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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聚焦 IPCC 

据 IPCC向媒体发布的消息称，2013年 9月 23日至 26日，IPCC

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对第五次评估报告（AR5）第一工作组报告进行

审议，并于 27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该报告及决策者摘要。IPCC第

五次评估报告最终将于 2014 年完成，各工作组报告完成时间表也已

基本确定。 

IPCC 是什么？它的评估报告有何意义？第五次评估报告进展如

何？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揭开 IPCC的面纱吧。 

 

IPCC 简介 

IPCC（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即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又译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

会、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跨政府气候变化委员会等），是一

个附属于联合国的跨政府组织，1988年由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合作成立，该委员会成员限于世界气象组织

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会员国。 

IPCC在全面、客观、公开和透明的基础上，对世界上有关全球

气候变化的现有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信息进行评估。这些评估吸收

了世界上所有地区的数百位专家的工作成果。IPCC 的报告力求平衡

地反映现有各种观点，并具有政策相关性，但不具有政策指示性。IPCC

已编写了一系列出版物，这些出版物现已成为决策者、科学家、其他

专家和学生广泛使用的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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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 成立背景  

随着世界各国对煤、石油等化石燃料使用的快速增加以及人们对

环境的日益关注，国际社会加强了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科学界加

强了对气候与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认识，特别是对二氧化碳等温室气

体与气候变化关系的了解日益加深。1979 年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气候

大会宣言提出，如果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今后仍不断增加，21 世纪

中叶将会出现显著的增温现象；1985 年，奥地利菲拉赫召开的气候

变化科学会议提出，如果大气中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浓度以当时的趋

势继续增加的话，到 21世纪 30年代二氧化碳的含量可能是工业化前

的两倍，全球平均温度则可能相应提高 1.5℃～4.5℃，并将导致海

平面上升 0.2米～1.4米；1988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气候变化

大会上，科学家们认为，地球气候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迅速变化，这

一变化主要是由人类不断扩大能源消费等活动造成的，世界经济发

展、人类健康将受到重大威胁，会议呼吁各国立即通过政治行动来着

手制定保护大气行动计划。 

气候变化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为了给决策者们

提供有关气候变化成因、气候变化对环境和社会经济的潜在影响以及

可能对策的信息，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于 1988年建立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旨在

就气候变化问题向全世界提供科学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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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 机构组成及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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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 全会：IPCC 每年召开一次（或以上）由成员国政府代表参

加的全会，所有重大决策诸如 IPCC 工作原则和程序、工作组和专题

小组的职责及其工作计划、IPCC预算等都由 IPCC全会做出决定。IPCC

全会还选举 IPCC主席和主席团，决定 IPCC报告的范围并审议批准报

告。 

IPCC 秘书处：设在瑞士日内瓦世界气象组织总部，负责规划、

监督和管理所有的 IPCC活动，包括组织 IPCC全会、主席团会议和工

作组会议及其他 IPCC活动；管理 IPCC信托基金以及监督、协调 IPCC

出版物、公共信息和对外活动等。 



 2013年第 18期（总第 42期）     第 5 页 

IPCC 主席团：主席及主席团成员通常每 5～6 年（即 IPCC 评估

报告的出版周期）选举一次。他们是气候变化领域的专家，所有区域

都应有代表参加 IPCC 主席团。主席团由 IPCC 主席主持，并由三个    

IPCC 工作组联合主席、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专题组主席团联合主席、

IPCC副主席、各个工作组的副主席组成。 

IPCC 执行委员会：根据国际科学院理事会（IAC）提出的增强 IPCC

管理结构的建议，委员会决定建立 IPCC 执行委员会，代表专门委员

会采取行动，确保保持实时决策能力。为增强其信誉和独立性，执行

委员会应包括来自 IPCC之外、还有来自气候科学团体之外的个体。 

IPCC 工作组：IPCC 下设三个工作组和一个专题小组，每个工作

组和专题小组设两位联合主席，一位来自发达国家，一位来自发展中

国家。IPCC 工作组和专题小组都明确规定了已获得专门委员会认可

的职责和工作计划，并由联合主席牵头。各小组的任务分别为：第一

工作组负责评估气候系统和气候变化的科学问题；第二工作组针对生

态系统、社会经济部门和人类健康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敏感性和适

应性）及正负两方面结果（影响）而评估科学、技术、环境、经济和

社会问题，重点是区域性、行业性和交叉性；第三工作组评估气候变

化减缓的科学、技术、环境、经济和社会问题；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专

题组的职责是研究与清单相关的方法和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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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 的工作准则和程序 
 

