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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使命

EJF相信環境安全是一項基本人權。

環境正義基金會致力於：
 

˙結合環境安全、人權和社會需求，保護自然環境，以
及依賴其生存的人和野生動植物。
˙根據當地最迫切的需求，因地制宜地提供和實施解
決方案—培訓直接受到影響的當地居民和社區，讓他們
能夠調查、揭露和應對環境變化和侵犯人權的行為。
˙提供最新影視技術、研究和宣傳技巧方面的培訓，使
他們能夠記錄問題與解決方案，並透過媒體宣傳，建立
能夠帶來建設性變革的公共和政策平台。
˙提高國際社會的意識，讓我們的合作夥伴所致力於
解決的問題得到更多的關注。
 
 

氣候專案

氣候變遷為環境和人權議題，環境正義基金會認為，氣候

變遷為21世紀世界和平與安全、發展和人權首要威脅。

環境正義基金會氣候專案致力於提高氣候難民的國際

意識和保障，氣候難民背負的氣候變遷責任最低，卻首

當其衝，受到最大影響，我們應積極維護暖化世界中的

氣候正義。

我們的願景為零排放、公平對待並支持在不可逆轉的氣

候變遷下，受影響的民眾。

環境正義基金會力求透過自然林地與再生能源投資，達

到碳中和。

守護人類與地球

環境正義基金會 (EJF) 
環境正義基金會（EJF）是一個致力於在全球解決威脅環境
安全和侵犯人權行為的英國組織。 
| Registered charity No. 1088128 |

 

EJF, 1 Amwell Street, London, EC1R 1UL, United Kingdom

info@ejfoundation.org

www.ejfounda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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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危險在眼前清楚可見，氣候持續變遷且將危害所有人。」

在氣候變遷的種種畫面中，人們或許誤以為只有北極熊是關注
焦點，事實上，氣候變遷事關世上所有生物，對人類的威脅也大
於地緣政治衝突或恐怖主義。二戰結束後種種基本人權或社會
的進展，都可能因氣候變遷而歸零，它更逐漸威脅脆弱國家或
地區內部的和平。

下筆之時，全球大氣層二氧化碳濃度首次突破410ppm，創數百
萬年來新高，科學家早已預測此事會發生，事實也的確如此，
其後果亦反映在全球近期氣溫上：2017年6月，全球氣溫連續
390個月高於20世紀平均值；全球自1880年開始記錄氣溫以
來，2017年3月的氣溫亦達到史上第二高。

這些跡象對全球各族群影響深遠，氣候變遷將造成赤貧惡化、
糧食供應不穩、淡水等天然資源分配失衡，對經濟、社會、政治、
生態帶來更大壓力，貧困族群處境也更艱辛。為了對抗糧食與
水資源不均、貧困、不平等，並改善環境永續、醫療、教育、和平
等，人類社會採取種種作為，卻都會受到全球暖化、極端天氣事
件加劇、海平面上升、海洋酸化威脅，並面臨洪旱災害衝擊。

氣候影響超越國界、不分貧富

隨著氣溫升高、降雨模式變化，各國爭搶資源、糧食、用水等情
況更加激烈，海平面上升和極端天氣事件將迫使更多人離鄉。
預估至2100年，海平面將升高28公分至98公分，產生嚴重衝
擊。

在孟加拉，數千萬民眾的住處與海平面等高，由於土地逐漸沒
入海中，居民將被迫搬遷；印尼約三億人口的住處鄰近海岸，面
對海平面上升處境堪慮；吐瓦魯、馬爾地夫、萬納杜等島國預估
將徹底消失，全國民眾也將被迫撤離。

這些情景將在全球低窪地區反覆上演，貧困與弱勢族群固然將
遭受最嚴重衝擊，富裕國家社區也將被迫離開家園，以美國為
例，紐奧良、佛羅里達州部分地區、東岸部分區域均受海平面上
升威脅，美國前國安顧問Richard Clarke於2017年2月表示，氣
候變遷是加州及全美最大單一風險。

颶風和暴風雨的威力和頻率也將大幅提高，颶風Har vey與
Irma均為實證，兩者分別在2017年8月及9月重創美國及多座
加勒比海島嶼，讓世人一窺未來將發生的災難，而且並非遙遠
的將來，而是在下一代就會發生。

被迫遷徙

當基礎建設甚至是人民生計所需的根基流失，衝突發生的風險
隨之提高，將引發更大規模的動盪，民眾為了尋求生存所需資
源，也將牽動更多內憂外患，使更多國家捲入衝突。

本報告整理氣候變遷對糧食生產與安全的衝擊，以及在逐漸變
遷的氣候環境下，民眾為何不得不遠離家園。

自2008年以來，氣象相關災害因氣候變遷而更為劇烈且頻繁，
平均每年造成2,170萬民眾流離失所，相當於每天59,600人，或
每分鐘41人；更有無數人因為長期旱象及後續影響，只能棄守
故鄉。

氣候正義與個人利益

95%的流離人口來自開發中國家，而在氣象相關災害中，約99%
的死者也來自開發中國家，這些衝擊的規模往往未受重視或注
意。例如熱帶氣旋Nargis於2008年5月2日襲擊緬甸，超過13.8
萬人喪生，光是一座城鎮Labutta據報就有八萬人罹難，試想若
此憾事發生在歐洲或美國，如倫敦、華府、柏林或巴黎，民眾反
應會有多麼驚恐；況且在開發程度最低的國家裡，溫室氣體排
放量僅占全球的一小部分，這些民眾的責任最低、受害卻最深。
在氣候變遷的重大影響下，全球上百萬貧民無奈接受這種現
實，必須放棄家鄉、生計、社區和身分認同。
 

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

然而衝擊範圍當然不限貧民，已開發國家人口也會因氣候變遷
而遷徙，並面臨經濟與社會騷亂、政局動盪、衝突增加。還記得
光是Katrina颶風單一極端天氣事件，就令最富裕的美國大受
打擊，造成80萬人無家可歸，超過1,830人死亡，聯邦政府公告
災區面積也達九萬平方英里，幾乎與英國總面積相當，帶動可
能是美國史上最大規模的人口迫遷潮，德州收容約30萬難民，
休士頓湧入約3.5萬人，芝加哥也收容逾6,000人，全國損失初
步估算超過810億美元。

氣候問題影響著所有族群和所有國家，需要各方通力合作、一
起為共同目標和集體利益而努力，才有可能解決。

20年後，當氣候變遷迫使民眾離開非洲，尤其是離開
薩赫爾地區，屆時人數不會只有一、二百萬，而是一、
二千萬，而且他們並非前往南非，而是將橫渡地中海。

―美國海軍陸戰隊退役准將Stephen A. Cheney，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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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衝突的氣候

由於氣候變遷導致人口大規模移動，也讓不同族裔、宗教、文化
信仰、認同的族群彼此接觸，大大提高衝突的可能性，也產生各
種暴力，迫使更多人遷徙。過去敘利亞爆發武裝衝突之前，就已
有130萬至150萬民眾因旱災而離鄉。

本報告回顧敘利亞如何因長期旱象，而引爆至今已延續至第七
年的血腥衝突。雖然氣候變遷並非敘利亞或其他衝突發生的唯
一肇因，但已逐漸成為眾人眼中的「威脅倍增因子」，在各種既
有且複雜的政治、經濟、宗教、族裔因素交互作用下，進一步提
高暴力衝突的可能性。

世界快速變遷，我們面對的難題無比複雜，氣候變遷可能引發
暴力衝突和大規模遷徙，必須成為政府官員和企業領袖眼中迫
切的優先要務。安全分析師與軍事專家早已警告，若現有趨勢
不變，衝突勢必增加，這種論點並非刻意誇飾，而是要反映你我
面臨的生存威脅多麼嚴重。

我們必須透過新法律協議和財務支持，保護弱勢族群和氣候難
民，更得處理造成氣候變遷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才可能達成巴
黎協議目標：以工業化時代前之溫度為基準，將全球升溫控制
在攝氏2度以下，甚至維持在攝氏1.5度以下。

這項任務相當巨大，但並非毫無可能。我們必須幫助弱勢族群
適應更嚴峻的新現實和變化。這項報告的結論並非要人失去希
望，而是要重申未來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承諾。簡而言之，
未來我們必須採用再生能源、提高效能等氣候變遷解決方案，
就如同過往工業革命時，祖先的經濟與社會發展隨之改變，如
今在追求個人利益同時，也將帶動再生能源發展、創造就業機
會、增進龐大經濟利益，讓社會擺脫致命的「碳成癮」。世界各地
清潔能源發展已大幅成長，人類必須為社會和經濟提高危機應
變能力，因為全球安全正仰賴著未來數個月以及數年，我們能
否有效採取適當應變措施。

氣候變遷迫在眉睫，人類也不能再空等，各國無法用圍籬或高
牆阻擋氣候變遷，這是人類世界最具毀滅性的生存危機，但現
在採取行動還不算太遲，也還有機會成功。

在種種事態下，我們極需研擬具法律約束力的新多邊協議，做
為因應氣候遷徙的必要架構，這項工具能夠定義並給予氣候難
民法律地位、定義各項權利與義務，並協調與整合出有效的行
動。

光是靠單一國家，無法處理接踵而來的苦難與動亂，唯有合作，
才能有效地服務、準備並保護彼此。

一如前人，我想引述英國前首相與戰時領袖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在世界進入巨大威脅和動盪時代之際，用他的話
語號召你我起身行動：

我們必須從坐而言轉向起而行，而且必須即刻開始，對氣候難
民而言，明日再行動已經太遲。

環境正義基金會執行長
Steve Trent

由於過往忽視各種警訊，我們已進入危險時期，延宕、半
途而廢、安逸、便宜行事的時代也將告終，這是要面對後
果的時期...我們已經身在其中、無法迴避。

―邱吉爾，1936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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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850年有記錄至今，過去30年的地表均溫皆高於前一個
十年，2至2015年，全球氣溫首度比工業革命之前的氣溫增加攝
氏一度，3這項變化對全球環境、經濟、生活、安全的負面衝擊將
愈來愈大，而社會最弱勢族群將受創最深，他們對氣候變遷的
影響最小，所受的影響卻最大。4現況若不改變，部分人士預估，
氣候變遷將令高達7.2億人陷入赤貧，5甚至創造上億氣候難
民，62013年發表的研究指出，氣候變遷將造成全球跨族群衝突
頻率提高56%。7

