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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立足西北脆弱生态环境 坚持绿色复苏气候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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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

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强

调:“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

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当

前,世界正处于机遇与挑战交汇并存的历史时期,新
一代信息技术发展为我国提供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最

好的机遇窗口,但是,随着逆全球化思潮的抬头以及

疫情后全球经济的复苏乏力,我国发展已经进入战

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时期。面对新征程上的巨

大风险挑战,破除阻碍我国发展的“卡脖子”难题,需
要加快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优化创新资源配置。

1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面临的挑战
  

气候是重要的自然资源,在人类文明兴衰演替

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以变暖为主要特征

的全球气候变化主要源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大

量排放二氧化碳,导致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显著增

加。气候变化已经对自然和经济社会造成严重影

响,成为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因此,研究气候变

化既是应对全球变暖所必须的科学基础,又是国家

开展气候治理,增强国际话语权的战略所需。我国

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定支持应

对气候变化多边进程,积极承担符合自身发展阶段

和国情的国际义务,建设性地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受
到国际社会高度肯定。

  

尽管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我国已取得举世瞩目

的成就,但由于地形和气候系统极为复杂,尤其是生

态环境脆弱的西部地区,极易受到气候变化的不利

影响。西部地区是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祖
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和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

地,也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荒漠化防治示范区。
近几十年来,西北干旱区气候呈现明显的暖湿化趋

势,但气候“变湿”主要表现为大气极端降水增加,难
以形成可利用的水资源,同时伴随升温导致蒸发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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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土壤干旱化仍在加剧,沙尘排放甚至也有所增

加。尽管“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45年来,区域荒漠

化、沙化土地治理呈现出“整体好转、改善加速”的良

好态势,但西北沙化土地面积大、分布广、程度重、治
理难的基本面尚未根本改变[1]。特别是随着干旱区

的增温,冰冻圈加速退缩,过去60年中国西部冰川面

积减小18%,新疆境内、阿尔泰山和祁连山冰川面积

分别缩小11.7%、37.2%和5.5%~48.5%[2],并且未

来仍将加速退缩,导致水资源支撑能力极大减弱。因

此,在气候变暖加剧、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的背景下,如
何减缓气候变化对西北地区的不利影响,实现“降温

增湿”,把水留在西北,迫在眉睫。

2 以绿色复苏气候治理理念推动西北脆弱

环境生态治理
  

站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

2020年提出坚持绿色复苏的气候治理新思路,为推

进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2023年提出构建

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把应对气候变化、
新污染物治理等作为国家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重点

领域。西北地区的气候治理,一方面涉及年代际气

候预测这一大气科学研究领域的国际公认难题,另
一方面还涉及气候变化临界点这一地球科学国际前

沿与热点问题。最新研究表明,随着全球气温持续

升高,气候系统越来越逼近临界点[3]。当一个临界

点被触发之后,可能会像推倒多米诺骨牌一样,推动

气候系统倒向另外一个临界点,产生级联效应,引发

大规模灾难甚至毁灭级的气候破坏。在区域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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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些地区气候甚至可能已经越过了临界点,例
如,在亚洲中部的蒙古国,持续性升温和过度放牧导

致的草原退化,使其出现了大规模不可逆转的生态

变化[4]。西北地区的冰冻圈是当地赖以生存的水资

源命脉,对气候变化非常敏感,在干旱区持续快速升

温背景下也可能出现临界点,对地区生态和水资源

安全产生巨大影响。
作为西北地区从事气候变化研究的科技工作

者,聚焦西北脆弱生态环境,通过绿色复苏气候治

理,减缓气候变化对西北地区的不利影响,是义不容

辞的责任。2023年6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

古巴彦淖尔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

“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会议强调要全

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
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

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
在此背景下,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气”一体化保

护和系统治理理念,依托西北地区高山冰雪资源、风
电光伏清洁能源等特色优势,结合陆气相互作用理

论与人工影响天气技术创新,开展区域气候治理和

绿色复苏行动,减缓区域升温速率和提升可利用水

资源总量,是保障西北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高质量

发展,铸就北疆绿色长城的重要途径。而其背后的

基础科学问题是全球变化背景下西北地区的年代际

气候预测,生态保护和修复影响下的区域气候反馈

与水资源响应,以及“双碳”目标下西北地区风光清

洁能源科学利用及其固碳效应。已有研究发现,干
旱地区光伏电站的减碳效率可达植树造林的50倍

以上,在撒哈拉沙漠建设占总面积20%的光伏电站

可使得区域降水增加1倍以上[5]。

3 加强基础研究战略布局,推动干旱区气候

治理
  

当前,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

进,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深入,科学研究范式发生深刻

变革,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世界

主要国家纷纷强化需求导向,加强基础研究的战略

布局,深刻影响和改变了基础研究的组织模式。作

为扎根西北开展气候变化研究的科技工作者,我们

要面向西北地区脆弱生态环境、水资源安全和应对

气候变化等重大需求,凝练科研任务与目标,真正把

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西北地区的绿色复苏气候治

理,涉及“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气”等多个学科领域,迫
切需要有组织和建制化的大科学研究才能实现协同

治理,并且需要拓展和深化国际合作。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人类要破解共同发展难题,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需要国际合作和开放共享。但随着逆全球化思

潮的加剧以及少数国家大搞“脱钩断链”和保护主

义,我国的科学研究也面临着不少“卡脖子”风险。
以气候变化研究领域为例,全球尺度的长时序高分

辨率遥感产品与再分析数据、地球系统模式、精密观

测仪器设备、超级计算机核心部件等方面,与国际先

进水平仍然存在一些差距。基础研究需要加强与国

家需求和业务应用的衔接,合力破解制约我国科技

发展的潜在风险,比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

中国气象局共同设立的气象联合基金就是从基础研

究走向应用基础研究的典范。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们需

要始终保持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时不我待的责任感,
勇攀科技高峰、破解发展难题。需要我们这批“答卷

人”接续传承牦牛精神、骆驼精神,传承老一辈科学

家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坚定信念,努力开拓西北气

候绿色复苏治理的新范式,为实现“三个面向”“四个

率先”目标,改善西北地区气候生态环境,支撑“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荒漠化防治以及全球干旱区气候治

理,铸就更有利的国际发展环境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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