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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经济的蓬勃发展使之成为全球重要的增长引擎，但与此同时，气

候变化已成为该地区成长路上的关键挑战。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的

最新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对亚洲的冲击可能会超过许多其他地区。但亚洲

也有望成功应对这些挑战，抓住有效管控气候风险的机遇。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联席院长、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华强森

（Jonathan Woetzel）表示：“新冠疫情凸显了风险管控与韧性对于生命

和生计的重要性，虽然全球将目光放在复苏上，但气候问题也不能被抛在

脑后，这一点非常重要。亚洲面临的气候灾害威胁可能会对社会经济造成

严重冲击，因此，亚洲应在应对此类挑战中发挥前沿作用。” 

MGI 于近期发布了《亚洲的气候风险与应对措施：研究预览》（Climate 

risk and response in Asia: A research preview），涵盖了对亚太气候变

化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的一些初步发现。 

本研究指出，RCP 8.5 情景设定下的物理气候风险包括： 

如果缺少适应和缓解手段，此类灾害会带来强烈的社会经济冲击。研

究发现，到 2050 年，由于温度和湿度增加导致人们无法在户外有效工作，

亚洲平均每年将有 2.8 至 4.7 万亿美元的 GDP（全球将有三分之二以上的

GDP）面临威胁。该研究建立在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的数据之上，研究还发现，在某个指定年份，因洪水受损的全

球存量资本中有 75%以上的损失都将发生在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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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强调了“四个亚洲”（MGI 最近在《亚洲未来》（Future of Asia）

研究中对亚洲国家的分类法）在遭遇灾害和冲击方面的显著差异。MGI 考

察了气候变化对 16 个亚洲国家的总体影响。并针对每个国家分析了加剧的

灾害对宜居性和工作便利性、食物系统、有形资产、基础设施服务以及自

然资本的直接影响。 

其中一个发现是气候风险具有回归性，贫弱地区会受到最沉重的打击。

尽管亚洲各地受到的冲击各不相同，但人均 GDP 较低的国家面临的风险更

大。与相对富裕的地区相比，贫弱地区往往更难逃脱接近物理阈值的极端

气候的伤害——他们更多仰赖于户外工作和自然资本，缺乏适应极端气候

的经济手段。 

在风险管控措施方面，亚洲许多地区仍在建设基础设施和拓展城市边

界，这有助于该地区考虑更具韧性的发展方式，并更好地承受不断加剧的

气候风险。通过将气候风险更好地纳入决策，开创适应性技术，加速脱碳

化以减轻气候变化最严重的潜在后果等，亚洲可成为全球气候风险应对的

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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