˙氣候變遷可能反映在環境逐漸惡化，例如極圈冰帽融化、海
平面上升、地下水與土壤鹽分增加、旱災、降雨量變化造成沙漠
化；氣候變遷也可能引發急劇天災，例如暴雨、洪水、熱浪、野火
等。自1980年以來，各洲的氣象相關天災數量不斷提高，81970年
至2012年間，全球氣候相關災害共8,835件，9其中3,496件發生
於2001至2010年間，10且超過半數皆起因於降雨模式改變，洪災
與旱災在許多地區也愈來愈常見。11

˙氣候變遷摧毀生計、基礎建設、社區，若未採取進一步行動，
可能迫使民眾離開家園、遷往他處。122016年各種極端天氣災害
發生後，約2,350萬人流離失所；13自2008年以來，每年平均約
2,170萬人因此類災害離鄉背井，14這項統計還不包含因旱象等
逐漸惡化的環境因素而逃離故鄉的民眾。

˙EJF稱這些民眾為氣候難民：「個人或群體在面對逐漸或急速
變化的氣候相關環境改變，生活或生活條件遭到衝擊，不得不
暫時或永久離開住所，前往國內或國外他處」。

˙氣溫升高和降雨模式變化，將對糧食生產和安全造成廣泛且
大規模的負面影響。1964年至1984年間，穀類產量僅下滑6.7%，
但1985年至2007年間，產量卻因旱災而減少13.7%；15旱象是農
業歉收的主要成因之一，而氣候變遷將導致旱災更嚴重、更頻
繁、更漫長，作物收成也明顯萎縮。16

˙環境變化會引發土地與資源衝突，導致人民離開家園，除了
環境衝突可能造成被迫遷徙，17當糧食短缺和極端天氣事件迫
使民眾遷徙，也可能引發衝突發生。18

各種社會、經濟、政治、環境變數交互作用，都深深影響弱勢國
家的戰爭和武裝衝突。19/20/21

˙本報告著重於氣象模式變化對糧食安全的影響，以及其如何
助長敘利亞戰事，這場戰爭如今邁入第七年，超過47萬人因此
喪命、221,350萬人需要人道援助、23660萬人流離失所，24另有近
500萬人住在土耳其、約旦、黎巴嫩的難民營中，25並有約120萬
人在歐洲尋求庇護。26雖然氣候變遷並非這場戰爭的唯一起因，
但旱災、鄉村人口湧向都市、貪腐、政治壓迫，以及政府失能：無
法解決水資源匱乏、失業、社會不平加劇等多種因素交織的影
響顯著。

˙EJF呼籲國際社會，應正視氣候變遷問題，並盡速採取行動以
限縮對全球民眾的衝擊。我們應儘速達成更多共識，並支持弱
勢國家提高對氣候風險的韌性和調適能力；我們主張以國際協
議釐清權利、保護氣候難民，並立即指派聯合國特別報告員，負
責號召、發起和引導相關討論。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終結人類
的「碳成癮」，落實巴黎協議內的國際承諾，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量，以前工業時代為基準，確保全球升溫能限縮在攝氏1.5度之
內。

「世界持續暖化，所有生態系、所有人類，甚至所有國
家都將成為墓地」。

「巴 黎 協 議 載 明，希 望 將 暖 化 升 溫 限 制 在 兩 度 之 內，
但各國所做的承諾明顯有落差，這項差距必須克服」。

「世界無法再等」。1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Zeid Ra’ad Al Hussein ，2016年

執行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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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匱乏、氣候變遷、極端天氣事件、強
迫遷徙等多重事件形成威力強大的「風險倍
增因子」，尤其是在全球經濟環境與政治局
勢脆弱的情況下。27

―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全球風險報告

離鄉背井的達佛民眾在雨季務農，攝於蘇丹的塔維拉地區。 照片來源： UN/ Albert Gonzalez Far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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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變遷的證據和影響 

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為科學事實，並無「另類」真相，證據一目
瞭然、無從否認，也是全球科學界一致的共識。
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的毛納基山天文台於2015年
指出，年度二氧化碳濃度增幅達3.1 ppm，創歷史紀錄，並首度
突破400 ppm，隔年增至405.1 ppm；282015年至2017年的二氧化
碳濃度劇增，在該天文台史無前例；2017年4月下旬，二氧化碳
濃度監測首度超過410 ppm。29

「地球暖化速度為千年首見」。30

―美國航太總署，2016年

1959年至2016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與年均溫的關聯

「世界剛跨越另一項氣候里程碑，科學家預測此事今年會發生，
實際也確實如此。毛納基山天文台於星期二（4月18日）監測到，
二氧化碳濃度讀數首次超過410 ppm，這是地球千百萬年來的新
高，這是人類必須應變的新局面，大氣層會累積更多熱能，令氣
候改變持續加速」。31

―《科學人》雜誌，2017年

2017	
二氧化碳濃度首次

超過410 ppm

2015	
全球二氧化碳濃度平均值

突破400 ppm

月均二氧化碳ppm

年均二氧化碳ppm

資料來源：NASA戈達德太空研究所

溫度

資料來源：NOAA地球系統研究室溫度，毛納基山天文台全球監測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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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政府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認為，為了將全球暖
化升溫限制在攝氏2度以內，並限縮危險的氣候變遷風險，若以
2010年為基準，全球必須至2050年時，將排放量降低四成至七
成，更要在2100年降至零。35

以前工業時代為基準，地球上一次升溫超過攝氏3度，據信
是300萬年前的上新世。

「當時地球上幾乎沒有冰層，海平面比現在高20公尺（65
英尺）左右，森林覆蓋範圍廣及今日北冰洋邊緣的苔原」。

「這樣的變化耗費多時才彰顯，但若升溫達攝氏三度，我
們將離這個方向不遠」。33

―NASA戈達德太空研究所所長Gavin Schmidt，2015年

2016年11月10日在拉森冰棚上的裂縫，2017年7月，一座冰山自南極洲拉森冰棚斷裂，面積與美國德拉瓦州相當。 照片來源：NASA/ John Sonntag

過去十年間的二氧化碳濃度成長速度，是地球上次脫
離冰河時期的100至200倍，對大氣層是一大衝擊。32

―NOAA全球溫室氣體參考網路首席科學家Pieter Tans，2017年

對地球的意義

溫室氣體排放量增加後，直接造成地表均溫升高，亦稱為「全球
暖化」，從1850年有記錄至今，過去30年的地表均溫皆高於前一
個十年，36據世界氣象組織（WMO）指出，2011年至2015年是史上
最熱的五年，37且自1880年有紀錄以來，全球氣溫在2016年創新
高。38

2017年6月時，全球已連續第390個月的氣溫高於20世紀平均
值；392017年3月的月均溫，達到全球有紀錄以來第二高，僅比
2016年的紀錄略低攝氏0.18度（華氏0.32度），但比2015年紀錄
略高攝氏0.15度（華氏0.27度）。40

全球氣候變化相互牽連，41氣候變遷對各洲自然體系的影響明
顯可見，且不斷加速。

聯合國環境署（UNEP）發表的《2016年排放量落差報告》指出，即
使各國言行合一，達成巴黎協議內的「自訂減量目標」，世界依
然會升溫攝氏2.9度至3.4度。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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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遽增與驟減

全球暖化影響降雨模式、改變水文系統，導致澇旱俱增，42升溫
還不到攝氏1度，世界各地的極端天氣事件頻率和強度就開始
提高，包括暴雨、風暴、氣旋、洪水、熱浪、大旱、沙塵暴、沙漠化、
可耕地流失等，降雪和融雪加速、冰河倒退、永凍層融解、海平
面上升、極端野火成常態，隨著氣候變遷惡化，自然界抵抗各種
衝擊的韌性也預估將大幅下滑。

IPCC依據大氣溫室氣體濃度高低，描繪各種強度的氣候變遷情
境，各種情境差異甚大，至2100年的全球氣溫中間值增幅可能
介於攝氏0.3度和4.8度，43若未減緩氣候變遷，預估全球氣溫平
均值增幅介於攝氏2.5度和7.8度。44這些情境涵蓋各種因素，包
括暖化引發的回饋效應，整體而言，這項趨勢將持續，極端氣候
和災害將更加頻繁、更加劇烈。

預估未來極端氣溫會明顯提高，熱帶氣旋最大風速將增加，降
雨強度會更高，海岸大潮事件會更極端，旱災也會更嚴重、延續
更久。45

資料來源: The Emergency Events Database - 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UCL) - CRED, D. Guha-Sapir - www.emdat.be, Brussels, Belgium

1900年至2016年極端天氣事件增長

極端氣候事件的次數與強度已經在提高，自1980年以來，天氣
相關的災害在各洲增加，461970年至2012年，共有8,835次氣
候相關災害，其中3,496件發生於2001年至2010年間，47超過半
數均與降雨模式有關，水災和旱災在世界許多地區都愈來愈常
見。48 

 
由於全球約四成人口住處距離海岸不到100公里，若海平面至
2100年上升28公分至98公分，49將淹沒農地和都會區，對所有
族群的社會結構造成巨大損失和衝擊。

海平面上升將污染飲用水，影響農糧生產，擾動植物周期、威脅
野生生態、改變生物多樣性，50將重創地方經濟，也撼動國內外
經濟穩定和財富。51

1 9 7 0年至2012年，共有
8,835次氣候相關災害，其
中3,496件發生於2001年
至2010年間。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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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溫每升高攝氏一度，空氣可承載的水分就增加7%，62在NOAA
全球氣溫紀錄中，2017年7月的全球陸地及海洋表面均溫為歷
年七月第二高，63故相較於百年前，今日空氣中的水含量至少
增加4%，也生成比以往更強烈的風暴，颶風帶來的降雨率也更
高。64颶風在海上形成，颶風強度隨著海洋表面溫度升高而加
劇，65而2017年7月的全球海洋表面均溫為史上七月第三高，僅
次於2016年和2015年。66