IPCC 的工作遵循一系列清晰的工作准则和工作程序，这些

准则和程序在不断更新，以确保它们始终保持稳健、透明和可靠。 

IPCC 的工作准则 

IPCC 以建立全面性、客观性、公开性和透明度作为指导工

作的准则。IPCC向联合国(UN)和世界气象组织（WMO）成员国开

放，所有关于组织和其工作的重大决定在全体大会期间由委员会

表决通过。 

《管理 IPCC工作的准则》在以下方面提供了 IPCC工作的详

细制度和程序：附件 A是《关于编写、审查、验收、通过、批准

和公布 IPCC报告的程序》；附件 B是《IPCC的财务程序》；附

件 C是《选举 IPCC主席团和相关工作局的程序制度》。 

IPCC 报告的编写和发布程序 

编写和发布 IPCC报告根据《管理 IPCC工作的准则》中的附

件 A进行。 

编写和发布 IPCC 报告的详细程序为：开展调查，确定是否

编写新的报告，提交大纲→IPCC批准大纲→各国政府组织提名专

家→主席团挑选作者→作者编写第一稿→专家评审→作者编写

第二稿→专家和政府评审→作者编写最终稿→政府审查→最后分

发和对 SPM进行政府评审→WG/IPCC接受/批准报告和 SPM→出版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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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 历年评估报告及内容 

自 1990年起至今，IPCC已经组织编写出版了一系列评估报告、

特别报告、技术报告和指南等，对各国政府和科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它们已经成为气候变化领域的标准参考著作，被决策者、科学家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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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专家广泛使用。虽然 IPCC 不直接评估政策问题，但所评估的科学

问题均与政策相关。IPCC 评估报告可谓汇集了全球有关气候变化的

最新研究成果，对气候变化决策和国际谈判具有重要影响。 

IPCC 第一次评估报告：1990年出版的 IPCC第一次评估报告确认

了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基础，促进了政府间的对话，并且在 1992

年还出版了对第一次报告的补充报告。它促使联合国大会作出制定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决定，该公约于 1994 年 3 月生

效。 

IPCC 第二次评估报告：1996年出版的 IPCC第二次评估报告确定

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与气候变化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指出

“权衡各种证据显示”全球变暖是由人类造成的，为系统阐述公约的

最终目标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该报告提交给了 UNFCCC 第二次缔

约方大会，为公约的《京都议定书》会议谈判做出了贡献。 

IPCC 第三次评估报告：2001年出版的 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为制

定气候变化政策以满足气候公约的目标提供了客观的科学信息，推动

了公约谈判的进程。 

IPCC 第四次评估报告：2007年出版的 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主要

阐述了过去五年里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以及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可能

对策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和当前的科学认识水平。此次报告直接导

致了气候变化问题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升温，对各国气候变化决策和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等国际谈判产生重要影响。为

国际社会采取进一步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特别是 2012 年以后国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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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气候变化体制的建立提供了大量的科学依据和信息。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的最新进展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历次报告为国际社会应对

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的科学咨询意见，并促进了政府间的对话。2008

年 4月 9日～10日，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召开的第 28届例行会议上，

IPCC成员决定开始准备第五次评估报告。IPCC成员 IPCC第一工作组

联合主席秦大河院士表示，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将于 2014年完成，

届时国际社会将就 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进行谈判，评估报告将对

国际谈判的进程和走向产生直接的影响。 

目前，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进展顺利。 

第一阶段：三个工作组第一稿的专家评审已经完成。第一工作组

已经收到来自全球 659名专家的 21400条评审意见。其专家评审从

2011年 9月 16日开始至 2012年 2月 10日结束。第二工作组的专家

评审阶段为 2012年 6月 11日至 8月 6日。第三工作组的专家评审阶

段为 2012年 7月 20日至 9月 14日。 

第二阶段：各国政府和专家的第二轮审查。三个工作组的决策总

结草案时间。第一工作组从 2012年 10月 5日到 11月 30日；第二工

作组从 2013年 3月 29日到 5月 24日；第三工作组从 2013年 2月

25日到 4月 22日。 

第三阶段：政府评审的最终草案时间表。第一工作组从 2013年

6月 7日到 8月 2日；第二工作组从 2013年 10月 28日到 12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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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第三阶段从 2013年 12月 13日到 2014年 2月 10日。 

