买有机蔬菜、减少开车等。

开车耗能两倍于坐飞机

在对交通工具高度依赖的现代社会，交通所产生的

能源耗费和碳排放越来越触目惊心。例如，在美国人为

气候变暖做的“贡献”中，交通占了三分之一。美国人每

天用掉3.85亿加仑汽油，平均每人每天用1加仑以上。

众所周知，骑自行车比开汽车更环保。但是你知

道坐飞机与开汽车相比，哪个更节能吗？

美国密歇根大学交通研究所的米歇尔·西瓦克

发现，开汽车耗费的能源是坐飞机的两倍。他研究

了 1970 年到 2012 年美国轻型汽车和国内航班运载一

个 人 行 驶 一 定 距 离 所 耗 费 的 能 源 变 化 趋 势 。 他 发

现，驾驶汽车的能源强度是坐飞机的 2.07 倍。因此，

汽车要达到飞机的能源强度，必须将现在的燃油经

济性从每加仑行驶 21.6 公里提升到每加仑行驶 44.7

公里。

不过西瓦克指出，虽然新汽车产品的燃油经济性在

不断提升，但是它们要提升整个汽车运输行业燃油经济

性，还需要很长时间。比如，美国 2014年轻型汽车销量

为1650万辆，只占美国所有轻型汽车保有量的7%。

应用软件也能节能减排

碳减排听起来有点抽象，有没有一款应用软件

APP 可以记录自己采取的绿色行动，并告诉你，这些点

点滴滴到底产生了多大影响？有。

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的南希·黄教授设计了

一款能源跟踪 APP，可以让用户使用手机轻松减少每

天的能源消耗。

这款 APP 设计成日记格式，用户可以选择每天采

取哪些行动来减少碳排放和能源消费。APP 里的绿色

生活方式被分为电力、循环使用、旅行、食物和日常耗

费几大类，每个种类中又包括具体的绿色行动，比如对

牛奶罐循环利用、换上更节水的马桶等，用户可以根据

自己的特点选择每天采取哪些节能行动。

在记录自己为绿色生活所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

时，这款 APP 中会告诉你具体减少了多少碳排放。为

了让用户更直观地看到自己的环保行为产生了什么影

响，APP 中设计了一个抱着细细冰柱的北极熊，随着用

户节省的能源越来越多，冰柱会逐渐变大，直到北极熊

可以坐在上面，并出现越来越多的北极熊。

这款 APP 今年 4月已经上线，在 iOS和安卓平台都

是免费的，名字叫做“我的地球”。

绿 色 生 活 ：你 得 先 知 道
——衣食住行的环保新概念

本报记者 刘园园

科技日报北京6月4日电（记者华凌）海洋上四处飘

荡的废弃包装盒、塑料瓶、三明治包装纸、购物袋，令人震

惊甚至有些绝望。英国《卫报》去年报道称，有超过5万亿

塑料碎片漂浮在海洋中。近日，韩国汉城数字论坛发出声

明，将在2016年启动全球海洋塑料垃圾清理行动。

数百万吨的塑料进入海洋，影响了大量的海鸟和

海洋哺乳动物的生活，对人类健康也产生很大的负面

影响。有毒的化学物质（包括多氯联苯和滴滴涕）被塑

料吸附，浓度可增加 100万倍。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6 月 3 日

报道，清理海洋塑料的任务需要

利用海洋环流。在全球范围内，

海洋环流使大量的塑料垃圾聚

集，循环洋流会把这些垃圾逐渐

堆积到一隅海域。使用长期浮

动的栅栏，随着洋流自行流动，

即可使废弃塑料逐渐被集中起

来，这远比用船和网四处捕捞要

高效。

全球海洋塑料垃圾清理行

动第一阶段业务试点部署，将在

日本和韩国之间沿海跨越 2000

米的水域展开，运行历时至少两

年，目标是接近到对马群岛海岸

附近。而在未来 5年的一系列大规模的任务中，海洋清

理行动还将在夏威夷和加利福尼亚之间部署 100 公里

长的清理系统，以清除约一半的泛太平洋垃圾带。

一个由百名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行动团队确

认，这个海洋清洁的行动系统是可行的，这种方法比传

统方法更省时且便宜。他们声称，若用传统的容器和

网来收集海洋中的塑料废物，则约需要 7.9 万年的时

间，花费数十亿美元。

全球海洋塑料垃圾清理行动明年启动

6月 5日是世界环境日。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定今年

世界环境日主题为“七十亿个梦

想：一个地球，理性消费”。

中国环境保护部日前确定我

国的主题为“践行绿色生活”。

中国的主题与联合国的主题

相呼应，都是向人们传递和弘扬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设生态文

明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提升人

们的认识和理解，并自觉转化为

实际行动。

在世界环境日，人们呼吁正本

溯源，人类离不开地球，人类发展

离不开自然。要想可持续发展，我

们必须尊重和兼顾自然，探索一条

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新路。

在世界环境日，人们呼唤发展

路径的绿色转型,提倡生态文明建

设，不再简单地以 GDP 论英雄，把

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

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

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使之成

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

和约束。

在世界环境日，人们期盼青

山、绿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是发展理念和方式的深刻变革，

也是执政理念和方式的深刻变革。

在建设生态文明的征途上，中国将与世界共同

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明天，而世界也将更加看好一个

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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