未來百年，海平面預估將繼續升高，風暴強度也預估將隨全球
溫度上升而增加，在都市化趨勢下，愈來愈多人集中在易受災
地區，類似悲劇未來只會更慘重。

颶風Harvey與Irma

颶風Harvey在2017年8月席捲美國南部各州，是十多年來最強
烈風暴，52短短六天之內，高達27兆加侖雨量傾瀉在德州和路
易斯安那州，53不僅打破降雨紀錄，54估計造成70人死亡、55影響
1,300萬人，56估計經濟損失高達750億美元。57

僅一星期後颶風Irma緊接著襲擊加勒比海，時速高達185英里
的暴風連續37小時未停，是史上延續最久的強烈颶風，58Irma
預估影響加勒比海地區120萬居民，之後再次提高強度，向北進
逼美國本土。59位於加勒比海的島嶼巴布達受Irma重創，島上
95%的建築結構受損、六成民眾無家可歸。60

這是美國首次在一年內遭遇兩個四級颶風登陸，61颶風Harvey
與Irma正是氣候變遷的具體表現。

颶風Irma是大西洋史上最強風暴，步步進逼加勒比海。 照片來源：NOAA/CIRA

不幸的是，這樣的趨勢以物理學來看清晰可見，颶風
自溫暖海洋獲得毀滅性的能量，而當地海水溫度是極
其高的。67

―波茲坦氣候衝擊研究所氣候科學家Anders Levermann，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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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極圈

相 較 於 1 9 8 1 年 至 2 0 1 0 年 的 平 均
值，2017年7月海冰減少16.1%，自
1979年開始衛星紀錄以來，這是歷
年七月第五低的海冰量。70

英國

2016年1月，英國降雨量較平均值高
出52%，是自1910年開始記載以來，
歷年一月降雨第四高紀錄。77

非洲南部

2016年年初，非洲南部出現極端熱
浪，旱災因此加劇，玉米於是欠收930
萬噸，83高溫在一月打破紀錄，普利托
利亞達攝氏42.7度，約翰尼斯堡達攝
氏38.9度。84

海地

2016年9月，颶風Matthew在海地帶
走至少546條人命、438人受傷；74席
捲海地後，颶風北轉到古巴及巴哈
馬群島致災，再沿著美國東岸北上，
登陸南卡羅萊納州，引發大洪水。75

玻利維亞

2016年，玻利維亞發生25年來
最嚴重旱災。76

歐洲

2017年，南歐部分地區旱象嚴重，科西
嘉島降雨量幾乎達歷史新低，導致七月
底發生嚴重的山林火災。78

2016年6月，法國、比利時、德國降下豪
雨，水災造成重大損失和至少18人死
亡。79

墨西哥

2016年，墨西哥史上最高溫的一年。73

加拿大、美國

2017年，加拿大卑詩省遭逢當地前所
未見的山林大火季，失去近90萬公頃
林地，各地陸續發生共1,029場山林火
災，至今損失達3.157億加幣。68

2017年夏季，美國中西部、太平洋西
北部、阿拉斯加、加州經歷多場重大
山林火災，十月在加州共發生22場火
災，燒毀6.9萬公頃林地，總面積超過
整個芝加哥市；截至10月11日，共有
23人死亡、數百人失蹤、4,500戶住家
和商家焚毀，且火勢尚在延燒。69

獅子山、馬利

2017年，獅子山首都自由城近郊發生
嚴重山崩，八月降雨比平常高三倍以
上。80

2016年7月，薩赫爾地區大雨導致尼
日河流域水患嚴重，水位在馬利幾乎
達50年新高，81造成12人喪命、近萬人
一度無家可歸。82

美國、加勒比海

2017年9月，颶風Harvey造成德州東
南部與路易斯安那州東南部嚴重水
患，71緊接而來的颶風Irma強度在
史上高居前幾名，重創加勒比海多
座島嶼，再轉向佛羅里達州，兩個颶
風導致數十人死亡、數十萬人失去
家園、經濟大受打擊。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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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氣候
2016年-2017年

中國

2017年8月23日，天鴿颱風挾帶強
風豪雨至香港及澳門，尤其重創澳
門。87

2016年，長江流域出現1999年以來最
大夏季水患，88從4月至7月，中下游地
區雨量較平均值高出40%，89造成310
人死亡，估計損失140億美元。90

斐濟

2016年，颶風Winston是史上襲擊斐
濟最強的氣旋，9944人因此喪命，100

超過5.6萬人失去家園，被迫住在臨
時庇護所，101約35萬人受影響，相當
於國內四成人口。102

大堡礁

2016年，由於溫度異常，大堡礁部
分地區的珊瑚死亡率高達50%。104

澳洲

2017年6月，澳洲出現歷年來第二乾燥的
六月，降雨量比全國平均值低62%。103

北朝鮮

2016年8月，獅子山颱風在北朝鮮造成
大水災，96估計導致超過130人死亡、至
少10萬人被迫逃離家園。97

斯里蘭卡

2016年5月，氣旋風暴Roanu在斯里蘭卡
引發洪水和山崩，94超過200人因此死亡
或失蹤，另有數十萬人被迫離鄉。95

巴林、非洲之角

2016年／2017年，極端旱災持
續衝擊非洲之角，高達2,400萬
民眾的糧食供應嚴重堪慮。85

2017年7月，巴林的均溫與最高
溫雙雙打破紀錄，最低溫亦達
國內史上第三高。86

孟加拉、印度

2017年5月，熱帶氣旋Mora在孟加拉
造成龐大損失及死傷，之後整個六月
季風雨不斷，引發嚴重洪水和土石
流，7月5日的水患影響近90萬人。92

2017年，截至8月24日，印度阿薩姆
邦、比哈爾邦、北方邦、西孟加拉邦的
水災影響超過3,210萬人，確知死亡
者超過600人。93

日本

2017年，南瑪都颱風在日本南部降
下暴雨，島根縣濱田市在7月6日時
雨量超過80毫米，近6萬居民因此
預先撤離。98

俄羅斯

2017年，低氣壓帶來極端降雨，六
月最後兩天雨量較月平均值高出
85%，造成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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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遷徙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在2014年的報告指
出（根據中度證據與高度共識），「氣候變遷在21世紀預估將迫
使更多人被迫離鄉」。105

至2015年底，千禧發展目標（MDG）在脫貧方面有進展，但最終
報告指出，仍有8.36億人生活赤貧，同一報告亦提到，全球二氧
化碳排放量自1990年以來增加50%。106

氣候變遷將危及生計，以及全球經濟與社會安全，尤其威脅最
弱勢與最貧困族群，107情況若未改變，從2010年到2050年，氣
候變遷預估將迫使高達7.2億人重返赤貧生活。108

極端天氣事件早已重挫無數族群，颱風、洪水等「天氣相關劇
災」在2016年讓2,350萬人離鄉，109自2008年以來，平均每年都
有2,170萬人因天氣相關災害被迫離鄉，相當於每天59,600人，
或每分鐘41人。110 

 
聯合國國際減災策略組織（The UN Offic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指出，1995年至2015年間，由於極端洪水、風暴、
熱浪及其他天氣相關事件，約有60.6萬人罹難，另有410萬人
受傷、無家可歸，或需急難救助。111

對於海平面上升、沙漠化等逐漸開展的極端氣候，全球並無明
確的受影響人數資料，這種人口遷徙通常歸類於經濟或其他
計劃性遷徙，卻忽略了氣候變遷所帶動的「推力」，故無從完整
得知氣候變遷對人類的影響，只能分析事件規模，以及當地與
社會的脆弱程度。

從阿拉斯加、斐濟，到吉里巴斯，由於海平面上升威脅家園，許
多社區早已或準備遷居，開發中國家對氣候變遷的貢獻最小，
所受衝擊卻最深，極端天氣事件的頻率和強度提高後，都可能
引發農糧安全災難。112

近期研究估算人口成長、海岸地區沉沒、天然資源枯竭、基礎生
產量淨減、沙漠化、都市擴張後，認為至2060年，可能有14億人
將被迫棄守家園，至2100年可能再增至20億人。113

在令人揪心的難民危機背後，也有氣候變遷因素，貧
民在氣候變遷所占的因素最低，卻是最弱勢的族群，
也已因此受苦。114

―教宗方濟各，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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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災迫使830萬人逃離家園，風
暴令630萬人迫遷，約8.7萬人因
野火而離鄉。115

肯亞的達達阿布難民營。照片來源：UN/ Evan Schneider（2014年）

至2060年，高達14億人將不得不棄守家園。照片來源：UN/ Tobin Jone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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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若升溫攝氏4度，各地跨族群衝突頻率可能提高56%。照片來源：UN/ Albert Gonzalez Farran

水資源匱乏、氣候變遷、極端天氣
事件、強迫遷徙等多重事件形成威
力強大的「風險倍增因子」，尤其
是在全球經濟環境與政治局勢脆弱
的情況下。

―美國退役准將Gerald Galloway，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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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存在的危險 

在21世紀，氣候變遷可能是全球和平、安全、發展、人權最大威
脅，造成戰後種種進展倒退，地球氣候快速改變，令天災、水資
源、糧食、能源、衛生情況惡化，這些條件都會引發衝突、國家動
盪及失靈，形成對軍事準備度、營運和戰略的壓力，更提高對現
有安全的威脅。116

世界銀行在2013年警告，全球恐在21世紀末升溫攝氏4度，117

同年發表的另一篇極具影響力的報告也認為以此氣溫增幅，世
界各地跨族群衝突頻率將提高56%。118

雖然氣候變遷並非衝突唯一原因，卻逐漸成為關鍵性的重要因
素，尤其在多項壓力源已存在的情況下，氣候變遷會成為「威脅
倍增因子」，導致局勢跨越重要臨界點而引爆衝突。 

氣候變遷會導致資源有限問題，使人類、國家、國際安全所需
的基本資源如糧食、用水縮減，亦升高未來政治紛擾、國家動
亂、人口遷徙規模，這些影響對治理不良、政局脆弱的地區或
國家格外深遠。

