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雅各布阿巴德

• 气候变化使印度西北部和巴基斯坦发生了

创纪录的热浪；

• 在极端高温方面，人类对高温的适应程度

是有限的，现在高温正在“测试人类生存

能力的极限”。



• 堪称创世纪的历史最大洪水

• 今年迄今全球最为极端的气候

和水文事件

• 和我国长江流域的汛期干旱以

及在27°N达到巅峰的超强台

风轩岚诺遥相呼应。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C o - o p e r a t i o n

第四章 保障国家安全的资源、环境战略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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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巴基斯坦的初印象？



巴基斯坦地理位置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Pakistan……

南亚的国家和地区

思考方向 答题思路 

绝

对

位

置 

经纬度位置 

××半球(东、西、南、北) 

经纬度(点)、纬度范围(面) 

特殊纬线所处或跨纬度带、热量带，××带 

相

对

位

置 

海陆位置 
××大陆的××方位，××方位临××海、岛国等；

地处××内陆 

相邻地区的位

置 

与××国家接壤、与××行政区相邻，位于××地区

的××方位 

经济位置 所处经济区、邻近或远离××经济区 

交通位置 所处重要交通要道(枢纽)、控制××海峡 

 



巴基斯坦地形特征
Terrain features of Pakistan……



巴基斯坦气候
Climate of Pakistan……

巴基斯坦年平均降水量

尽管巴基斯坦紧靠印度洋，

受南亚季风影响，但并不能分

到多少水汽，因此全国大部是

干旱半干旱气候，70%以上的国

土年降水量在250毫米以下。



印度河已经全域泛滥，上游在拼命放水

泄洪，下游的平原已变成一片河海，

洪水茫茫无际，一眼望不到头。

长时间、大规模、破纪录的降雨



案例探究
Case study

8月26日，巴基斯坦政府宣布进入全国紧急状态。

巴基斯坦此次涝灾造成了哪些严重后果，如何威胁到国家安全？

面对如此大的灾难，巴基斯坦政府该怎么办呢？





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和途径
T h e  n ece s s i ty  an d  w ays  o f  i n t e r n a t io na l  co o p e r a t ion01



• 有些资源、环境问题具有全球性，如资
源短缺、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
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单靠一个国家无法
解决，需要全球共同行动。

资源、环境问题的全球性
The globalization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巴基斯坦在（应对气候危机上）需要很大的帮
助。
• 是世界上最容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前十国家

之一。气候变化包括突然强降雨和冰川融化
等。

• 巴基斯坦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大概只占全
球的1%。”——非营利组织“德国观察”发布。

自7月底到8月底，平均气温上升和气候变化对冰川
产生了严重影响。一些山区已报告多达30起冰川湖溃
决洪水。→



• 有些资源、环境问题具有跨国、

跨地区的影响，如国际河流的水

资源分配、有毒化学品和危险废

弃物越境转移等，需要开展双边

或多边的区域合作。

资源、环境问题的
跨国、跨地区影响
Transnational and trans regional impacts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ssues

冰川湖溃决洪水，冲毁了连接中国和巴基斯
坦的哈桑纳巴德大桥。



资源、环境问题的跨国、跨地区影响
Transnational and trans regional impacts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ssues

巴基斯坦保持团结、稳定和安全，是中巴经济走廊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巴社会团结、

政策稳定、国家安全和良好营商环境，是吸引外资、促进贸易和加快走廊建设的前提条件。

中国发展同巴基斯坦的兄弟关系，不仅是为了两国政府，更是为了两国人民、国家和民族。

中巴经济走廊

来自中国的一份

“礼物”，更应该被

视为中巴两国的合资

项目和共同事业，共

同拥有，共同成就。



保障本国安全
不以牺牲他国安全为代价
Protecting one's own security does not come at the expense of the security of 

other countries

• 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有国际

视野，在保障本国资源、环境领域国家安

全时，都不能以邻为壑，不能以牺牲他国

的安全为代价。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世界粮食计划署：要为遭受洪灾打击的巴基斯坦扩大粮食援

