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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22期新闻稿：我们环抱树木，乃因树木无言
 

《善待这片土地》塞图·莱吉（印度尼西亚）作于2010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在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与会代表决议设立年度世界环境日。1974年，联合国号召全球
以“只有一个地球”（Only One Earth）为口号开展6月5日世界环境日纪念活动；而今年世界环境日的
主题是“恢复生态系统”，突出体现了资本主义制度对地球维系生命能力的长期损害。全球足迹网络
智库（Global  Footprint  Network）报告称，人类生活所需的地球不止一个，而是1.6个。人类生活所
需地球超过一个的原因是，我们损害生物多样性，造成土地退化，污染空气和水源，我们正在过度消

https://staging.thetricontinental.org/zh/newsletterissue/22-huanjing/
http://www.thecontinental.org/
https://www.unep.org/news-and-stories/press-release/pakistan-host-world-environment-day-2021
https://www.footprintnetwor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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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这个星球。

本期新闻稿包含了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关于人类面临环境灾难的红色警报。多位重要科学家参与了本期
红色警报的编写。可在下文中阅读或点击这里下载PDF文档；希望读者广为传阅。

 

第11期红色警报：只有一个地球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21年的一份新报告《与自然和平相处》强调了“气候、生物多样性损失、污染等
地球三大紧迫环境问题的严重性”。环境署称，这三个“人类自作自受的地球危机将今世和后代的福
祉置于难以容忍的风险之中。”本期红色警报发布之际恰逢6月5日世界环境日，是与国际反帝国主义
斗争周（International Week of Anti-Imperialist Struggle）联合编写的。

地球环境的破坏程度
生态系统的退化速度惊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2019年的报告提供了几个关于环境破坏
程度的实例：

在预估有800万种的动植物中，已有100万种面临灭绝的威胁。
自1500年以来，人类活动已致使至少680种脊椎动物灭绝；在近50年里，全球脊椎动物种类数量减少
了68%。
野生昆虫数量锐减50%。
截止2016年，用于食用和农耕的驯养哺乳动物品种中已有超过9%灭绝，另有1000个品种濒临灭绝。

https://staging.thetricontinental.org/zh//red-alert-11-huanjing
https://www.unep.org/resources/making-peace-nature
https://wedocs.unep.org/xmlui/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35114/MPNKM.pdf
https://antiimperialistweek.org/en/
https://antiimperialistweek.org/en/
https://ipbes.net/global-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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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使得生态系统退化加速，加剧了污染、浪费、森林砍伐、土地用途改变和土地开发等现象，
并强化了碳驱动能源系统。例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2020年1月的报告《气候变化与土地》（Climate  Change  and  Land）指出，人类已知湿地仅
剩15%，且大多数已退化到恢复无望的程度。环境署2020年的文件显示，2014年至2017年，珊瑚礁遭
受了有记录以来最为持久的严重白化现象。预计珊瑚礁将随着气温上升而急剧减少；如全球升温1.5
摄氏度，仅10%到30%的珊瑚礁可存活；如升温2摄氏度，则幸存的珊瑚礁将不足1%。

 

《古巴1952年》雷内·梅德罗斯·帕佐斯（古巴）作于1973年

 

就目前情况而言，北冰洋到2035年极有可能将无冰可寻，这将破坏北极生态系统和洋流循环，全球和
区域的气候和天气或将因此改变。北极冰盖的这些变化已经引发了大国之间对该地区军事主导权和宝
贵能源、矿产资源控制权的争夺，进一步为毁灭性的生态破坏埋下隐患。2021年1月，美国军方在一
份题为《重掌北极主导权》（Regaining Arctic Dominance）的文件中将北极定性为“兼具角逐场所、争

https://www.ipcc.ch/site/assets/uploads/sites/4/2020/02/SPM_Updated-Jan20.pdf
https://www.unep.org/resources/report/projections-future-coral-bleaching-conditions-using-ipcc-cmip6-models-climate
https://www.ipcc.ch/sr15/chapter/spm/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20/08/200810113216.htm
https://api.army.mil/e2/c/downloads/2021/03/15/9944046e/regaining-arctic-dominance-us-army-in-the-arctic-19-january-2021-unclassifie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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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进攻路线、美国众多自然资源的重要来源地以及全球实力展现平台。’