氣候變遷將威脅有限資源，對攸關人類、國家、國際安全的基本資源施加壓力。
照片來源：UN/ Albert Gonzalez Farran

七大工業國於2017年委託製作的報告《新和平氛圍》中，列出
「七大氣候脆弱綜合風險」：

˙地方資源競逐
隨著自然資源所受的壓力增加，若欠缺有效的糾紛化解機制，
各項競爭會引發動亂和暴力衝突。

˙生計威脅和遷徙
對於仰賴自然資源謀生的民眾，氣候變遷會令他們備感壓力，
不得不選擇遷徙，或謀求非法收入來源。

˙極端天氣事件與災害
在衝突情況下，極端天氣事件與災害會讓民眾更脆弱、更痛
苦。

˙糧食價格與供應波動
氣候變遷很可能干擾許多地區的糧食生產，提高價格與市場
起伏，並增加抗爭、暴力、民間衝突的風險。

˙跨國水資源管理
跨國水源常牽動緊張局勢，隨著需求增加、氣候影響，水源供
應和品質吃緊，爭搶水源也可能增加對現有治理結構的壓力。

˙海平面上升與海岸下沉
早在低窪地區沒入海中之前，海平面上升就會造成威脅，引發
社會紛擾、人民迫遷，也將增加各國對海上邊界及海洋資源的
歧見。

˙氣候政策的非預期效應
氣候調適與減緩政策更廣泛落實後，對脆弱地區的非預期負
面效應也將增加。119

我認為氣候變遷是史上最大外交難題，換言之，此事
攸關文明存亡，人類必須提出前所未見的大規模應變
措施。

―英國前氣候變遷特別代表Sir David Kin，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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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1964年到1984年，穀
類產量減少6.7%，1985年至
2007年間，旱災導致穀類產
量下滑13.7%。

暖化世界的糧食安全
 
糧食安全涉及糧食供應和公平分配，在考量氣候變遷對基本人
權的影響時，糧食安全為一大考量，亦為大規模遷徙背後的驅
動力。氣溫升高、降雨模式變化會對糧食生產及安全產生廣泛
且大規模的負面衝擊，全球人口增加帶動糧食需求高漲，如何
在適當時機和地點生產及供應小麥、玉米、稻米等主食，成為關
鍵挑戰。

 
氣候變遷與糧食安全的關連錯綜複雜，聯合國糧農組織列舉多
項連結，120也逐漸意識到在「新常態」下，極端天氣和氣候頻仍
即成為糧食安全與公平分配的顯著風險。

雖然在某種程度、某些地點下，氣溫升高、二氧化碳濃度增加對
小麥等作物有益，但整體而言，氣候變遷仍是弊多於利；澇旱災
害將減少糧食產量和出售糧食所得，121進而影響糧食售價、限
縮基本糧食普及，亦可能威脅整體糧食安全。

近年來，氣候相關災害在開發中國家造成的損失中，農業占比
近25%，122且農業對抗衝擊的韌性最低；氣候變遷對農業的影響
眾多，如溫度升高、改變生長季節、降低土壤沃度、減少水資源、
增加害蟲侵擾。

IPCC歸納出下列議題：

對於小麥、稻米、玉米等熱帶與溫帶主要作物，
若未經調適，氣候變遷會造成氣溫比20世紀後
半提高攝氏2度，進而影響收成，不過個別地點
可能獲益。

（中度信心）

全球氣溫若比20世紀後半提高攝氏4度以上，再
加上糧食需求增加，將嚴重威脅全球。

（高度信心）

糧食安全所有層面都會受氣候變遷影響，包括
糧食取得、使用率、價格穩定度等。

（高度信心）

鄉村地區水資源取得和供應、糧食安全、基礎建
設與農業收入，預估都將受到重創，世界各地糧
食與非糧食作物生產區域也將改變。

（高度信心）

IPCC, 2014124

近年來，氣候相關災害在開
發中國家造成的損失中，農
業占比近2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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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賴灌溉的作物，約旦。照片來源：EJF

全球糧食生產的氣候相關威脅125

˙收成減少﹣作物、牲畜和畜產品產量可能因高溫與旱災相關
壓力而下滑。

˙增加灌溉﹣部分地區農業水源原本仰賴降雨，未來可能需要
灌溉，因此提高成本，也增加水資源衝突的可能性。

˙種植與收成變化﹣季節降雨模式改變、豪大雨、水災等因素，
都可能延誤種植及收成。

˙減少可耕地﹣適耕溫度可能移往高緯度地區，但當地土質及
養分未必適合種植作物，較低緯度地區的產量也會萎縮。

˙更多害蟲﹣若無凜冬限制，昆蟲與害蟲存活及繁殖數量將大
增，溫度和濕度條件變化，也可能引發新害蟲入侵。

˙漁業風險﹣魚類及其他海鮮類別及產量變化，可能傷害漁
業，在極端海溫與海洋酸化之下，做為世界許多漁業基礎的珊
瑚礁也備受威脅。

˙風暴、洪水、山林大火﹣等急速發展的極端天氣事件中，作物
和牲畜將蒙受巨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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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與氣候變遷

旱災與熱浪估計在1964年至2007年間，令全球稻米、小麥、玉米
等穀類減產一成，126旱災是農業歉收一大因素，而氣候變遷也
造成旱災強度、頻率、長度提高，將進一步重創作物收成。127

氣候變遷大幅減少地表水和地下水，嚴重影響多數乾燥的亞熱
帶地區，128中國、印度、埃及等重要低緯度農業區的可用水也將
受限，129/130冰河和雪山向來是夏季河流重要水源，也正逐漸減
少131，全球旱地面積自一九七零年代以來已翻倍，山脈儲存水
量也大幅萎縮。132

雖然全球穀類產量仍然年年成長，但氣候變遷產生的種種影響
（如溫度升高），預估將壓低特定地區的產量，許多作物必須在
特定溫度範圍內才能豐收，若開花期的氣溫超過攝氏32度，許
多作物產量可能減少。133

氣溫若提高，水稻開花可能無繁殖能力，造成稻米減產，雨量不
足也會影響稻米產能；若氣溫從攝氏27度增至攝氏32度，134稻
米產量可能減少九成，若超過攝氏35度，產量甚至會歸零，135若
在旱象嚴重的年份，在易受旱地區的稻米產量可能減少17%至
40%不等。136

在仰賴雨水灌溉的產稻區，預估旱災強度和頻率都將提高，且
用水匱乏已影響南亞與東南亞超過2,300萬公頃的產稻區；137

非洲仰賴雨水灌溉的低地產稻區約2,000萬公頃，但因為反覆
旱災，已影響近八成面積。138

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在2009年發表一篇名為《氣候變遷：農業
衝擊與調適成本》的報告中，預估至2050年，全球稻米產量將下
滑10%至15%，稻米價格將上漲32%至37%。139

小麥全球用量估計在2017年至2018年達7.34億噸，140是目前世
界消費量最高的單一作物，產量若下滑，對於以小麥為主食或
進口選項有限的國家，影響會非常深遠，氣溫從1980年至2008
年升高後，已經導致全球小麥收成下滑5.5%。141

1964年至2007年間，旱災與熱浪預估造成全球穀類收成減少一成。
照片來源：CIMMYT/ Anne Wangalachi

2016年一項由美國、中國、歐盟科學家參與的研究中，運用各種
建模技術和數據分析，評估溫度變化對小麥生產的影響，結果
顯示，全球氣溫每增加攝氏1度，小麥收成將下滑4.1%至6.4%。142

同一研究亦分析個別小麥生產大國，包括美國、中國、印度和法
國，結果相去不遠，全球氣溫每增加攝氏1度，中國小麥收成減
少約3%，印度則會減少8%，雖然氣溫升高對產量較少的國家的
影響尚不明確，所有研究均指出，較溫暖地區受溫度影響的損
失最慘重。143

氣溫從1980年至2008年升高
後，已經導致全球小麥收成下滑
5.5%，全球氣溫每增加攝氏1度，
小麥收成將下滑高達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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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將提高害蟲問題，例如害蟲提早出現、散播至新地區，壽命也延長至冬季，害蟲目前
導致全球農作物產量下滑10%至16%，每年損失2,200億美元以上，144金額預估會隨氣候變遷發
展繼續上升。

相較於一九五零年代，馬鈴薯葉蟬在美國提早十天出現，造成數百萬美元損失；145氣候變遷也
將導致非洲沙漠蝗蟲大規模擴散，146洪水、氣旋、溫暖條件將增加每年蝗蟲繁殖次數，也提高
疫病風險。

光是一小群蝗蟲，就足以吃光35,000人一日飲食，1472004年發生的蝗災蔓延非洲十國，據估計
摧毀茅利塔尼亞八成作物；148阿根廷於2015年遭逢逾60年間最嚴重蝗災，影響70萬公頃土地，
雖然尚有其他因素，當年的確是自1932年以來，史上溫度第三高、濕度第一高的冬季。149

一如FAO專家指出，150

「暴雨等極端天氣事件可能引發蝗蟲大增」。

若氣溫從攝氏27度提高至攝
氏32度，稻米收成將重挫九
成，若超過攝氏35度，產量甚
至會歸零。

照片來源:WorldFish/ Georgina 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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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貧民與飢民

根據菲律賓氣候變遷情境預測（2030年至
2050年），人均穀類消費將下滑24%、蔬果消
費將減少13%，若無法有效抑制全球氣溫升
高，面臨飢荒風險的人數至2030年將增加
140萬、至2050年增加250萬，預估年均經濟
成本為43億美元。154

氣候變遷對仰賴農業為主的國家極具威脅，其中又以撒哈拉
沙漠以南非洲地區為最高風險區，國際農業發展基金（IFAD）
指出，全球赤貧民眾逾七成住在鄉村地區，且多數仰賴農業為
生，152預估約五億家小型農戶生產的糧食支持近20億人生計，
且生產大約八成食物，供給亞洲與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區居
民。153

 

這些農戶的調適能力有限，在面對環境衝擊時何其脆弱。
FAO指出，氣候相關災害在開發中國家造成的經濟損失中，155

農業占25%，在2003年至2013年間，作物和牲畜損失達800億美
元。156

「 對 非 洲、亞 洲、拉 丁 美 洲 無 數 民 眾 而 言，氣 候 變 遷
代表洪水、旱災、風暴更頻繁、更強烈，每年已占所有
天災高達九成，過去十年間，世界糧食計劃署近半數
急難復原作業均為因應氣候相關災害，成本達230億
美元，由於未提升民眾準備、應變、復原能力，預估至
2050年，飢荒與營養不良風險將提高兩成」。151

