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溫帶大陸性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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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稀少

例：烏魯木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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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表面溫度的改變
(1901至2016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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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極洲
格陵蘭

南極洲和格陵蘭冰流失的分布
(2003至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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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極端天氣事件愈趨頻繁
氣候變化影響極端天氣事件出現的頻率、強度、影響範圍、長度和發生時間。根據IPCC《第五
次評估報告》，自1950年起全球暖日和暖夜的數目上升，而冷日和冷夜的數目則下降。自二十
世紀中期以來，很多陸地都經歷了更多的熱浪。在陸地上，大雨事件增加的地方也比較多。

圖1.18 冷夜(a)、冷日(b)、暖夜(c)和暖日(d)的長期趨勢ix

來源︰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

IPCC第四次及第五次評估報告均清楚指出氣候系統變暖是無庸置疑的。

(a) 冷夜 (b) 冷日

(c) 暖夜 (d) 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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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夜(a) 、冷日(b)、暖夜(c)和暖日(d)的長期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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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了自然和人為因素的模擬結果

只考慮了自然因素的模擬結果
全球表面平均溫度距平的實況觀測

年份

以電腦氣候模式模擬
全球表面平均溫度距平的結果

(相對於1880-1919年)溫度距平 (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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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城市發展的其他可能影響

過去五十多年，香港年平均雲量每十年上升約1.1%viii。雲量上升的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人類活
動排放懸浮粒子到大氣中，使凝結核濃度增加，有利雲的形成所致。除了大氣中的凝結核增加
外，城市的熱力可以助長對流，兩者皆有利降水。天文台的研究指出在1956至2005年期間，市
區雨量上升的幅度較新界及離岸地區高。

懸浮粒子與雲量的增加都會減低到達地面的太陽輻射量。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香港觀測

到的太陽輻射量有整體下降趨勢。

相對濕度受溫度及大氣的水汽含量影響。在一般情況下，相對濕度隨着溫度的上升而下降。在

日間，郊區的升溫較市區顯著，相對濕度較市區低；晚間郊區降溫較市區快，相對濕度較市區

高。

圖3.8 天文台與打鼓嶺相對濕度平均日際變化ix

來源︰H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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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台與打鼓嶺相對濕度平均日際變化

城市熱島效應與全球暖化

城市發展會引致城市熱島效應，繼而使相關城市暖化。然而，城市熱島效應的影
響只局限於城市，對全球溫度的影響有限。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
《第五次評估報告》指出城市熱島效應對全球陸地表面在過去百多年的升溫貢獻
不超過百份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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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圖3.10a 夏 季 各 站 平 均 最 高 溫 度 的 地 區 分
布，綠色顯示為高地站 x

來源︰HKO

圖3.10b 冬 季 各 站 平 均 最 低 溫 度 的 地 區 分
布 ， 綠色顯示為高地站 x

來源︰HKO

2017年香港天文台於九龍半島安裝超過三十個小型溫度站來研究市區的微氣候變化。初步研究
發現，九龍半島的溫度分布受風向影響。參閱圖3.11，在吹東風的情況下，九龍半島東面的溫
度相對較低，與市區中心及西面溫度可相差約4°C。

圖3.11 九龍半島的微氣候研究初步結果
來源︰HKO

夏季各站平均最高溫度的地區分布
（2010至2015年）

冬季各站平均最低溫度的地區分布
（2010至2015年） 

東風

錄得溫度 (°C)

九龍半島的微氣候研究初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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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7.4 氣候變化怎樣影響我們？

7.4.1 氣候變化對自然的影響
7.4.2 氣候變化對人類的影響
7.4.3 氣候變化對香港的影響

7.4.1 氣候變化對自然的影響

氣候變化影響生態系統的微妙平衡。一些陸地、淡水和海洋物種會隨着氣候變化而改變其地理
分布、季節活動、遷移模式、數量以及與其他物種的互動。未能快速適應氣候變化的物種數量
會減少，甚至絕種。