助。

联合国：为巴基斯坦抗灾发起紧急筹款呼吁。美国国际开发

署宣布将提供30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以帮助巴基斯坦应

对洪灾。

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一名灾害管理专家也已经抵达伊斯兰堡，

对洪水的影响作出评估，并与巴基斯坦本地合作伙伴展开协调。

印度总理莫迪首次就巴基斯坦洪灾作出表态，称其感到悲伤，

希望巴基斯坦能早日恢复正常。《印度快报》引述消息人士称，印

度政府正在讨论向巴基斯坦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可能性。



在中巴经济走廊社会民生合作框架下，中

方向巴方提供4000顶帐篷、5万条毛毯、5万

块防水篷等储备物资。中国政府9月3日宣布，

将在已提供1亿元人民币紧急救灾物资援助基

础上，追加提供3亿元人民币救灾物资。在巴

中资企业和华侨华人积极捐款捐物，工程公

司主动帮助巴方修复受灾地区公路桥梁。



• 国际社会围绕共同关心的资源、环境问题，实施了多种途径的国际合作。



2020年9月14日，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首个特
别经济区拉沙卡伊特区项目开发协议的签约仪
式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图为签约仪式现
场。

在习近平主席和夏巴兹总理的战略引领和坚

强领导下，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正以“新巴基
斯坦速度”迎来高质量发展的阶段。

中巴友谊源远流长，中巴两国是可靠
的朋友、合作伙伴，更是“铁杆”兄弟。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两国关系始终
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国际合作的途径
W a y s o f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c o o p e r a t i o n

02

• 当前资源、环境安全领域的
国际合作具有

意愿高、涵盖面广、影响面
宽、活动频繁
等特点。

受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部分发达

国家以邻为壑的财金政策叠加影响，粮食安全、

能源安全、金融安全、产供链安全、生态安全

等问题日益突出。

当前全球化出现逆流，越来越多国家走向孤

立主义。一些国家奉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

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追求小集团利益而非全

人类共同利益，极大损害世界经济健康发展。



气候变化是涝灾发生的根本原因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已经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

提高人们对人类悲剧的认识



表4.4 有关大气问题的国际合作示例

进展程度 大气问题 协议 进展良好或不好的主要原因

进展

良好
平流层臭氧空洞

《维也纳公约》
• 关注度高

• 问题复杂度低

• 解决问题的成本低

• 解决问题的收益超过成本
《蒙特利尔协定书》

有一定

进展

空气污染与空气质量

• 硫化物污染

• 氮化物污染

• 颗粒物

• 对流层及地表臭氧

• 跨界空气污染

《世界卫生组织指南》
• 关注度高

• 问题的复杂度高，解决颗粒物与对流

层臭氧问题成本高

• 一些地区的设备较其他地区完备

《欧盟指令》

《控制长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

《哥德堡协议书》

进展

有限
气候变化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 关注度不一致

• 问题复杂度高

• 解决方案成本高

• 温室气体减排的承诺不足

• 采取行动到取得效果的时间间隔较长

《京都议定书》

《巴黎协定》



指燃煤、机动车尾气、石油、化工等人为源和天然源排放出的NOx和VOCs，在日照
条件下发生光化学反应产生臭氧。

不仅是一种温室气体，更是一种污染物。

【知识拓展】对流层及地表臭氧



学生活动 模拟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

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各方立场
Positions of all parties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The umbrella group

由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哈萨克斯坦、挪威、
俄罗斯、乌克兰及日本等非欧盟发达国家在地图上的连线
像一把伞状，因此被称为伞形国家集团。



《巴黎协定》的主要目标是将本世纪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以内。确定这一目标的谈判并非一蹴而
就，各国谈判者对2℃的讨论长达20年，成为了一场漫长的拉锯战。

▲ 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通过《巴黎协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未来十年是拯救地球免受气候灾难、污染和
物种破坏的最后机会。”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公约将参加国分为三类：

1.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答应要以1990年的排放量为基础进行削减。承担削减排放温

室气体的义务。如果不能完成削减任务，可以从其他国家购买排放指标。美国是唯一一

个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工业化国家。

2.发达国家。这些国家不承担具体削减义务，但承担为发展中国家进行资金、技术援

助的义务。

3.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削减义务，以免影响经济发展，可以接受发达国家的资金、技

