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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工作紙(一) 

 活動一：認識溫室氣體與氣候變化 

 

資料A：氣候變化的原因 

氣候變化是指溫度和天氣模式的長期變化。這些轉變可能是自然的，例如因太陽週期引起的變化。但

自 1800 年以來，人類活動一直是引致氣候變化的主要原因。 

地球表面的熱量主要來自太陽，部分照向地球的太陽能會被大氣、雲層、陸地、冰面和海面直接反射

回太空，其餘的太陽能則會被地球吸收，並以紅外線(熱輻射)的形式釋放回太空，在過程中會與整個

氣候系統(如大氣、海洋、地表和冰層)產生相互作用。雖然紅外線不會與大氣中的主要氣體(如氮和

氧)產生相互作用，但部分氣體(如二氧化碳和甲烷)會吸收從地球表面釋放的紅外線，並向四方八面

(包括向下往地球表面)重新釋放。這些氣體就像裹在地球上的毯子，阻礙地球將熱量射出太空，導致

太陽的熱能困在地球，使地球氣溫上升，這就是「溫室效應」。與紅外線產生相互作用而阻礙地球將

熱量射出太空的氣體則被稱為溫室氣體。 

溫室氣體排放主要來自燃燒化石燃料(如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等)。砍伐樹林也會釋放二氧化碳，而在

堆填區分解的廢物則是甲烷的主要排放源。 

在眾多引致地球氣候變暖的因素中，二氧化碳排行第一，它停留在大氣的時間可長達多個世紀。在不

可凝固的溫室氣體中，二氧化碳的濃度最高，阻擋熱力離開地球的能力會愈顯重要。 

受人類活動影響，全球大氣中二氧化碳、甲烷及氧化亞氮的濃度自 1750 年起急劇上升，現在的濃度

是過去八十萬年來前所未有。二氧化碳濃度的增加主要是由於燃燒石化燃料及砍伐森林，至於甲烷及

氧化亞氮濃度的增加則與農業有關。 

資料摘自：

• 聯合國網站 ：“What is Climate Change” - https://www.un.org/en/climatechange/what-is-climate-change  

• 英國廣播公司新聞網站：“What is climate change? A really simple guide” - https://www.bbc.com/news/science-environment-

24021772 

• 澳洲科學院網站：“What is climate change?” - https://www.science.org.au/learning/general-audience/science-climate-change/1-

what-is-climate-change 

• 香港天文台網站 ：“全球變暖 ─ 誰主浮沉？” - https://www.hko.gov.hk/tc/blog/00000143.htm 及 

氣候變化的原因 - https://www.hko.gov.hk/tc/climate_change/human_activities.htm  

 

問題 

1. 根據資料A，你認為引起氣候變化的最主要原因是甚麼？ 人類活動如何引起氣候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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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了解氣候變化帶來的威脅 

資料B：氣候變化引致極端天氣 

氣候變化影響全球。人類活動特別是燃燒化石燃料(例如煤、天然氣、煤氣等)、砍伐森林和畜牧產業

等令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增加，導致全球氣溫上升。 

世界氣象組織表示，2020 年是全球最暖的三個年份之一。全球暖化帶來更多極端天氣事件和引發多方

面危機，例如熱浪變得更頻密、降雨量改變、海平面上升、超強颱風吹襲、暴雨成災、水資源不均和

枯竭，以及生態和環境失衡等。2021 年在北美洲發生的異常熱浪，以及內地和歐洲各地的特大水災

等，顯示世界各地均不能避免極端天氣帶來的嚴重影響。 

香港與其他城市一樣，正面對氣溫上升和更多極端天氣現象等問題。2017 年和 2018 年超強颱風「天

鴿」和「山竹」對香港造成的破壞亦歷歷在目。2019 年和 2020 年是香港有記錄以來最熱的兩年。

2021 年本港的酷熱天氣日數和熱夜數目均打破記錄。 

2017 年和 2018 年超強颱風「天鴿」和「山竹」對香港造成的破壞： 

 