      物種的地域分布

假如物種不能適應更暖的環境，牠們必須向較涼的區域遷移。在陸地上的物種會向較高緯度或
較高海拔的地區遷移；在海洋的物種會向較高緯度或更深的海洋遷移。 

章節撮要

本章節介紹氣候變化對自然界的物種以及人類社會的影響，並簡介氣候變化對香港生物多樣

性、市民健康和經濟等的影響。

7.4 變化又如何 - 氣候變化怎樣影響我們？

氣候變化的趨勢

這些變化對自然及人類有何影響呢？

1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官方翻譯為冰蓋（Ice Sheet）

溫度 海水 
1溫度

海平面 海冰 冰原1 冰川 極端 
1天氣



北大西洋 北大西洋

緬因灣 緬因灣

高低 中
捕獲的龍蝦數量

美國龍蝦分布的改變

海水 
1溫度

氣候模式推算大草原氣候移入針葉林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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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氣候變化對香港的生物多樣性、市民健康、能源供應及基礎設施等也有影響。

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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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7.5 我們可以怎樣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
7.5.1 國際合作
7.5.2 政府行動
7.5.3 個人行為

7.5.1 國際合作

世界氣象組織（WMO）及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在1988年共同成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

委員會（IPCC），定期審視全球最新、與氣候變化有關的文獻，並編寫報告，為世界提供清晰
的科學觀點和客觀資料，包括氣候變化的科學基礎和成因，氣候變化對環境、社會和經濟的潛
在影響，以及應對這些影響的適應和減緩方案。 

1992年聯合國於里約熱內盧召開地球峰會，各國通過《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
。這是一項國際環境條約，目的是將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穩定在一個水平，以防止人類活動對
氣候系統造成危險的干擾。為實現此目標，聯合國於1997年及2015年分別制定了兩項重要的國
際協議：《京都議定書》和《巴黎協定》。

     《京都議定書》

1997年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三次締約方會議（COP31）在日本京都舉行，《京都
議定書》在會上獲得通過，但直至2005年才生效。

1  締約方會議（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簡稱為COP

章節撮要

本章節簡介國際社會聯手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包括《京都議定書》和《巴黎協定》兩份國

際協議，並介紹減緩、適應及應變這三方面的工作內容，以及個人行為如何支持應對氣候變

化的行動。

7.5 如何去應對 - 我們可以怎樣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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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締約方 承諾減排百分比i

（相對1990年水平）
實際結果ii

（2008至2012年平均） 達標

歐盟（15個國家） -8% -18% √
日本 -6% 4% X

加拿大 -6% 24% X
克羅地亞 -5% -15% √

新西蘭 0% 38% X
俄國 0% -50% √

表 5.1 第一承諾期部分國家減排承諾與實際結果

《京都議定書》確立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即應對氣候變化是所有國家的共同責
任，但由於較發達國家2在過去百多年的工業活動是造成現今溫室氣體處於高濃度水平的主要原
因，所以較發達國家應該比欠發達國家3承擔更大的減排責任。

談判採用由上而下的方式進行，通過各國的協商，制定較發達國家的減排目標。由於各國政府
要考慮自身的情況和經濟利益，執行協議的難度可想而知。 

《京都議定書》的減排承諾期為2008至2012年，歐盟及37個較發達國家4承諾在2008至2012年

間整體減少5%或以上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以1990年水平為基準。 

在2012年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十八次締約方會議（COP18）上，對《京都議定
書》的多哈修正獲得通過，把2013至2020年訂立為第二個減排承諾期，參與減排的締約方承諾

減少18%或以上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以1990年水平為基準。

2  教師參考︰亦被《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稱為已發展國家（Developed Countries）
3  教師參考︰亦被《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稱為發展中國家（Developing Countries）
4  教師參考︰亦被《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稱為工業化國家（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京都議定書》的成效

有批評質疑《京都議定書》的成效，指部分較發達國家的參與度不足，例如美國在2001年表示
無意執行《京都議定書》，加拿大亦於2012年正式退出。

在2008至2012年第一承諾期，有些較發達國家成功實現減排目標，有些卻未能做到。

亦有批評指「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讓欠發達國家無須承擔減排責任，它們的排放量增

加抵消了較發達國家的減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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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減緩

