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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ꎬ 基于传统宗教文化所形成的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的观念和底层社会机制ꎬ 如“万物有灵论”、 禁忌、 圣林制度、 图腾系

统、 传统权力系统等ꎬ 在环境管理、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着基础性

作用ꎮ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领域ꎬ 如农业、 气象、 技术创新等ꎬ 都离不开

本土知识ꎮ 许多非洲国家重视利用本土知识增强气候变化适应能力ꎮ 以家庭、
村社、 部落等为纽带的传统社区是社会运行的基本功能单元ꎬ 重塑传统社区

职能、 发展基于社区的适应ꎬ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社会动员和组织方面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ꎮ 今后ꎬ 提高生物质能利用效率ꎬ 逐步摆脱对柴、炭的依赖ꎬ 因地

制宜建设现代能源体系ꎬ 应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普遍选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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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ꎬ 发展中国家普遍处在现代化与低碳转型

同步叠加的双重挑战之中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ꎮ 撒哈

拉以南非洲国家贫困人口多ꎬ 工业化刚起步ꎬ 生存与发展高度依赖自然资源ꎬ
虽然总碳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都是全球最低ꎬ 但受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危害

最为严重ꎬ 自主适应能力也最弱ꎮ 如果不开发和实施适当的适应机制ꎬ 粮食

危机、 水资源供应不足、 自然灾害频发、 生物多样性减少、 土地荒漠化、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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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上升等环境与气候变化威胁将持续加剧ꎮ 自 ２００９ 年 «非洲应对气候变化

的内罗毕宣言» 发布以来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共识ꎬ
团结一致增强国际谈判话语权ꎬ 敦促发达国家履行相关义务和责任ꎬ 争取外

部资金和技术支持ꎻ 多国积极出台应对战略、 政策、 行动计划、 法律法规ꎬ
不断加大国家资源的投入ꎮ 但总体上看ꎬ 受资金、 技术和能力的限制ꎬ 撒哈

拉以南非洲国家仅靠自上而下的单向努力是不够的ꎬ 立足文化传统和社会现

实ꎬ 自下而上动员草根力量ꎬ 积极探索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本土应对之策ꎬ
是必要的补充ꎬ 也是增强农林牧渔业和能源两大关键领域适应能力的现实

途径ꎮ
２０１５ 年 “国际土著人气候变化论坛” 指出ꎬ 非洲各国政府应把土著人纳

入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发展活动中ꎬ 按照坎昆协定采取适当保障措施ꎬ 承认和

保护土著人的知识产权ꎬ 通过有效执行对环境友好的本土办法ꎬ 加强生物多

样性和环境保护ꎬ 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作出贡献ꎮ①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重

视探索和总结应对环境与气候变化的本土观念和做法ꎬ 但国内外直接的研究

成果并不多见ꎬ 尚未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ꎮ 一些零散的研究分布于传

统宗教和习俗、 本土知识、 社区、 新能源等的研究以及国家、 地区组织的有

关政策、 法规、 规划之中ꎬ 目前还没有得到全面的整理和系统的分析ꎮ 布鲁

斯拜尔斯 (Ｂｒｕｃｅ Ｂｙｅｒｓ) 认为ꎬ 环境管理不可忽视传统信仰、 价值观和习

俗ꎬ 要充分发挥保护措施的效力ꎬ 必须把传统文化和森林保护连接起来ꎻ② 保

尔 萨佛 －门萨 (Ｐａｕｌ Ｓａｒｆｏ － Ｍｅｎｓａｈ) 指出ꎬ 本土民众参与政策制定是解决

加纳气候变化问题的关键ꎻ③ Ａ 尼永 (Ａ Ｎｙｏｎｇ) 等人认为萨赫勒地区丰富的

本土知识足以应对干旱等极端气候的影响ꎬ 但这些知识并未得到广泛应用ꎻ④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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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罗斯Ｖ 加亚尼 (Ｇｌｅｎｒｏｓｅ Ｖ Ｊｉｙａｎｅ) 和帕特里克恩古鲁贝 (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Ｎｇｕｌｕｂｅ) 认为ꎬ 本土知识包含丰富、 有效的经验ꎬ 有助于理解和掌握影响本

地农牧渔的气候变化模式ꎻ① 马克马特萨 (Ｍａｒｋ Ｍａｔｓａ) 认为ꎬ 适应措施必

须认真考虑社区及其生态环境ꎬ 应对政策应把传统社区放在主体地位ꎻ② 雷纳
詹森 (Ｊａｎｓｓｅｎ Ｒａｉｎｅｒ) 和多米尼克鲁茨 (Ｄｏｍｉｎｉｋ Ｒｕｔｚ) 指出ꎬ 非洲的生物