―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2017年

據估計，在亞洲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區，近20億人的糧食依賴五億家小型農戶的供給。照片來源：CIMMYT/ T. Krupn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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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50年，氣候變遷預
估將增加一成至兩成的
飢餓風險人口，其中65%
位於非洲。

糧食安全與貧困

世界銀行在一項研究中，運用73國資料，估算在2008年糧食危
機之中，將近1.6億人陷入貧困，其中9,000萬住在鄉村；167另一
項研究進一步估算，2008年糧價衝擊下，6,300萬人因此飢餓度
日，168最貧困家庭往往用更高比例的所得購買糧食，例如在孟加
拉、馬拉威、越南等國，貧民常花費35%以上的所得購買主食。169

在許多開發中國家裡，對社會最低層的兩成家庭而言，糧食常
占七成開銷，170故不論幅度多寡，糧食只要漲價都會產生負面衝
擊。171

仰賴雨水的農牧業者使用全球地表25%土地，特別容易受旱災
造成的糧食短缺衝擊，157過去百年間，由於小型農牧業者進入市
場經濟，因此受氣候變化的影響降低，使旱災引發極端飢荒的
情況減少。158

不過非洲為明顯例外，大批小農和快速成長的人口仍仰賴由雨
水灌溉的糧食體系，159由於曝露在災害中且因應能力有限，全球
經濟脆弱、因應能力差的國家裡，仍有無數貧民面臨重大風險。

糧食安全也取決於穀物等主食的價格波動，2010年至2030年
間，許多主要穀物價格預估將提高10%至60%，160南亞與撒哈拉
沙漠以南非洲地區的貧困比例也隨之增加20%至50%；161相較於
2010年，玉米價格至2050年可能提高87%至106%、稻米提高31%
至78%，小麥提高44%至59%。162受漲價的衝擊，低收入家戶需要
使用較高比例的所得購買糧食，75%的坦尚尼亞勞工仰賴農業
為生，163而農業勞工的日均薪資僅1.6美元。164

全球許多地區的作物產量預估將會萎縮，其中不少區域已感受
到糧食安全威脅，165至2050年，氣候變遷預估將增加一成至兩
成的飢餓風險人口，其中65%位於非洲，而營養不良孩童人數也
可能增加兩成以上。166

高度曝露於災害且因應能力有限的全球無數貧民面臨重大風險。照片來源：USAID Africa Bureau

IPCC在第五份評估報告結論指出，至2050年，降雨和
氣溫變化可能導致全球糧價上漲高達8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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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糧食衝擊
 
英國風險分析公司Verisk Maplecroft於2016年製作的「 氣候
變遷曝險指數 」（CCEI）指出，由氣候變遷導致的實體風險，在全
球85%農業依賴程度最高的國家中，均呈現「 高風險 」或「 極端風

風化變式模氣天的大最臨面其尤區地洲非南以漠沙拉哈撒，」 險
險，在全球前20大仰賴農業經濟的國家中，當地即占17國，也是
最難承受屢屢歉收的國家。

在獅子山、賴比瑞亞、中非共和國、幾內亞比索、蒲隆地、盧安達
等國，農業在GDP占比超過三成，這些國家在CCEI也全都列為「
極端風險」地區，173面對氣候變遷的韌性很低，且國內近期衝突
皆提高對當地人民造成的風險。
除了糧食安全降低之外，茶、咖啡、腰果、棉花等重要外銷作物
減產後，將嚴重影響國家收入，也重挫仰賴這些作物謀生的小
型農戶。

由氣候變遷導致的實體風險，在
全球85%農業依賴程度最高的國
家中，均呈現「高風險」或「極端風
險」。

治理不良會進一步削弱因應糧食衝擊的能力，也受近期暴力衝
突與動盪影響，2017年CCEI列出表現最差的國家，包括中非共
和國、剛果民主共和國、海地、賴比瑞亞、南蘇丹等，175除海地之
外，其餘國家在過去十年均曾發生或正在經歷內戰，2008年海
地發生糧食暴動與暴力抗爭，政府也在同年遭推翻。內戰與抗
爭會導致糧食產量萎縮，弱勢族群可用與可得的糧食減少，使
糧食安全問題惡化。

2016年重要外銷作物及其價值174

 

 

咖啡
占總外銷的19%
         價值8億美元

 

棉花
占總外銷的43%
         價值3.7億美元 茶

 
占總外銷的22%
         價值12億美元

肯亞

馬利

衣索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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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非大旱造成營養不良比例爆增，威脅當地兒童生命安危。
照片來源:Colin Crowley/Save the Children

若不正視氣候變遷，就沒有終結貧
窮或促進共榮的希望，而且一切若
拖延愈久，為地球及後代做正確選
擇的成本愈高。176

―世界銀行總裁Jim Yong Kim，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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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O在2017年3月發表《作物前景與糧食情況》報告，估算37
個目前需要外來糧食援助的國家，其中28國位於非洲，因為
聖嬰現象引發旱災而需外援，在撰文之時，奈及利亞北部、索
馬利亞、南蘇丹、葉門的糧食安全情況「令人深感憂心」，由於
長期衝突外加旱災，超過2,000萬民眾的糧食安全仍有嚴重危
機。

聯合國國際農業發展基金會在六年前寫道，「旱災在此地區並
不罕見，也愈來愈頻繁，雖然旱災發生日期和程度不一，但苦
難、死亡、悲慘遭遇大抵相同，旱災的後果絕非僅限於一時一
地，效應會不斷在各國擴大，包括糧食與飼料價格上揚、社會
動亂，政府也將經費轉用於急迫的人民需求上，壓縮社會服務
空間」。177

過 去 十 年 間，東 非 分 別 在 2 0 0 5 年、2 0 0 6 年、2 0 0 8 年、2 0 1 1
年、2015年、2016年、2017年歷經大旱，178研究人員分析2011
年的東非大旱後，認為證據足以顯示，人為氣候變遷提高當地
停止降雨的機率。179

 

旱災頻率不僅增加，其威力與對人民的衝擊也增強，從2011
年7月至2012年中，東非發生60年來最嚴重旱災，180影響逾
1,200萬人；2016年發生旱災後，糧食安全堪慮及營養不良的
人數大增，1812016年8月，高達2,400萬人面臨糧食嚴重不足，
較2015年成長一倍。182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指出，直至2017年初，有超過88萬孩童嚴
重營養不良，另有550萬孩童身處危險之中，183旱災也引發黃
熱病、瘧疾、霍亂、麻疹疫情。184

衣索比亞、肯亞、索馬利亞深受作物歉收及牲畜死亡重創，185

蒲隆地、烏干達、吉布地、盧安達、蘇丹、南蘇丹、剛果民主共和
國等地也受重大打擊，186南蘇丹因旱象和長期武裝衝突而深
陷災難之中，187聯合國於2017年2月公告南蘇丹部分地區發
生飢荒，188約十萬人飢餓度日，約100萬人瀕臨飢荒邊緣，在衝
突和旱災夾擊之下，189全國七分之一人口不得不逃離家園。190

由於暴力衝突不斷，以及旱災、糧食匱乏、糧價不斷上漲，許多
人逃往他國或國內他處。
聯合國在2017年7月指出，東非共有440萬難民和尋求庇護
者，另有300萬人在區域內流離失所。191

當地前景仍然黯淡，聯合國非洲之角與大湖區展望預測，旱災
將加劇、糧價將持續攀升、南蘇丹暴力衝突可能進一步升高，
許多國家的人道情況也將惡化，192尤其是坦尚尼亞北部／東
部、肯亞多數地區、索馬利亞南部和西北部、吉布地多數地區、
厄利垂亞東南部、衣索比亞東北部／東部／南部、南蘇丹東南
部、烏干達東北部、蘇丹南部，雨量很可能低於或略低於正常
值，這些地區可能面臨收成不佳及水源短缺。193

東非旱災	–	更頻仍、更劇烈

全球氣候變遷、人口迫遷、糧食供應波動效應在此區
域交集，造成嚴重飢餓情況，甚至是飢荒，雖然旱象並
不罕見，但愈來愈頻繁。194

―African Arguments, 2017

據估計，南蘇丹超過百萬孩童目前急性營養不良，超
過25萬孩童已經嚴重營養不良。195

―UNICEF南蘇丹代表Jeremy Hopkins，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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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嬰現象的致命效應
東非長期旱象與2015年的超級聖嬰現象有關，2016年

成為有紀錄以來最熱的一年，聖嬰現象是海洋與大氣強

烈且密集互動所致，太平洋熱帶地區海表面溫度變化干

擾天氣模式，在世界各地創造大雨或旱象；反聖嬰現象

接著出現，也包括「聖嬰﹣南方振盪現象」。196

由於缺乏長期觀察資料，極難判斷氣候變遷對聖嬰現象

降雨模式的影響，也難預測未來如何影響，氣候模型的

結果各有不同，有時甚至相互矛盾，不過《自然》雜誌在

2014年刊登的研究認為，超級聖嬰現象極端天氣事件

未來可能成長一倍，從每20年發生一次，縮短至每10年

發生一次。197由於聖嬰現象影響糧食生產、生態系、健

康、能源需求、空氣品質、野火風險，必須深入瞭解氣候

2017年1月，東非各地共有400萬難民及尋求庇護者。
 照片來源:Andy Hall/ Oxfam 

自然形成的聖嬰現象事件與人為引發的氣候變遷，將
以前所未見的方式彼此互動和調節。

即使在聖嬰現象發生之前，全球平均表面氣溫就已創
下新紀錄，而聖嬰現象進一步推升溫度。198

―世界氣象組織前秘書長Michael Jarraud，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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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達佛的聯合國維和部隊。照片來源：UN/ Albert Gonzalez Farran 

2016年一項研究指出，武
裝衝突與熱浪、旱災等災
害發生的符合率為9%。

變遷與聖嬰現象的複雜互動。

氣候變遷逐漸成為「威脅倍增因子」，讓社會、經濟、人口結構、
政治、環境議題加劇，200/201/202如人口成長、資源稀有、貧困、治理
不良等，203雖然彼此關聯肯定複雜，氣候變遷對糧食安全、用水、
資源、能源、基礎建設的影響，將令部分民眾和國家跨越臨界
點，一步步推向動盪和衝突。