(a) 使用再生能源代替化石燃料
• 減少使用化石燃料，增加太陽能、風能、水力發電等再生能源的比例。

圖 5.3a 太陽能板
來源︰American Public Power Associationvi

圖 5.3b 水力發電堤壩
來源︰American Public Power Associationvii

(b) 提高能源效率
• 提高使用能源的效益，例如使用更省電的電器、更省燃料的汽車，建築物內使用智能省電設

施等。

圖 5.4 垂直綠化建築物viii

(e) 植林及城市綠化
• 種植樹木可以增加碳匯6，綠色屋頂或垂直綠化建築物可以產生冷卻效果，以降低空調的能源

消耗，亦可減少建築物表面吸熱以紓緩城市熱島效應。

6  從大氣中清除二氧化碳的過程、活動和機制

(f) 碳捕捉和儲存
• 科學家正研究捕捉大氣中二氧化碳，並把它長時間存放在地下或深海中，或與生物結合儲

存。但大部分的技術仍處於發展初階，未能大規模應用。

(c) 改善運輸系統
• 鼓勵公眾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自行車或步行，推廣使用電能或混能動力汽車。

(d) 改善廢物管理
• 發展轉廢為能技術，既可有效處理城市廢物，亦可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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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應變
加強應變能力有助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壓力。表5.3是美國國家海洋及大氣管理局（NOAA）建
議加強應變能力的步驟︰

表5.3 加強應變能力的五個步驟與例子

圖5.8 美國休斯頓面對極端降雨及風暴潮引致的海水淹浸問題
來源︰Michael Slatenxv

- 組成工作小組

- 調查該地區曾面
對及將來可能面
對的極端天氣

- 列出所有可能受
影響的「資產」，
包括人、資源、生
態系統、基礎設施
等

- 確定哪些資產會
受極端天氣影響

- 評估資產的脆弱
程度

- 評估資產可能要
面對的風險

- 考慮各個應變方
案

- 參考其他個案

- 確定哪些方案是
可行的

- 計算各方案的成
本、利弊及各部
門的應變能力

- 選出最佳方案

- 採取行動

- 取得大眾支持

- 監察成效，作出
適當改動

- 美國休斯頓面對
極端降雨及風暴
潮引致的海水淹
浸問題

- 預計未來極端降
雨會變得更頻繁，
風暴潮威脅會增
加

- 工作小組特別關
注了休斯頓的石
油化工行業及太
空中心Johnson 
Space Center

- 工作小組與多個
政府部門合作編
制氣候數據，運
用多項增強應變
能力的工具進行
分析和研究

- 基於研究結果製
作了氣候變化應
變網站www.adapt2
climate.org，制定
了9項指引

- 向公眾提供相關
資訊

- 繼續豐富氣候變
化應變網站的資
料

步驟 xiii

例子 xiv

探索氣候危機      評估脆弱程度和風險        準備應變策略                 評量及計劃                         採取行動



67%
發電

18%
運輸

廢物及
其他

90%
建築物

源自鐵路電力消耗的
碳排放佔整體碳排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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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圖5.11 日常生活減少碳排放的方法xxii

行
•   使用公共運輸工具。 
•   減少駕駛。
•   精明計劃行程。
•   切勿讓引擎空轉。
•   以適當速度行車。
•   妥善維修保養車輛。
•   維持適當的輪胎氣壓。
•   購買具燃料效益的車輛（例如電動車或混合動力車輛）。
•   與別人共用汽車。
•   使用樓梯，減少使用升降機。

住
•   購買具能源效益的電器（附能源標籤）。
•   使用具能源效益的電燈泡（例如慳電膽）。
•   把空調溫度調校至攝氏24-26度 。
•   電器不使用時要關掉。 
•   不要把電器置於備用狀態。 
•   安裝低流量式花灑頭，淋浴時間要快。 
•   關掉任何房間內不需使用的電燈。
•   盡可能使用風扇來替代冷氣機。
•   定期清洗冷氣機的隔塵網。
•   當冷氣機開啟時，應關閉門窗，並使用窗簾或百葉簾遮擋陽光。
•   不要將電燈或電視機放置在冷氣機恆溫器附近。因為恆溫器感受到來自這
      些電器的熱量後會延長冷氣機的運行時間，從而造成能量的不必要浪費。
•   購物時自備購物袋，減少使用膠袋。
•   簡約包裝，減少使用禮物包裝，避免浪費資源。
•   選購較耐用的貨品；購買時亦應三思，避免購買不必要的東西而造成
      浪費。
•   將不適用的禮物送給慈善團體，轉送給有需要的人。
•   將金屬、塑料、廢紙及其他可回收物品（例如：舊衣服、
     舊電器）等可回收的廢物與其他廢物分開處理，
     方便循環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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