质能源系统是缓解气候变化的重要方面ꎬ 必须制定法律和实施健全的监管框

架ꎻ③ 克尔斯滕乌尔斯鲁德 (Ｋｉｒｓｔｅｎ Ｕｌｓｒｕｄ) 认为ꎬ 太阳能和混合微型电网

等分散供电系统是使偏远地区居民用上清洁能源的最佳方式ꎬ 但必须变革现

有能源系统的结构和体制机制、 完善国家能源政策ꎮ④ 总体来看ꎬ 相关研究的

主题和内容都比较零散ꎬ 缺乏整体性的观察和分析ꎮ 本文将重点从本土资源

的内涵以及组织动员的角度ꎬ 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应对环境与气候变化的本土

观念和做法进行全面梳理ꎬ 搜集、 整理传统环境管理机制、 利用本土知识增

强气候变化适应能力、 恢复与再造传统社区功能、 变革柴炭依赖系统等方面

的诸多事实ꎬ 以补充相关研究全面性和系统性的不足ꎮ

一　 传统文化助力现代环境管理

传统文化包含着基本的价值取向、 行为逻辑和决策程序ꎬ 决定着社会运

行的原则和方向ꎮ 撒哈拉以南非洲传统文化的母体是传统宗教ꎬ 其特质是基

于泛神论的精灵崇拜ꎬ 由此而形成的禁忌、 圣林制度、 图腾系统等文化习俗

内嵌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观念和环境管理手段ꎬ 是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

价值基础和制度基础ꎮ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传统宗教源远流长、 无所不在ꎮ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

撒哈拉以南非洲主要表现为竞争或冲突关系ꎬ 但传统宗教与二者都能够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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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存ꎬ 甚至相互适应、 深度相嵌在一起ꎮ 公元 ９ 世纪之前ꎬ 伊斯兰教就穿越

撒哈拉沙漠ꎬ 自上而下地从城镇向乡村扩散ꎬ 但西非原有宗教一直在发挥影

响ꎮ 在东非地区ꎬ 传统宗教和伊斯兰教 “两套信仰体系相互依赖地并存着ꎬ
这些形成一种动态综合ꎬ 创造了斯瓦希里文明”ꎮ 进入 １９ 世纪ꎬ 在西方殖民

者殖民、 同化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过程中ꎬ 一方面ꎬ 基督教主动适应撒哈拉以

南非洲的多元文化ꎬ 如在塞拉利昂的 “非洲化”ꎻ 另一方面ꎬ 非洲人在各种

“功能神灵” 之外ꎬ 借助 “造物主神” 与一神论信仰建立连接ꎬ 广泛接纳基

督教ꎬ 如干达族的做法ꎮ① 事实上ꎬ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ꎬ 传统宗教具有大致相

同的实践特征和基本一致的世界观ꎬ 如同一个兼容并包的大熔炉ꎬ 构成信仰

文化的底色ꎮ “宗教信仰像一个三角形结构ꎬ 顶端是上帝ꎬ 最高神祇和造物

主ꎮ 三角形的一边是众神ꎬ 一边是祖先ꎬ 底部则是被称为魔法的信仰和实

践ꎮ”② 在传统宗教的基础上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形成信仰、 仪式、 规则、 制度

等熔为一炉的底层社会机制ꎬ 这种机制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一直发挥着普遍

性甚至决定性的作用ꎮ

表 １　 加纳阿肯人图腾及其内涵

氏族 图腾名称 内涵意译

阿杜阿纳 (Ａｄｕａｎａ) 狗 (ɔｋｒａｍａｎ) 技能

阿戈纳 (Ａｇｏｎａ) 鹦鹉 (Ａｋｏ) 口才

浅井 (Ａｓａｋｙｉｒｉ) 秃鹫 (ɔｐɛ ｔɛ) 清洁

阿斯尼 (Ａｓｅｎｉｅ) 蝙蝠 (Ａｐａｎ) 交往

阿索纳 (Ａｓｏｎａ) 杂色乌鸦 (Ｋｗａａｋｗａａｄａｂｉ) 智慧

布雷托 (Ｂｒｅｔｕｏ) 豹子 (ɔ ｓｅｂɔ) 侵略性

库纳 (ɛ ｋｕɔ ｎａ) 水牛 (ɛ ｋｏɔ) 正直

米基米基 (ɔｙ ɔｋｏ) 猎鹰 /鹰 (Ａｋｒɔ ｍａ) 耐心

　 资料来源: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Ａｓａｎｔｅꎬ Ｃｌａ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ｋ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ｈｅｋｉｎｇｄｏｍｏｆａｓａｎｔｅ ｃｏｍ /
ｃｌａｎｓ － ｏｆ － ｔｈｅ － ａｋａｎ － ｐｅｏｐｌｅꎬ ２０２１ － ０９ － ２１

