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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CO2濃度在過去八十萬年前所未見  

2014年平均: 398 ppm 
2016年2月: 403 ppm 



近年急劇變暖已經逆轉過去5,000年的冷卻趨勢 



2015：有記錄以來最暖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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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連續11個月創新高 



香港又係「福地」？ 



更多極端降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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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變暖令海洋蒸發量增加，同時令大氣盛載水
氣的能力亦加強，導致更容易出現極端降水 



北極海冰範圍急速下降  



過去30年夏季北極海冰減少是 
1,450年以來前所未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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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2012 

來源:美國太空總署 

2015年北極夏
季海冰最小範
圍:  
有衛星記錄以
來第4低  

2016年北極冬
季海冰最大範
圍: 
有衛星記錄以
來最低  



冰川質量流失速率：每年約2260億噸 
(197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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謬爾冰川融化  (來源:美國冰雪數據中心) 

格陵蘭冰蓋流失速率：每年約
2870億噸 (2002-2014) 

1941 2004 



Chasing Ice 
至今能拍攝到最龐大的格陵蘭冰川崩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C3VTgIPoGU) 



On May 28, 2008, Adam LeWinter and Director Jeff Orlowski 

filmed a historic breakup at the Ilulissat Glacier in Western 

Greenland. The calving event lasted for 75 minutes and the 

glacier retreated a full mile across a calving face three miles 

wide. The height of the ice is about 3,000 feet, 300-400 feet 

above water and the rest below water. 

 

 

 



海水受熱膨脹 + 陸地冰雪融化   
海平面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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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面上升正在加速! 

1.7毫米/年(1901 – 2010) 

3.2毫米/年(1993 – 2010) 



氣候推算 



未來排放情景 

CO2濃度
情景 

簡述 備注 

RCP8.5 
(高) 

CO2 排放一直繼續上升 假設如常排放CO2 

RCP6.0 
(中高) 

CO2排放在2080年左右到達峯值然後下降 假設有一定措施穩定CO2排
放  

RCP4.5 
(中低) 

CO2排放在2040年左右到達峯值然後下降 假設有一定措施穩定CO2排
放 

RCP2.6 
(低) 

CO2排放在2020年左右到達峯值然後下降，
在21世紀後期達至零排放甚至負排放 

假設進取的減排措施 



推算在2081-2100年期間 
全球各區溫度相對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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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極端高溫，更多極端降水 



全球平均海平面繼續上升 

溫室氣體濃度情景 2046-2065 2081-2100 

RCP2.6 0.17 - 0.32 m 0.26 - 0.55 m 

RCP4.5 0.19 - 0.33 m 0.32 - 0.63 m 

RCP6.0 0.18 - 0.32 m 0.33 - 0.63 m 

RCP8.5 0.22 - 0.38 m 0.45 - 0.82 m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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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1-2100年平均海平面上升推算 
全球大部分海岸線都受影響 



海洋生態 島國的生存 

水資源 糧食供應 

全球暖化的其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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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酷熱天氣日數 

更少寒冷天氣日數 

更多極端降雨 
氣候變化@香港 



香港氣候推算 

RCP 2.6 

RCP 8.5 



平均海平面在所有濃度情景都會繼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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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平面上升增加風暴潮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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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in the return period of extreme sea level event in Victoria Harbour due to mean sea level rise 

大澳嚴重水浸(來源: TVB)  
 

海平面上升的影響 

情況可能更惡劣，因為未來
熱帶氣旋強度預計會變得更強 

 

沙田嚴重水浸 

現時50年一遇的極端高水位
事件會變成每年都出現  



巴黎氣候峰會COP21是什麼 
• 目標: 通過一份全球性的氣候條約，預計在2020

年起生效  

• 採取「由下而上」（bottom-up）的決策模式，
由各國根據自己的能力及意願自主決定對這份新
氣候協議的貢獻。 

• 196國家參與，當中188個國家提交了自主的減排
承諾 (Intended National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INDC) 





 



COP21成果 

 

• 把全球平均溫度升幅控制在2℃之內(較工
業革命前水平)，並努力將氣溫升幅限制在
1.5℃之內 

 

• 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應儘快達到峯值，然後
迅速減少 

 

• 締約方應採取國內減緩措施，以實現國家
自主貢獻(INDC)的目標 



COP21國家自主貢獻 (INDC) 

來源: CarbonBrief 

1. CO2排放在2030年左右到達峯值，並爭取
儘早達到峯值  

2. 2030年非化石能源佔能源消費比重達20% 
3. 2030年前將每單位GDP的碳排放量降至

2005年碳排水準的60-65% 

中國承諾:  

188 
parties 



氣候變化問題已解決? 



