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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气候变化制度最实质的问题是气候变化损害问题，没有气候变化损害问题，气候变化也就不成为
问题。
气候变化受害者基于对自己受损害地位、特别受损害地位的真切关注，出于自利性激励，再加上制度
的授权赋能，可以形成推动适应制度建立、完善及实施的更坚定力量。
通过授权赋能使自利性激励制度化，正是《拯救地球气候变化适应制度研究(维护受害者利益)》作者
张乾红所力主的适应制度基础。
值得指出的是，国内制度与国际制度会因利益评价中心不同而出现冲突，但在一定范围内，两者有协
调一致或可协调之处；在适应制度问题上，由一线最脆弱者的最受损害情况所激励的基本制度关切有
助于两者纵向贯通、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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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乾红，律师、注册会计师、法学博士，先后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经济法专业、武汉大学法学院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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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适应制度评析与路径选择　　第一节 适应制度的现实必要性　　一、减缓与自发适应的
局限　　（一）减缓制度的局限　　所谓气候变化问题，自不单指气候变化现象本身，而在于这种现
象对人类世界、对人必须或者意欲保护的价值载体构成现实或潜在的损害。
从气候变化问题内含的因果律看，减缓了气候变化，也就减轻了原本可能发生的气候变化损害，减缓
与否是本源性的。
因而，在减缓可以充分减轻气候变化损害的情况下，气候变化损害更多是潜在的、假说的，可用于论
证减缓的必要性，而其本身实际上并不构成现实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将气候变化制度简化为减缓制度，亦无碍其现实有效性与充分性。
但是，如果减缓是不充分的，气候变化发生、继续发生，并造成不可忽略的损害，那么，将气候变化
制度等同于减缓制度就是狭隘的，甚至无效的。
不得不承认，对于减缓制度充分性的疑虑，已实际上成为促使气候变化制度进一步扩张，并将适应直
接纳入制度路径的主要触发因素。
　　第一，迟缓的减缓制度进程偏离了在先的制度预期，引发制度目的落空的顾虑。
按照温室效应和全球变暖理论，减缓制度实际上便是温室气体控制制度。
温室气体控制构成减缓的主体内容，温室气体减排是减缓制度的核心。
全球大气一体性使得温室气体减排具有全球公共物品性，以全球性的减排协定来激励、约束共同的减
排意愿便成为必要，这使得《气候公约》下的减排谈判被寄予厚望，而减排协定的有效达成则被视为
气候变化制度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标志，由此，《京都议定书》的重大意义便不难理解。
应当说，自1992年《气候公约》缔结到1997年《京都议定书》通过，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这一进程还
是相对顺利、颇有成果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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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接受自然的规定性，但人对自然的适应从来不是消极的，人的文化性适应包含丰富的社会选择
的内容。
　　社会选择不能割裂自然选择的依据，但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自然选择的结果；社会选择不
是万能的，但多元化社会选择的存在，确实可以增加社会目标的实现可能。
　　法律通过规范、影响人的行为而建构特定的法律秩序。
在气候变化语境下，有目的的法调整还背负着解决问题、提供条件的创建性功能。
　　自然人个体是自身状况与条件的最佳判断者与管理者，其行为构成适应制度有效运转的微观基础
，法律的授权赋能促成他们合理完成自己的适应选择，也促使由法律支配的公共资源按具体的适应需
要获得有效配置，为真实需求者提供有效的便利与支援。
　　最强烈的适应需要，总是来自最受气候变化威胁的个体、群体、地方、国家，为满足适应需要而
建制的适应制度，需要开启自下而上的制度发现路径与制度实现路径。
很大程度上，这种需要的法律表达将由授权赋能开始。
　　各适应行为自成中心，又相互连带，使个体自存与社会共存彼此融合，适应过程与适应结果均不
同程度地呈现出以生态依据为基础的社会性特征，也使适应保障的社会化变得可能与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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