术援助，但不得出卖排放指标。



中国在行动
C h i n a  i n  a c t i o n02



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愿意承担国际义务
C h i n a i s a r e s p o n s i b l e b i g c o u n t r y a n d w i l l i n g t o u n d e r t a k e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o b l i g a t i o n s

01

• 我国已经从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的一个学习者、参与者、受益者，逐步变成分

享者、推动者、贡献者。



中国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发展理念
C h i n a p u t s f o r wa r d t h e c o n ce p t o f e co l o g i ca l c i v i l i z a t i o n d e v e l o p me n t

04

• 我国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不仅有利于解决自身资源环境问题，还将

为其他国家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对建

立新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产生了积极影响。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

十年来，我国碳排放强度下降了34.4%。

稳步推进能源结构调整，不断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

持续提高碳汇能力和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十年来，我国森林面积增长了7.1%，达到

2.27亿公顷，成为全球“增绿”的主力军。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态度是坚定

的。这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

中国言必信、行必果。

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
会，介绍“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
中国”有关情况。



中国签订并履行一系列环境公约和议定书
C h i n a h a s s i g n e d a n d i m p l e m e n t e d a s e r i e s o f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c o n v e n t i o n s a n d p r o t o c o l s

02

• 我国批准了关于臭氧、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危险废弃物跨境转移等的一系列环境公约和议定书，履行国际环境公

约成效显著。

• 在《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框架下》，我国累计淘汰的消耗臭氧层物质

占发展中国家淘汰总量的50%以上，受到

国际社会高度肯定。



◆中方一直以来都是全球气候变化进程的主要贡献者；

◆在已有的协议背景下，中方同美国、欧盟、基础四国（和七十七国集团保持着密切

沟通和配合，从而推进多边气候进程；

◆在南南合作机制下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

中国与多国开展国际合作
Internat 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2021年，中美两国发布了

两份旨在应对全球气候危机的

共同声明。

就在两份声明即将进入执

行阶段之际，佩洛西窜台侵犯

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迫

使中国暂停了同美的气候商谈。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



美国作为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
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
国。
美国发起的对俄全方位制裁不仅在欧洲引

发了空前能源危机。

2001年，美国退出了《京都议定书》。
2016年11月，《巴黎协定》正式生效；

包括中、美在内的175个国家在纽约联合国
总部签署。中、美两国都是《巴黎协定》的
倡导者和推动者。

2017年，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
2020年，美国正式退出《巴黎协定》。
2021年，美国重新加入，但美方此种行

为极大的削弱了世界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性。



板书设计

国际
合作

国际合作
的必要性

国际合作
的途径

资源、环境问题的
全球性

资源、环境问题的
跨国、跨地区影响

保障本国安全不以
牺牲他国安全为代价

中国在行动
负责任：承担义务

分享、推动、贡献



巴基斯坦的毁灭性洪水是对世界气候变化威胁的警钟。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出警告，

“不要在这场致命的气侯变化危机中‘梦游’。今天是巴基斯坦，明天可能
就是你的国家”。

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一座“孤岛”，各国互相依存、休戚与共。
在气候灾难等全球性灾难面前，谁也不能独善其身。

只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维护人类共同家园，建
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案例探究
Case study

我国积极推动全球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太平洋岛国—马尔代夫

1. 指出我国在积极推动全球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采取的具体的措施。

2. 我国积极推动国际合作有什么意义？

3. 从我国积极推动全球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你有什么感悟呢？



1. 指出我国在积极推动全球气

候变化国际合作中采取的具

体的措施。

• 拓展与国际组织合作

• 加强与发达国家务实合作

• 深化与发展中国家务实合作

• 积极推动气候变化谈判取得

进展



2. 我国积极推动国际合作有什

么意义？

•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在环境保护领域，不

仅有改造国际公约和进行国

际合作的责任和义务，而且

在解决我国严重的环境问题

方面有寻求国际合作的必要

性。



3. 从我国积极推动全球气候变

化国际合作中，你有什么感

悟呢？

• 我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我国在国际合作中具有重要

地位。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生态环境保护
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是对中国自身负责
也是对世界负责
更是对未来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