未解決…… 

按目前各國提交
的INDC，最壞情
景或可避免，但
仍未足夠限制地
球升溫於2oC內 
 
  

0.9 – 2.3 oC 

1.7 – 3.2 oC 

2.0 – 3.7 oC 

3.2 – 5.4 oC 



降溫尚未成功，減排仍需努力… 

• 每5年進行一次“全球總結”以評估協議進展情況  

• 根據“全球總結”，各國以國家自主的方式更新和
加強它們的行動和支助  

來源: http://www.wri.org/blog/2015/12/not-just-paris-future-how-paris-agreement-will-keep-accelerating-climate-action 



一些擔憂…… 

• 凍土融解 

• 南極洲冰蓋融化  

 

 



凍土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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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半球凍土地區10-20米深年平均溫度變化 

北半球凍土分布情況 

凍土溫度有上升趨勢 

北半球有大量凍土 



為何凍土融化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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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來源: Vladimir Romanovsky) 

來源: UNEP 

甲烷是一種比CO2更強的溫室氣體，會導致
更強的溫室效應和溫度上升，令更多凍土融
化從而形成惡性循環 

凍土融化會釋放CO2和甲烷(CH4) 



南極洲西部的壞消息:  
融化已踏上不歸路 

此區域的冰川融化可以導致 
全球海平面上升1.2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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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壞消息 
最新研究顯示南極洲的冰川融化就可
令全球海平面到2100年上升1米 

21世紀末
的海平面
上升速度 



香港如何應對？ 



 



碳排放 



[image on page 6] 

減緩 (mitigation) 

碳強度 

2020
年 

 

2005
年 

 



主要的減排措施 

改善發電燃料組合 建築物節能 

制定減低能源強度目標     

城市綠地 

綠色交通 
推動電動和具能源效益的汽車和更清潔燃料 

轉廢為能 

減少燃煤 使用更清潔燃料(如
天然氣)，發展可再
生能源和分佈式發電 

政府建築物： 

節電目標及實際節電成果 

綠色建築標準、 

設計和建設 

改善空調 

效能 

使用更多高能源

效益的電器 

延長建築

物壽命 

改善建築

物管理 

• 更好的景觀網絡 

 

• 增加生物多樣性和 

種植本地物種 

 

• 研究藍綠建設以 

改善環境質素 

 

• 推動城市農耕 

擴建鐵路及優先 

發展公共交通工具 

在運輸界實施 

節省能源 

推廣具能源效益的

汽車和更清潔燃料 

改善行人 

體驗 

推行減廢、重用 

和循環再造 

從廢物處理中回收能源， 

包括有機廢物 

充分利用 
堆填氣體 

從污水 
處理中 
回收能源 



適應 (adaptation) 

氣候變化影響 

每個人 

香港必須從政府、 

私營機構、地區及 

個人層面適應更多的 

極端氣候 

1 2 



生物多樣性 
   

 

建築環境與 

實體基礎設施 

商業和工業 

 
能源供應 

 

金融服務 食物資源 人體健康 水資源 

香港因氣候變化而可能 
受影響的脆弱範疇 



城市規劃考慮氣候因素 

基建減低水浸及山泥傾瀉風險 

為未來做好適應準備 



氣候應變能力 (resilience) 

就資訊差

距和監控

變化進行

研究 

加強機構 

能力和 

政策重點 
進行 
演習 

適時更新 

災難和緊急

應變計劃 

改善與私營

機構的對話

和協調 
提高社區 
意識 

加強應變能力的途徑 



總結 

• COP21已邁出重要一步，各國同意盡力把全球
平均溫度升幅控制在2℃之內 

 

• 但現時各國提交的國家自主貢獻仍未足以限制
升溫在2℃之內，世紀末溫度可達3℃ 

 

• 各國政府在未來需要提交更進取的減排目標 

 

• 同時需要做好減排、適應和應變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