以加纳为例ꎬ 在贝雷库姆 (Ｂｅｒｅｋｕｍ) 地区的传统宗教中ꎬ 世界分为可见

的物质和不可见的精神两个维度ꎬ 土地、 水、 动物和植物等实体不仅是物质ꎬ

４３

①

②

[英国] 理查德雷德著: «现代非洲史» (第二版)ꎬ 王毅、 王梦译ꎬ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版ꎬ 第 １００ ~ １３８ 页ꎮ

李安山著: «非洲民族主义研究»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ꎬ ２００４ 年版ꎬ 第 １０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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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包含着精神ꎬ 代表精神的精灵 (Ｍｍｏａｔｉａ) 就居住在岩石、 山脉、 洞穴、
树木、 河流、 动物等自然物体内ꎮ 在阿肯人 (Ａｋａｎ) 的世界观中ꎬ 世界是由

无数的个体和精神组成的ꎬ 某些动植物物种十分神圣ꎬ 拥有更加强大的精神

力量 (Ｔｕｍｉ)ꎮ① 阿肯人的精灵崇拜形成一种禁忌ꎬ 即任何破坏自然的行为都

被视为对精灵的亵渎ꎮ 这种赋予无生命物体以生命属性的世界观ꎬ 蕴含着人

与自然相互依存的道理ꎮ② 图腾系统是精灵崇拜的体现ꎬ 阿肯人每个部族都有

特定的动物作为其图腾符号ꎬ 保护图腾动物是一项重要义务ꎮ③ 圣林在非洲是

一种普遍现象ꎬ 仅加纳就分布着 ２ ０００ ~ ３ ２００ 处圣林ꎬ 约占保护区以外森林

的 １％ ꎬ④ 其起源都与精灵信仰有关ꎮ 例如ꎬ 博阿本 －菲马 (Ｂｏａｂｅｎｇ － Ｆｉｅｍａ)
保护区是加纳恩科兰扎 (Ｎｋｏｒａｎｚａ) 地区最著名的圣林ꎬ 既具有神殿的功能ꎬ
还可以作为防风林ꎬ 对维系当地村民的生存具有重要的作用ꎮ 圣林制度通过

信仰、 禁忌、 禁令和限制的结合ꎬ 使森林得到有效看护ꎬ 对环境保护起到关

键作用ꎮ 尼亚阿莫巴度 (Ｎｔｉａｍｏａ － Ｂａｉｄｕ) 研究发现ꎬ 圣林为海龟和鸟类提

供生存空间ꎬ 动物因得到圣林的庇护种群密度大ꎻ⑤ 拜尔斯 (Ｂｙｅｒｓ) 等人对

津巴布韦圣林的研究表明ꎬ 被破坏的森林大多数与圣林无关ꎮ⑥

撒哈拉以南非洲对重要生计资源ꎬ 如对水源、 土地的管理ꎬ 也都以宗教

习俗为基础ꎮ 例如ꎬ 贝雷库姆地区保护水体的主要措施就是依靠信仰和相关

的禁忌ꎮ 贝雷库姆人认为ꎬ 泉水、 池塘、 河流、 湖泊、 海洋是神圣的ꎬ 其中

居住着水神 (Ｎｓｕｏ Ａｂｏｓｏｍ) 和海洋女神 (Ｂｏｓｏｍｐｏ)ꎬ 禁止在水源附近耕种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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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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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Ｊａｃｈｉｅ Ｓａｃｒｅｄ Ｇｒｏｖｅ ａｎｄ Ｎｋｒａｂｅａ Ｆｏｒｅｓｔ Ｒｅｓｅｒｖｅ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Ｖｏｌ ２０１７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１

Ｙａａ Ｎｔｉａｍｏａ － Ｂａｉｄｕꎬ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ａｃｒ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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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Ｖｏｌ ２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０８ꎬ ｐ ３１６

Ｂｒｕｃｅ Ａ Ｂｙｅｒｓꎬ Ｒｏｂｅｒｔ Ｎ Ｃｕｎｌｉｆｆｅ ＆ Ａｎｄｒｅｗ Ｔ Ｈｕｄａｋꎬ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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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一种名为地球女神 (Ａｓａａｓｅ Ｙａａ) 的超自然的精神实体ꎬ 神圣不可侵