在海洋变暖的同时，重金属、溶剂、有毒淤渣等工业废物的年倾倒量高达4亿吨，这还不包括放射性
废物。这些废料极具危险性，但它们在海洋倾倒垃圾总量中仅占极小比重，此外还有数百万吨的塑料
垃圾。2016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到2050年，海洋中塑料的重量可能会超过鱼类的重量。海洋中的塑料
会聚集成螺旋形漩涡，太平洋垃圾带（Great Pacific Garbage Patch）便是其中之一，在160万平方公里
（大致相当于伊朗的面积）的聚集区内漂浮着约79,000吨的海洋塑料。太阳紫外线将塑料碎片分解为
无法清理的“微塑料”，这些微塑料将扰乱食物链、破坏栖息地。工业垃圾倾倒至各种水域，包括河
流等淡水水域，每年至少导致140万人因饮用水被病原体污染死于本可预防的疾病。

 

《失落之湖的子孙》埃德加·“智者”·弗洛雷斯（墨西哥）作于2017年

 

各种水域里的垃圾在人类产生的垃圾中仅占一小部分，每年垃圾总量预计为20.1亿吨废物。这些垃圾
中只有13.5%被回收利用，5.5%用于堆肥，其余81%被丢弃在垃圾填埋场，被焚烧并释放温室气体等有
毒气体，或者流入海洋。按照目前的垃圾生产速度，这一数字到2050年预计将上升70%，达到34亿吨。

一切研究都表明，包括垃圾制造在内的污染并未减缓，气温上升速度并未放慢。例如，环境署2020
年12月的《排放差距报告》（Emissions  Gap  Report）显示，以目前的排放速度，到2100年全球气温
将比工业化前的水平至少提高3.2摄氏度，这一数字远超过《巴黎协定》设定的1.5-2.0度限制。地球
变暖和环境恶化是相互影响的：2010年至2019年，森林砍伐、耕地土壤碳素损失等土地退变现象造成
了四分之一的温室气体排放，而气候变化则进一步加剧了荒漠化，扰乱了土壤养分循环。

 

https://www.ipbes.net/sites/default/files/2020-02/ipbes_global_assessment_report_summary_for_policymakers_en.pdf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47/6223/768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47/6223/768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EllenMacArthurFoundation_TheNewPlasticsEconomy_Pages.pdf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8-018-22939-w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25326X11003055
https://www.unep.org/resources/assessment/global-environment-outlook-6-summary-policymakers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0317
https://www.unep.org/emissions-gap-report-2020
https://www.ipcc.ch/srccl/
https://www.ipcc.ch/src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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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与伦比的拉合尔》法里达·巴托尔（巴基斯坦）作于2006年

 

何为共同且有区别的责任？
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宣言中，得到国际社会共识的第七项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规定，所有国家均需承担一定的“共同”减排责任，但由于发达国家历史上在造成气候变化的全球累
积排放量中所占份额远远大于其他国家，它们要承担更大的“有区别的”责任。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
心（Carbon Dioxide Information Analysis Centre）全球碳计划组织（Global Carbon Project）的数据显
示，美国一国自1750年以来就是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源头。历史上的碳排放大国均为工业殖民列强，
主要是欧美国家。从18世纪开始，这些国家在大气中的碳排放量不但占大部分，而且不断透支与其人
口比例相称的全球碳预算份额。而对造成气候灾难负有最少责任的国家，比如一些海岛小国，却要承
受最严重的后果。

基于煤炭和油气的廉价能源以及殖民列强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使得欧美国家得以用牺牲殖民地的代价
来提升本国国民的福祉。如今，7.47亿欧洲人与13.8亿印度人的平均生活水平存在极大差异，与一个
世纪前同样显著。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对碳特别是煤炭的依赖程度居高不下，但即便如此，中印

https://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generalassembly/docs/globalcompact/A_CONF.151_26_Vol.I_Declaration.pdf
https://cdiac.ess-dive.lbl.gov/GCP/
https://cdiac.ess-dive.lbl.gov/G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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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近来的碳使用量也远低于美国。2019年，澳大利亚人均碳排放量为16.3吨，美国为16吨，是中国
的7.1吨、印度的1.9吨两倍以上。