缺乏應變能力的國家往往局勢脆弱，除了治理不良，也可能早
已身陷在衝突之中，一旦暴力衝突開始，就會干擾糧食生產及
市場、抑制消費力、導致糧食供應分配不平等，局勢因此快速惡
化，讓競爭、敵意、衝突持續升高。海外發展研究所（ODI）在2013
年報告指出，災害與政府應變失靈會令社會氛圍更加緊繃，局
勢不穩也使犯罪活動具可趁之機，該報告預警，既有衝突會因
天災變得更糟。204

氣候變遷因應之道大抵取決於背景脈絡，如治理架構、國家是
否脆弱等。

氣候變遷威脅和平

「氣候變遷擴大各種衝突背後的動力，如貧困、經濟
衝擊等，可能間接提高暴力衝突的風險，如內戰、跨
族群暴力等」。199

―IPCC,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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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2016年發表的研究指出，武裝衝突與熱浪和旱災等災害的
符合率為9%；而在1980年至2010年間，在種族分裂的國家中，此
數據高達23%。205雖然氣候相關災害並非武裝衝突的直接導火
線，但種種干擾似乎「會從族群分裂演變為悲劇，在全球最容易
發生衝突的區域，災害可能成為『威脅倍增因子』」，自1946年以
來，將近三分之二的內戰皆為族群衝突。206

這項觀察對未來安全政策意義非凡，不論是非洲北部和中部，
或是亞洲，這些容易引發衝突的地區內，除了在面對氣候變遷
時格外脆弱，207/208也常存在深層的族裔、宗教及其他社會對立，
氣候災害在其中可能是威脅倍增因子，牽動國內或國際衝突。

過去研究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區的武裝衝突，受到全球氣候
變遷的潛在影響時，發現過往內戰和氣溫密切相關—氣溫上升
會大幅提高開戰機率，該研究預估至2030年，武裝衝突發生率
將提高54%，若以近期戰爭死傷計算，相當於增加39.3萬人在戰
場上喪命。209

另一項研究東非局勢的研究顯示，不論雨量變得過多或過少，
都將提高小規模衝突風險，並認為「不論是對戰各方使用武力
和暴力爭奪日益稀少的資源（零和論述），或資源激發人們尋求
財富的野心、而招募更多人參與暴力（充裕論述）」，都將造成牲
畜價格浮動與變化。

研究也指出，「在異常乾燥的條件下，叛軍衝突比例會提高；在
異常潮濕的條件，族群衝突比例會提高」。210

地方季節遷徙受雨量影響，也與暴力風險有關，由於氣溫異常，
水源等各項資源競爭加劇，也影響衝突程度。211

葉門：水源壓力與戰爭
 
 

葉門是全球水源壓力最大的國家之一，水源稀少已證明
是該國局勢動盪的重要因素，也觸發自2015年爆發的衝
突，UNHCR於2017年1月的報告指出，約300萬葉門民眾被
迫逃離家園，相當於全國超過11%人口。212

預估1,700萬民眾（三分之二人口）的糧食來源堪慮。213

世界銀行在2014年的報告指出，「今日葉門是中東與北非
許多地區的縮影，氣候變遷與人口快速成長之下，對水源
等人類必需資源構成更大壓力，葉門如今每年每人的可再
生水源僅剩86立方公尺，雖然並非區域內最低，但葉門社
會貧困，最難以調適」。

	
「北緯25度以北地區將愈來愈乾燥，包括摩洛哥、阿爾及
利亞、突尼西亞、利比亞、埃及多數地區，以及黎巴嫩、約旦
河西岸、加薩走廊、敘利亞、伊拉克、伊朗全國，糧食安全程
度將下滑，提高當地的穀類進口需求。

若氣溫升高攝氏2度，突尼西亞的小麥生長季節可能縮短
約兩個星期，若升高攝氏4度，生長季將縮短一個月，到21
世紀末，在馬格里布地區和馬什里克地區的多數農業區將
北移75公里」。214

由於中東與北非許多國家相當脆弱，目前約3.55億人口
也預估將在2050年成長一倍，糧食與水源供應將成為暴
力衝突背後的威脅倍增因子。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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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包、抗爭與阿拉伯之春

數百年來，許多革命與政權轉移均因糧食暴動與麵包抗爭而
起，大眾反彈與不滿也因此引燃，2008年因糧價高漲在48國引
發抗爭和暴動，217例如在海地造成政權轉移、在喀麥隆的暴力抗
爭，莫三比克民眾也因麵包價格高漲三成而上街抗爭；218近期委
內瑞拉由於糧價大漲、石油價格下滑、政府未及時應變，演變為
一整年的暴力抗爭。219

抗爭在非洲和亞洲最為常見，畢竟全球貧困且長期糧食來源不
穩的人口裡，92%均位於非洲和亞洲，220雖然上述案例背後仍有
眾多國內外因素，但都反映出民眾需要穩定、充足且平價的糧
食供應。

約旦札塔里難民營週遭的圍牆，八萬名敘利亞難民居住於此。照片來源：EJF（2017年）

2008年因糧價高漲在48國引發抗爭
和暴動。

「中國發生百年一遇的冬季旱災，導致全球小
麥短缺，埃及身為全球最大小麥進口國，當地麵
包價格也因此飛漲」。216

―牛津大學博士Troy Sternberg

氣候變遷並未導致敘利亞內戰，氣候變遷並未導致阿拉
伯之春，氣候變遷並未導致埃及人民起義。

政治動盪的起因面向眾多，其中又以民主赤字為首要因
素，但氣候變遷擴大風險，也讓旱災和其他自然災害惡
化。221

―加拿大前外交部長Stéphane Maurice Dion，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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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模式轉變在2010年造成全球小麥供應短缺，俄羅斯、烏克
蘭、哈薩克發生旱災和山林火災，加拿大豪雨打破紀錄，澳洲在
2011年出現暴雨，中國西部的旱災和沙塵暴，美國在2011年初
歷經風暴，全球小麥供應下滑導致價格大漲，從2010年6月每噸
157美元，增至2011年2月每噸326美元。222

 
此事對全球影響深遠，尤其衝擊中東與北非地區，因為當地對
糧食供應與價格波動格外敏感。俄羅斯在2010年7月出現逾40
年來最嚴重熱浪，導致數千人死亡，更引燃山林大火，燒毀900
萬公頃作物，穀類收成因此減少三成，且幾乎八成能夠確定，若
無人為全球暖化，這些憾事就不會發生。223/224

以重量而言，中東與北非是全球最大穀物進口地區，也是俄羅
斯穀物一大外銷地，225以人均小麥進口國排行而言，前九國都位
在中東，且七國在2011年曾因政治抗爭造成民眾身亡，226唯二
例外為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與以色列，雖然兩國的小麥進口比例
相對較高，但都擁有高人均所得，且所得花在糧食的比例較低（
分別為8.7%和17.6%），其餘七國人均所得花在糧食上的比例均
超過35%，牽動糧食安全及對政府的滿意度。

糧價攀升背後因素眾多，除天氣事件外，亦包括金融投機、生質
燃料等國際需求提高等，北非在2011年起出現許多政治紛亂，
糧價絕不會是唯一理由，但世界銀行前總裁 Robert Zoellick
認為，糧價的確「是推動因素，讓動亂從突尼西亞開始，再散播
至埃及和其他國家」。227

2010年前九大小麥進口國

排名 國家 進口量（單位：千噸） 所得用於糧食比例

1.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370.659 8.7

2. 利比亞 242.803 37.2

3. 以色列 238.968 17.6

4. 約旦 173.611 40.7

5. 阿爾及利亞 101.439 43.7

6. 突尼西亞 89.330 35.6

7. 葉門 86.843 45

8. 埃及 81.284 38.8

9. 伊拉克 76.701 35

資料來源：Troy Sternberg, “Chinese Drought, bread and the Arab Spring”Applied Geography 34 (2012); 519-524

以人均小麥進口國排行而言，前九國都位在中東。照片來源：EJF

全球小麥供應下滑導致價格大漲，
從2010年6月每噸157美元，增至
2011年2月每噸326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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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利亞的人道危機舉世皆知，當地內戰至2017年1月已進入第
七年，讓500萬人逃往土耳其、埃及、伊拉克、約旦、黎巴嫩避難，
土耳其政府已收容290萬敘利亞人，在黎巴嫩有100萬人、229在
約旦有66.1萬人，230歐洲據估計有120萬人；231另外660萬人則
在國內流離，另有數十萬人身亡，1,350萬人需要人道協助。232

2011年爆發戰爭的因素眾多，過去50年間，敘利亞政權始終殘
暴與貪腐，長期旱象、人口湧入都市等效應相互作用，敘利亞政
府亦未處理用水匱乏、失業與社會不平等問題，政府在東北部
重視水壩和灌溉工程，忽略小型農戶的問題，2011年之前的長
期旱象、人道危機浮現、糧價高漲等，讓人民對阿薩德政府累積

出自Christopher Lascelles所著的《A Short History of the World》。圖片來源：ML Design

更多怒氣和怨懟，糧食和用水供應不穩迫使鄉村民眾湧向人口
已過多的城市近郊，且當時敘利亞也面臨伊拉克戰爭難民大批
入境。

背景

敘利亞是「肥沃月灣」的一部分，這個區域橫跨整個中東地區，
涵蓋埃及、塞浦勒斯、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約旦、伊拉克、
土耳其、伊朗等地，農業即誕生於此，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
尼羅河、約旦河共同孕育出豐富且肥沃的土壤，大麥、小麥等作
物也自此開始培育，畜牧業則在約12,000年前開始。233

過去2,000年間，肥沃月灣已成為地中海東部的糧倉，直至今日
養育無數民眾，234但若旱災和升溫持續影響這片曾經肥沃的大
地，一切都將改變。235

旱災與絕望：氣候變遷與敘利亞衝突

「敘利亞並非第一場『氣候戰爭』，氣候變遷也未造成
敘利亞難民危機，大型衝突才是起因，若對此簡化論述
認真以待，形同忽略阿薩德政權等政府保護和照顧人
民的責任；另一方面，若低估氣候變遷相關風險，也會
疏忽國家穩定和遷徙背後的重要因素，證據顯示，氣候
變遷是致使敘利亞局勢脆弱的條件，也是造成敘利亞
今日情況的部分原因」。228