資料摘自《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 https://www.climateready.gov.hk/files/pdf/CAP2050_booklet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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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C：香港氣候變化

溫度： 

除了在1940至1946年因第二次世界

大戰而中斷外，天文台總部記錄了

自1885年的氣溫資料。分析顯示，

1885至2021年間的年平均氣溫的平

均上升速度為每10年0.13℃。在20

世紀後半期，平均氣溫的升幅加

劇。在1992至2021年間，平均上升

速度為每10年0.31℃。 

 

備註：1885至2021年及1992至2021年間的

溫 度 上 升 趨 勢 在 統 計 學 上 達 5%顯 著 水

平。 

 

 

香港天文台總部錄得的年平均氣溫(1885-2021)。 

1940至1946年間沒有數據。 

雨量： 

除了在1940至1946年因第二次世界

大戰而中斷外，天文台總部的雨量

及大雨日數(即一小時雨量超過30

毫米)資料分別自1884年1月及3月

開始記錄。 

分析顯示1884至2021年間年雨量平

均上升速度為每年2.3毫米。 

 

 

香港天文台總部錄得的年雨量(1884-2021)。 

1940至1946年間沒有數據。 

資料摘自香港天文台網站 :  

溫度 - https://www.hko.gov.hk/tc/climate_change/obs_hk_temp.htm 及 

雨量 - https://www.hko.gov.hk/tc/climate_change/obs_hk_rainfall.htm 



4 

平均海平面： 

自1954年至今的驗潮站資料顯示，

維多利亞港的平均海平面高度有明

確上升。平均海平面高度在1990至

1999年間上升，其後出現升幅放緩

的情況，這趨勢跟衛星遙感觀測所

得及其他南海沿岸各站記錄的水位

變化相若。維多利亞港的海平面於

1954至2021年間每十年平均上升31

毫米。 

備註： 

1. 1954至2021年間的海平面上升趨勢在

統計學上達5%顯著水平。

2. 數據已就土地沉降進行修訂，適用於

長期的趨勢分析。

維多利亞港年平均海平面高度(1954-2021) 

極端天氣事件： 

極端降水事件變得越來越頻繁。以

往天文台總部一小時雨量破紀錄的

情況是幾十年才發生一次，但近幾

十年卻是屢破紀錄。 

香港天文台總部一小時雨量最高紀錄(1885-2021) 

資料摘自香港天文台網站 :  

平均海平面  -  https://www.hko.gov.hk/tc/climate_change/obs_hk_sea_level.htm 及 

極端天氣事件 - https://www.hko.gov.hk/tc/climate_change/obs_hk_extreme_weather.htm

問題 

2. 綜合資料B和C，簡述香港的極端天氣事件和氣候參數(如氣溫、雨量、海平面)在過去數十年

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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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三：《巴黎協定》以及國家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應對氣候變化的目標 

資料D：《巴黎協定》 

氣候變化是一項跨越國界的全球性挑戰。要解決這一問題，則需要在各個層面進行協調，需要國際合

作，幫助各國向低碳經濟轉型。 

為應對氣候變化，各國領導人在 2015 年 12 月 12 日巴黎召開的締約方會議第二十一屆會議上通過了

《巴黎協定》。 

《巴黎協定》的主要內容： 

 將本世紀全球氣溫升幅限制在 2 ℃以內，並尋求將氣溫升幅進一步限制在 1.5℃以內的措施。

 每五年審查一次各國對減排的貢獻。

 通過提供氣候融資，幫助發展中國家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並增強抵禦氣候變化的能力。

《巴黎協定》於 2016 年 11 月 4 日正式生效，是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條約。目前，共有 193 個締約方

(192 個國家加上歐盟)加入了《巴黎協定》。 

《巴黎協定》包括所有國家對減排和共同努力適應氣候變化的承諾，並呼籲各國逐步加強承諾。《巴黎

協定》為發達國家提供了協助發展中國家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方法，同時建立了框架，以提高監察和

報告各國氣候目標的透明度。 

資料摘自聯合國《 巴黎協定》網站：https://www.un.org/zh/climatechange/paris-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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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E：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目標