世界各国都必须采取措施，摆脱对碳基能源的依赖，防止环境严重恶化，但发达国家应负责采取两大
紧急行动：

减少有害排放。发达国家应尽快大幅减排，到2030年至少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70%到80%的排放量，1.
并力争到2050年进一步减排。
为缓解和适应赋能。发达国家必须通过转让可再生能源技术、提供融资来帮助发展中国家缓解和适2.
应气候变化的影响。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指明了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之间的工业资
本主义地理鸿沟的严重影响及其对全球碳预算中两方不公平份额的作用。

正因为此，在2016年的坎昆会议上，众多气候会议的与会国家一致同意设立绿色气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当前目标是截止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由拜登新政府执政的美国已承诺
在2024年前将其国际援助金额翻一番，并将用于适应气候变化的资助增加两倍。但鉴于基数很低，这
个金额仍远远不够。国际能源署每年都在其《世界能源展望》（World  Energy  Outlook）中表示，用于
气候的全球实际资金应达到万亿规模。西方大国无一向该基金承诺过如此规模的资助。

 

《砂川五番》中村宏（日本）作于1955年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2-emissions
https://unfccc.int/resource/docs/convkp/conveng.pdf
https://www.greenclimate.fund/home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4/23/fact-sheet-president-bidens-leaders-summit-on-climate/
https://www.iea.org/weo2019/fu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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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做什么？
向零碳排放转变。以占全球碳排放总量78%的20国集团为首的世界各国亟需齐心协力制定切实计划，1.
向零碳排放转变。就实际情况而言，这意味着到2050年要实现零碳排放。
削减美军的碳足迹。美军目前是最大的单一温室气体排放组织。削减美军碳足迹将显著减少政治问2.
题和环境问题。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补偿。发达国家务必要为其碳排放造成的损害提供气候补偿。要求用包括核3.
废料在内的有毒有害垃圾污染水域、土壤、空气的国家承担清理费用；要求停止生产和使用有毒废
料。
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用于缓解和适应的资金和技术。除上述措施之外，发达国家必须每年提供1000亿4.
美元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包括适应和抵御气候变化带来的实际的灾难性影响。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低地国家和海岛小国已经在承担这些影响了。必须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用于缓解和适应的技术。

 

https://www.un.org/en/actnow/facts-and-figures
https://watson.brown.edu/costsofwar/files/cow/imce/papers/Pentagon%20Fuel%20Use%2C%20Climate%20Change%20and%20the%20Costs%20of%20War%20Revised%20November%202019%20Crawfor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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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树运动

 

5月21日，抱树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桑德拉尔·巴胡古纳（1927-2021）离开了我们。1973年，印度杰莫
利县政府将一整片白蜡树林分给了一家私人公司。高拉·戴维、苏德萨·德维、C.P.  巴特、桑德拉
尔·巴胡古纳等人决定阻止伐木者，保卫高拉·戴维所说的“maika”，即母亲的家园。雷尼村的妇女前
去环抱住那些树木，阻止伐木者砍树。抱树运动正因为拥抱（chipko）这一举动而得名。正是由于杰
莫利县群众声势浩大的争斗，印度政府被迫于1980年通过了《森林保护法》并设立了环境部。

在巴胡古纳的最后岁月里，他目睹了印度现任政府纵容森林砍伐和土地退化的行径。根据全球森林观

https://www.globalforestwatch.org/


9

察（Global Forest Watch）的数据，2019到2020年，印度的树木覆盖率降低了14%，其中36%的森林极
易遭受火灾。森林仿佛在呼唤一次新的抱树运动，这一次不仅是在杰莫利县或是印度，而是地球的每
个地方。

 

热忱的，

Vijay

https://www.globalforestwatch.org/
https://www.globalforestwatch.org/
https://www.globalforestwatch.org/
https://www.globalforestwatch.org/
https://www.globalforestwatch.org/
https://thedailyguardian.com/forest-fires-not-a-priority-for-government%EF%BB%BF/

	Tricontinental: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2021年第22期新闻稿：我们环抱树木，乃因树木无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