―氣候與安全中心Caitlin Werrell and Francesco Femia，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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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部農民失去八成牲畜。照片來源：Joel Bombardier

敘利亞農業

戰爭爆發之前，敘利亞擁有逾600萬公頃的
可耕地，249農業占GDP比例為17%至30%，250

農業約占勞動人口的三分之一，251重要作
物包括小麥、棉花、甜菜、菸草、大麥、玉米、
橄欖等，252全國約四成人口居住於鄉村，主
要以農業維生和謀生，253對維繫鄉村社區
與減少貧窮至為重要。

放 眼 全 球，敘 利 亞 是 經 濟 最 容 易 受 水 源 匱 乏 衝 擊 的 國 家 之
一，240/241該國在20世紀數度歷經旱災，242從證據亦可見長期
每年或每季旱災可能性升高，243氣候變遷亦導致降雨模式轉
變、244溫度升高、245沙塵暴增加，246敘利亞全國共185,180平方
公里土地中，63.65%對旱災的脆弱度屬於中高級，247這項數據
亦符合世界銀行在2014年的報告《降低高溫》，預估北緯25度以
北的國家將愈來愈乾燥，包括敘利亞在內。

平均氣溫升高、極端熱浪、長期乾旱、降雨模式轉變，讓早已
使用過度的含水層面臨更大壓力，導致土壤流失，產生嚴重後
果，237/238肥沃月灣地區預測雨量將下滑，尤其約旦和敘利亞為
最。239

簡而言之，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浪潮之前，北非和黎凡
特地區就曾出現嚴重旱象，尤其重創敘利亞民眾，在引
爆敘利亞動亂的種種前因之中，我確信旱災扮演很重
要的角色。

―美國國家利益中心區域安全計劃總監Geoffrey Kemp博士，2017年

旱象已成為氣候變遷的一部分，過去敘利亞每55年受
旱象週期影響一次，後來縮短至每27年一次，再縮短為
每13年一次，如今已是每七至八年發生一次。248

―敘利亞環境協會主席Samir al-Safadi，2010年

2015年，聯合國環境署（UNEP）發表有關氣候變遷影響阿拉伯地
區的報告，提到「雖然旱象是數千年來的自然現象，其頻率和強
度卻不斷增加，氣候變遷為當地帶來巨大且立即的威脅，最大
風險為土地貧瘠和沙漠化」。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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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大旱
1999年至2011年間，敘利亞約六成土地遭遇兩次長期嚴重旱
災，造成多年來最嚴重的作物歉收。254/255/256/257

1999年：敘利亞遭逢史上最慘重的旱災之一，258/259聯合國糧農
組織與世界糧食計畫署派遣至敘利亞的代表團回報，情況對游
牧家庭特別嚴峻，許多放牧人家面臨「財務崩潰」，約有4,700戶

（逾三萬人）糧食嚴重短缺，需要糧食援助。260

重要地區雨量較平常減少25%至70%，261國內大麥產地幾乎完
全仰賴雨水灌溉，產量僅38萬噸，較前一年重挫超過50%，更比
前五年平均值萎縮72%；262雖然在灌溉系統支撐下，小麥減產
情況較不嚴重，但仍比前一年降低約三分之一。

對 生 活 在 敘 利 亞 大 草 原 的 游 牧 人 家 而 言，旱 象 問 題 特 別 迫
切，巴迪亞地區雨量在12個月僅33釐米，遠低於平常的200釐
米，263羊群高死亡率拖累農戶收入，牧人背負的債務約為年收
入的三倍，264農業就業人口下滑，265許多牧人別無他法，只好遷
徙至都會區。

2006–2011  
 
˙2006年大旱造成國內部分地區小麥、棉花、大麥產量減半，東
北部牧人的牲畜損失85%，影響130萬人266/267/268/269

˙2007年至2008年，東北部約75%家戶作物歉收270

˙2007年，敘利亞百萬民眾因旱災而面臨糧食來源吃緊271

˙2009年，聯合國與IFRC指出，敘利亞80萬人因旱災完全失去
生計272

˙2010年，聯合國指出，200萬至300萬人陷入赤貧273

˙2011年，130萬至150萬敘利亞人因旱災和後續效應，不得不
搬離住處274

在敘利亞戰爭爆發前兩年，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於
2009年指出，敘利亞東部約130萬居民受旱災影響，其中80.3
萬人幾乎失去所有生計，面臨極為困頓的處境，因此出現史無
前例的遷徙情形。275/2762009年一項研究發現，敘利亞東北部
160座村莊在過去兩年間徹底荒廢。277

在一般情形下，作物可獲得冬季降雨，以及來自土耳其山部的
水源，但2007年10月至12月間，卻幾乎毫無降雨，278再加上
2008年春季異常高溫，旱象更加嚴重；2792007年與2008年的雨
量不足，重創東北部主要農業區哈塞克、代爾祖爾、拉卡，280當
地基礎建設和因應旱災的能力都不足。281

旱象在2008年持續發生，故敘利亞政府必須在15年來首度進口
小麥，282偏偏全球小麥價格當時波動頻仍，在2009年至2010年
間提高50%，283且政府介入力道不足，無法滿足國內需求，小麥
和大麥短缺，進一步推高糧價，從2008年1月至2010年，敘利亞
飲食必需的麵包和穀類價格上揚約27%，284引發巨大衝擊，至
2010年，高達370萬民眾糧食來源不穩，285最淒慘的家庭只能
靠麵包和甜茶維生，286完全沒有奶類或肉品，營養不良與營養
相關疾病案例因此增加。287

世界銀行在2014年研究指
出，在2011年參與調查的
敘利亞家庭，由於環境變
遷，所得減少19.5%，多數
是因為旱災令作物減產。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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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無旱災時期，國內遷徙率僅約1%，低於中東其他國家，298

至2011年，世界銀行指出，85.25%的受訪民眾表示，會以遷
徙做為旱災的「調適策略」；299自2000年以來，人口外流比例
也升高，在遭遇旱災的地區格外明顯，300且敘利亞人口成長率
高，在全球名列前茅。301當農業無力吸收更多勞力，年輕人失
業率飆高，302敘利亞貧困、邊緣、弱勢族群也增加，相較於埃及
和突尼西亞的「阿拉伯之春」，敘利亞動亂地區多為最貧困、最
弱勢、鄉村移民最多的地區。303

阿勒坡鄰近土耳其邊界，為國內流離民眾設置的沙拉梅難民營中，女子和三個孩子站在錐型帳篷附近。

照片來源：UNICEF/UNI156528/Diffidenti

說來諷刺，當地是小麥與大麥的起源，如今卻是這兩項
穀物最大進口地區。289

―貝魯特美利堅大學農業與糧食科學教授Rami Zurayk，2010年

政府未能妥善因應危機，290/291/292/293導致遷徙模式大幅變化，
過往男性會遷居城市尋找臨時工，但自2006年以後，卻變成
整個家庭都永久搬至都市，294至2009年6月，敘利亞政府統
計，光是在哈塞鄉村地區，就有20萬至30萬人外流，295更近期
估計的鄉村外移人口約150萬，296其中大多前往拉卡、哈塞克、
阿勒坡等城市。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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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75%的農民的作物全無收成，只好搬至城市；東北部農民
失去八成牲畜，不得不至他處謀生，全都前往都會地區，由於伊
拉克和巴勒斯坦難民湧入，都會區早已經濟搖搖欲墜，但外界
卻鮮少得知這些龐大人口流動現象，故未納入各項安全分析之
中，讓許多人以為敘利亞仍比埃及穩定許多」。309

《華盛頓郵報》，2013年

戰爭引爆前積累的因素眾多，包括資源管理不當、失業、通貨
膨脹、糧食來源不穩、難民造成的人口結構壓力、高達200萬的
農牧業民眾被迫離鄉305、政府未回應大眾需求等，公共服務與
政府補助早已吃緊，遷徙與失業也造成城市貧富差距與社會
不平等日益嚴重，再加上政權高壓和貪腐，國內憤怒與不滿持
續升高，助長反抗運動和爭端，直到2011年3月在達拉地區爆
發首場抗爭，引燃全國各地示威事件，延燒至今日的複雜戰事
和人道危機。306

2011年以來，超過1,100萬人喪命或被迫逃離家園，相當於敘
利亞戰前半數人口，307而剩餘人口中，超過600萬人在國內各
地流離。308

我曾擁有400英畝的小麥田，如今全為沙漠，我們不得
不逃，如今處境比谷底更低、沒有收入、沒有工作、沒有
希望。304

―敘利亞農民Ahmed Abdullah，2010年

氣候變遷是國防部所稱的「威脅倍增因子」，換言之，即
使氣候變遷並非直接點燃衝突的火星，也不斷擴大火藥
庫規模，早在敘利亞發生內戰之前，該國也曾出現史上
最嚴重的旱災。310

―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Susan Rice，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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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利亞發生史上最嚴重旱災，帶動大規模遷徙，若還認為「氣候
變遷與這一連串事件毫無關聯，只是讓外界忽略阿薩德政府失
靈」，313或指稱如此衝突「不論有無旱災，隨時都可能在敘利亞
發生」，這樣的論點顯得更不合理。314近期分析師已細數旱災和
地下水枯竭程度，以及對鄉村生計的影響，認為這些元素都造
就了2011年的動亂。315/316/317/318

許多專家如今均認為，從敘利亞戰事可見，單一氣候變數特別
容易在脆弱或治理不良的國家中，升高社會與政治動盪。

評論家若忽略氣候變遷是造成衝突的因素之一，等於過度簡化
氣候與安全的複雜關係。若忽略氣候因素，就可能低估目前迫
切需要的氣候減緩作為，也就無法避免糧食和水源供應不穩、
大規模遷徙、未來資源衝突。

「氣候與安全中心」於2015年的報告中列出三項重點：319

˙外界過度簡化和低估氣候與安全風險，以敘利亞而言，證據
明顯指稱氣候變遷是造成國內局勢脆弱的原因，致使敘利亞面
臨今日的處境。

˙新型態的壓力需要新的風險評估方式，在快速變遷的世界
裡，需要考量各種氣候相關因素，包含極端天氣災害造成的水
源和糧食供應不穩，以敘利亞為例，安全分析師未將這些因素
及隨之而來的大規模人口流離納入考量。