尊敬的古特雷斯秘書長先生、 

尊敬的各位同事： 

  很高興出席今天的氣候雄心峰會。5 年前，各國領導人以最大的政治決心和智慧推動達成應對氣

候變化《巴黎協定》。5 年來，《巴黎協定》進入實施階段，得到國際社會廣泛支持和參與。當前，

國際格局加速演變，新冠肺炎疫情觸發對人與自然關係的深刻反思，全球氣候治理的未來更受關

注。在此，我提 3 點倡議。 

  第一，團結一心，開創合作共贏的氣候治理新局面。在氣候變化挑戰面前，人類命運與共，單

邊主義沒有出路。我們只有堅持多邊主義，講團結、促合作，才能互利共贏，福澤各國人民。中方

歡迎各國支持《巴黎協定》、為應對氣候變化作出更大貢獻。 

  第二，提振雄心，形成各盡所能的氣候治理新體系。各國應該遵循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

根據國情和能力，最大程度強化行動。同時，發達國家要切實加大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技術、

能力建設支持。 

  第三，增強信心，堅持綠色復蘇的氣候治理新思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要大力倡導綠色

低碳的生產生活方式，從綠色發展中尋找發展的機遇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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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為達成應對氣候變化《巴黎協定》作出重要貢獻，也是落實《巴黎協定》的積極踐行者。

今年 9 月，我宣佈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採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力爭 2030 年前二氧

化碳排放達到峰值，努力爭取 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 

  在此，我願進一步宣布：到 2030 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將比 2005 年下降

65%以上，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消費比重將達到 25%左右，森林蓄積量將比 2005 年增加 60 億立

方米，風電、太陽能發電總裝機容量將達到 12 億千瓦以上。 

  中國歷來重信守諾，將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在推動高質量發展中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

轉型，腳踏實地落實上述目標，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作出更大貢獻。 

  各位同事！ 

  “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語而百物生。”地球是人類共同的、唯一的家園。讓我們繼往開來、

並肩前行，助力《巴黎協定》行穩致遠，開啟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新征程！ 

  謝謝大家。 

  資料摘自國家主席習近平2020年12月12日於氣候雄心峰會上的講話(全文) -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0/content_55700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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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F：行政長官《2021年施政報告》關於香港邁向2050年前碳中和的目標 

邁向2050年前碳中和 

二氧化碳是氣候變化的主兇，國家和全球不少地

方都已承諾減碳的時間表和路線圖，香港也不例

外。我在去年《施政報告》中宣布，香港將力爭

在2050年前達致碳中和。我親自主持氣候變化及

碳中和督導委員會，制訂整體策略和監督各行動

協作。環境局局長即將公布的《香港氣候行動藍

圖2050》會定下更進取的減碳排放策略和措施，

以邁向碳中和，並加強減碳中期目標，力爭在

2035年前把香港的碳排放量從2005年的水平減半

(註：即由2005年約4 000萬公噸的水平，降至2035

年近乎2 000萬公噸)。

穩步邁向減碳目標 

我們正穩步邁向減碳目標。香港碳排放總量在

2014年達峰(即碳排放達到最高峰後不再增長然後

回落）後已呈下降趨勢，人均碳排放量由2014年

的6.2公噸減至2019年的5.3公噸。電力公司亦逐步

以天然氣代替燃煤發電，初步估算2020年人均碳

排放量會降至約4.5公噸。 

資料摘自行政長官《2021年施政報告》 - 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2021/chi/p95.html 及 

《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 https://www.climateready.gov.hk/files/pdf/CAP2050_booklet_tc.pdf 

問題 

3. 根據資料D，《巴黎協定》目前共有多少個締約方? 簽署方承諾透過哪些行動以達致《 巴黎協定》

的目標?

4. 根據資料E和F，國家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有何減碳目標?

5. 在個人層面可以如何減少碳排放?

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2021/chi/p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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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學習 

碳中和 

資料摘自《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 https://www.climateready.gov.hk/files/pdf/CAP2050_booklet_tc.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