第四阶段：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由三个工作组报告和一个综合

报告组成，其完成时间表分别为：第一工作组报告—气候变化科学基

础（将于 2013年 9月 23日-26日在瑞典斯特哥尔摩完成最后修订）；

第二工作组报告-气候变化影响、适应和脆弱性（将于 2014年 3月

25日-29日在日本横滨完成最后修订）；第三工作组报告—减缓气候

变化（将于 2014年 4月 7日-11日在德国柏林完成最后修订）和综

合报告（将于 2014年 10月 27日-31日在丹麦哥本哈根完成最后修

订）。该报告由来自全世界 831名作者参加撰写，其中中国作者 44

名。 

事实上，IPCC第五次报告第一工作组的结果将于 9月 23日至 26

日在斯德哥尔摩由各国政府及科学家进行最后的修订。目前，专家们

称，这份报告最大的成果并非一些革命性的新发现，而是他们对全球

变暖理论更有信心了。据 8 月份泄露出来的 IPCC 报告显示，人类活

动主要是燃烧化石燃料，至少有 95%的可能是造成气候变暖的主要原

因。这一数值高于之前发布的几份报告。据了解，2007 年、2001 年

以及 1999 年的数据分别为 90%、66%以及 50%。另外，报告的主要情

景描述得出结果显示，21世纪全球气温上升范围在 1摄氏度到将近 5

摄氏度之间，比 2007年报告中预测的升温区间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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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 IPCC 所做的贡献 

自 1988 年 IPCC 成立以来，我国便参与了 IPCC 的会议和活动。

中国气象局作为国内 IPCC活动的牵头单位，组团参加了 IPCC历次全

会和主席团会议，阐述我国关于气候变化科学评估的基本立场，在重

大问题上反映我国政府的意见和建议。同时，积极推荐我国优秀科学

家成为报告的主要作者和撰稿人，参加到所有报告的编写中，在 IPCC

评估报告中反映我国科学家的科研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丁一汇院士和秦大河院士分别在第二、三次评估

报告和第四、五次评估报告期间担任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中国专家

在 IPCC 报告中担任主要作者的人数大幅提高，从第一次评估报告的

9人上升到第五次评估报告的 44人。  

迄今我国共有 100 多位科学家参加了 IPCC 评估报告和特别报告

的编写和评审，这些科学家主要来自国家发改委、水利部、中国气象

局、国家海洋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农科院、中国林科院、中国社科

院、中国环科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

学等部门和单位。此外，中国专家的文献引用率也显著增加。  

 

附录：IPCC 相关大事记 
     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首次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人

类环境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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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召开，其宣言提出如果大气中二氧化碳含

量今后仍不断增加，21世纪中叶将会出现显著的增温现象。 

     1986年，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达 350ppm。 

     1988 年，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成立了政

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对气候变化进行科学评估。 

     1990 年，IPCC 发布第一次评估报告，该报告促使联合国大会做出制定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决定。这一年被确定为制定未来

减排目标的基准年份。 

     1992 年，UNFCCC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

过，鼓励发达国家采取具体措施限制温室气体排放。 

     1995年，IPCC 发布第二次评估报告，该报告提交给了 UNFCCC 第二次缔

约方大会，为公约的《京都议定书》会议谈判做出了贡献。 

     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举

行，会议通过《京都议定书》，为发达国家设定强制性减排目标，协议确定

了工业化国家碳减排的第一承诺期，时间从 2008年到 2012年。 

     1998年，自 19世纪中期开始气象记录以来全球最热年份。 

     2001年，IPCC 发布第三次评估报告。 

     2007年，IPCC 发布第四次评估报告。同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 IPCC和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以表彰他们为改善全球环境与气候状况所作的不懈努

力。 

     2009年，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从 1986 年的 350ppm升至 390ppm。 

     2011 年 5 月 10 日至 13 日，IPCC 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召开全会，会

上通过了 IPCC第五次评估的首份报告《可再生能源与减缓气候变化》 

     2011 年 11 月 18 日，在乌干达坎帕拉闭幕的 IPCC 全会上，第一、二工

作组联合发布《管理极端事件和灾害风险，提升气候变化适应能力》报告的

决策者摘要，称本世纪全球极端高温事件将增加，极端灾害造成的损失将加

大。 

     2012 年 2 月，IPCC 发表了题为《管理极端事件和灾害风险，提升气候

变化适应能力》的报告，该报告综述了气候科学、气候影响、气候变化适应

性、灾害风险适应等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 

     2013 年 9 月 23 日至 9 月 26 日，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报告

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完成修订。 

     2014 年 3 月 25 日至 3 月 29 日，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二工作组报告

将在日本横滨完成修订。 

     2014年 4月 7日至 4月 11日，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报告将

在德国柏林完成修订。 

     2014 年 10 月 27 日至 10 月 31 日，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综合报告将在

丹麦哥本哈根完成最后的修订。 

                        

 胡周颖、钱晶晶、沈娅瑜、冯春华、韩俊综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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