˙未來或許無法完全預測，但愈來愈多證據指出，氣候變遷與
國家局勢脆弱和人口遷徙有關。

「學者必須持續努力確認其中的關聯性，但政府官員並無靜候
釐清的餘裕，繼續拖延可能造成國家崩潰和人道危機，我們不
應要求政府等到幾乎底定後才行動」。320

氣候與安全中心
Caitlin Werrell與Francesco Femia，2015年

科學家在2015年指出，肥沃月灣地
區浮現「氣候變遷訊號」，導致2006
年至2010年大旱機率提高二至三
倍，311在2016年一份由美國航太總
署GISS及哥倫比亞大學拉蒙特-多
爾蒂地球觀測所氣候科學家Be n 
Cook領導的研究中，指出黎凡特地
區在1998年至2012年的長期旱災，
遠比過去500年其他相當時期更加
乾燥的結論呈「高度信心」（98%）。312

2014年5月，敘利亞荷姆斯舊城區。照片來源：UNICEF/UNI162757/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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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氣候難民
 
 
地中海近期人道危機與東非悲劇，再加上逐漸或急速發展的天
氣事件造成人口大規模流離，讓國際政府官員更注意到氣候變
遷迫使民眾遷徙，有些社會運動希望政府能承認氣候難民，也有
愈來愈多人意識到，氣候變遷對基本人權造成的威脅。

外界可從不同角度看待氣候引發的強迫遷徙，如環境、發展、降
低災害與風險、人道因應遷徙、人權與安全等，這項概念快速演
變，多邊組織也開始以更宏觀的視野保護氣候難民，但氣候難民
至今仍未獲得國際法承認與保護。321

在現有法律和政策架構中，對於特定人口如何受各種氣候引發
的迫遷影響，目前還不明確，目前治理無國籍人民和難民的架構
並不適用或不適合受氣候影響的人口，例如若明列特定標準，常
會排除一大部分族群；若詳述國家責任，或列舉各項機制，希望
降低流離風險，並協助受影響族群，卻又欠缺監督、執行與責信
制度。

至於能提供各式法律保障的架構，通常會面臨詮釋上的歧見與
差異，這些限制證明實用定義尚缺，尤其是在環境變化之下，如
何辨別自願與被迫遷徙。環境正義基金會主張，新法律架構必須
能因應各種氣候引發的流離情況，並提供各族群調適及降低風
險需求的機制。

瑞典：氣候難民保護先驅

自2005年以來，民眾若因環境災
害無法返回母國，瑞典就可能視
為需要保護。323

這是建立氣候難民保護制度的第
一步，其他國家也應效法。

巴黎峰會並不只是為大幅降低碳排放量，更希望世界重
視尚未論辯的各種氣候變遷相關議題，包括制定新國際
法，處理氣候難民議題。322

―斐濟總理Josaia Voreqe Bainimarama，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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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旦的難民營。照片來源：EJF（2017年）

2014年，黎巴嫩貝卡河谷的 Faida 3 非正式敘利亞難民營，一名敘利亞
少女坐在帳篷旁的破椅上。
照片來源：UNICEF/UNI180454/Romenz

氣候變遷是新遷徙現象的肇因之一，若未盡速
採取行動，氣候難民將成為新難題。324

―歐洲委員會主席Jean-Claude Juncker，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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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氣候變遷目前對環境整體已成危險，也攸關世界各地的安
全、經濟與社會福祉、政治穩定。

氣候變遷形成的威脅絕對不容小覷，全球大氣的二氧化碳濃度
至2017年4月已突破410 ppm，地球上次達到相同濃度，已是300
萬年前的上新世，當時海平面比現在高9至27公尺，同樣效應之
所以尚未發生，是因為氣候尚在應變，逐漸達到大氣溫室氣體
濃度均衡。

氣候變遷正迅速成為國際安全最迫切的議題之一，這項威脅倍
增因子不僅衝擊基本人權，也讓許多最可憐、最弱勢的民眾深
陷貧困，提高社會基礎建設及服務的壓力，同時撼動國內及國
際治理架構，當氣候變遷衝擊的曝險度極大且敏感度高，但應
變能力有限，國家就面對迫切的安全威脅。

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全球風險報告寫道： 

 
「過去十年間，各種環境相關風險—尤其是極端天氣事件、氣
候變遷減緩與調適失靈、水資源危機等，已成為全球風險報告
（GRPS）中的常態，並與衝突和遷徙等風險密切相關」。326

依據受影響族群的反應，氣候變遷衝擊可能導致衝突爆發或延
續既有衝突。

本報告強調氣候變遷的特定角色，在資源衝突、人類遷徙、既有
脆弱局勢下，氣候變遷會觸發動盪和衝突，在曝險度最高但調
適能力最低的國家和地區內，最能感受到氣候衝擊，許多地區
易受氣候影響，常是因為已處於政府脆弱、衝突，或衝突後復甦
的情況。

即使沒有人為氣候變遷，人口成長和國際需求高漲都是全球發
展重大挑戰，貧國最容易受糧價高漲影響，也最可能挑起民間
動亂或更大衝突，中美洲與加勒比海地區均有此跡象，327委內
瑞拉的糧食暴動掀起大規模抗爭和公民不服從運動，2007年至
2008年間，不論是中亞的吉爾吉斯和塔吉克，或是非洲14國均
陷入民間動亂和糧食暴動。328

全球各大軍事強權和安全機構屢屢發聲，表達對氣候變遷衝擊
的憂慮，尤其關心「氣候安全」，這是21世紀全球人權關鍵威脅。
慕尼黑安全會議每年聚焦高階國際安全政策，2017年舉行的高
階座談中，將氣候變遷列為全球重大趨勢，必須及早處理，才能
「為長期和平與繁榮防患未然」，並且強調安全維繫社群必需
將氣候變遷視為安全議題，並「以長遠眼光看待，目前所見只是
起頭 」。329

現有國際人權架構不足以保護受氣候變遷影響的民眾，必須建
立法規措施與先例，並且以嚴格和公平的態度落實。
氣候變遷威脅支持人類數千年的生態系統穩定，也威脅今日民
眾的權利，這項警鐘需要新的環境合作典範，在衝突防範與人
權保障策略中，以進步與遠大的氣候變遷行動為核心。

 
「等候人道危機登上頭版才行動，已證明是國際社會過去數十
年一大敗筆，如何面對這項失敗，將決定人類的韌性」。330

―氣候與安全中心Caitlin Werrell與Francesco Femia，2015年

海平面上升威脅所有海岸線，更強烈的風暴與洪水威
脅每個大洲，更頻繁的旱災與作物歉收令各地飢餓與
衝突更嚴重。

在逐漸縮小的島嶼上，許多家庭淪為氣候難民，被迫
逃離家園，各國與所有人民的安全與穩定，我們的繁
榮、我們的健康、我們的安全都陷入危險。325

―美國第44任總統Barack Obama，2009年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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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建議
 
在全球遷徙治理體系下，政府需確保法律保障與行動必須以移
民為核心、以人權為基礎、並因應性別需求差異。

氣候變遷減緩

˙EJF呼籲所有國家，迅速且徹底落實2015年12月在巴黎達成
的全球氣候協議，並逐漸提高減排承諾，一步步減少人為排放
量，讓全球氣溫增幅和前工業時代相比，維持在攝氏1.5度之
內。

˙未來五年內，公私部門必須大幅加速投資可再生能源和節能
計畫，以各項措施抑制巴黎協議內列出的溫室氣體。

支持韌性、調適、氣候正義

˙聯合國會員國必須快速擬定國際協議，釐清並保障氣候難民
權利，這些行動必須完全在1951年《難民地位公約》的架構之外
進行。

EJF認為，現有難民法不適合因應氣候引發的流離問題，故不應
選擇增修或重新協商既有法規。

˙會員國應完全支持聯合國高級難民公署領導的全球移民小
組計畫，擬定移民在脆弱處境的人權保護原則和方針。

˙全球迫切需要定義氣候引發遷徙，確保以權利為基礎的策
略，並為「氣候難民」提供明確法律地位，在新法律定義之中，也
需立即釐清國家對氣候變遷流離民眾的責任，不可再拖延。

˙政府必須完全支持「華沙損失與損害國際機制」，擬定涵蓋
各方利害關係人的策略，並為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擬定建
議。

EJF認為，國際治理流離架構不足以因應氣候變遷相關的各種
非自願移動，即使是針對這項議題的有效應變作為，也受運作
效能低落限制。

˙此外，由於事涉廣泛，且考量到各項既有計畫，EJF呼籲設置
聯合國人權與氣候變遷特別報告員，檢視有關氣候變遷及被迫
流離的議題，並找出最有效的途徑，能夠在各項計劃、現有法律
協議、國際社會現有承諾中，促進合作及互補。

˙聯合國秘書長應召開氣候變遷、人權與強迫遷徙專家會議。

˙加強多邊合作，強化社會保護體系，提高糧食安全，投資更具
產能、更包容、更有韌性的農業、漁業及其他糧食安全支柱。

˙各國應合作，分享創新、技術轉移與專家，並在地化能力建構，
準備因應天災、極端天氣事件，包含逐漸發展的天氣事件。

˙各國需擬定合作措施，確保決策透明，透過實質諮詢與意見徵
詢，賦權給受影響的民眾，安置計劃必須採自願制，並充分尊重
人權，徵詢社區居民的同意，且避免強迫遷徙。

˙各國需採取措施，以尊重、保護、落實所有人權，絕無歧視，對
於民眾因氣候變遷被迫遷徙，不論在中繼站、邊境或終點，均提
供保護和正義。＊

˙在所有諮詢和協商過程中，需包括所有利害關係人，且特別顧
及地方社群，以及最弱勢、最底層的民眾，一定要讓邊緣社群發
聲。

EJF認為，因極端氣候變遷衝擊而失去國家的民眾，是各國際架
構最明顯的法律和政策缺口之一。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於2017年10月6日，於瑞士日內瓦召開「人權、氣候變遷、移民、

跨國流離人民座談」，聯合國人權事務副高級專員Kate Gilmore在此座談中發表演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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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可能導致史無前例的人道危機。

我們已經可以看到全球各地因為食物短缺、水資源危機和極端天氣
造成的大量移民，而這將成為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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