犯ꎮ 阿克伊姆人 (Ａｋｙｉｍ) 认为ꎬ 土地属于祖先和后代ꎬ 出售土地是对祖先的

亵渎、 对后代的不负责任ꎻ 酋长是连接人与神、 活人和死者的纽带ꎬ 为部落

成员管理土地资源ꎮ① 与加纳类似ꎬ 通过传统的禁忌、 图腾和习俗建立保护机

制ꎬ 是津巴布韦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手段ꎬ 包括禁止猎杀图腾动物ꎬ 禁止食

用秃鹫和鬣狗等腐食动物ꎬ 禁止杀害幼兽和雌兽ꎬ 捕捉蟒蛇和穿山甲必须得

到酋长的批准ꎬ 不允许破坏驻有精灵的森林ꎬ 不允许砍伐具有文化含义和功

用的树木等ꎮ②

由于传统宗教和文化习俗是广大村社监督和执行资源管理的经验来源和

权力来源ꎬ 基于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建设环境保护机制ꎬ 越来越受到环境政

策制定者的重视ꎮ 其一ꎬ 本土民众熟悉其资源和环境ꎬ 参与政策制定可有效

提高政策的敏感性ꎻ 其二ꎬ 把本土关切纳入环境保护议程ꎬ 有利于广泛调动

民众参与环保行动的积极性ꎻ 其三ꎬ 非洲传统宗教具有强大的影响力ꎬ 包含

宗教内涵的问题受到普遍尊重和敬畏ꎬ 整合宗教习俗和环境管理ꎬ 是有效执

行环境保护政策和法规的可靠路径ꎮ 因此ꎬ 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把传统

习俗视为国家文化资本ꎬ 结合文化遗产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陆续出台一系列传

统文化保护政策、 法规ꎬ 从保护和整合利用两个方面加强传承ꎬ 发掘其底层

社会机制的功用ꎬ 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价值背景和社会共识ꎬ 提高气候变化

适应政策的可接受性和有效性ꎮ 例如ꎬ 南非 ２０１３ 年出台了 «知识产权法修正

案»ꎬ 旨在加强对基于传统文化习俗的规则、 术语和表达方式的保护ꎬ 为广泛

使用提供规范ꎮ③ 肯尼亚 ２０１６ 年颁布的专门法 «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保护法»ꎬ
强调传统文化的专属权利保护ꎬ 鼓励尊重、 遵守传统规则ꎻ④ 刚果 (布)
２０１９ 年颁布法规——— «保护土著人的文化财产、 圣地和精神场所»ꎬ 明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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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土著人的文化知识、 宗教和精神财产、 精神圣地的完整性ꎬ 包括一切有关

土著人的有形和无形的文化以及崇拜物等ꎬ 挖掘传统习俗中的制度内涵ꎮ① 赞

比亚、 加纳、 埃塞俄比亚、 博茨瓦纳、 塞拉利昂、 毛里求斯、 喀麦隆、 莫桑

比克、 津巴布韦、 科特迪瓦等国也有类似的法律规定ꎮ

二　 利用本土知识增强气候变化适应能力

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ꎬ 本土知识不仅是乡村社区防灾减灾的重要技能资

本ꎬ 而且是气候历史监测和基线数据、 气候变化对策、 气候适应技术创新的

重要来源ꎮ 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ꎬ 农业系统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１ / ３ꎬ
到 ２０３０ 年ꎬ 非洲和南亚可能有 １ ２２ 亿人由于气候变化而陷入极端贫困ꎻ 亚

非地区作为世界上 ８０％ 生物物种的守护者ꎬ 土著居民站在保护生态系统、 减

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最前沿ꎬ 他们拥有独特的传统知识ꎬ 对一个地方的植被、
土壤和气候条件非常熟悉ꎬ 基于本土农业知识的适应措施可操作性更强ꎬ 更

有助于农业技术的推广ꎮ② 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ꎬ 广泛利用本土知识是全球范

围的一项重要议程ꎮ ２００７ 年ꎬ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 ＩＰＣＣꎬ 以下

简称 “气专委”) 的评估报告指出ꎬ “本土知识是适应气候变化和制定自然资

源管理战略的宝贵基础”③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气专委第 ３２ 届会议在坎昆适应框架

(ＣＡＦ) 下开始把土著和本土社区的意见列入议程ꎬ 认为 “本土知识有助于提

高气候适应战略的成本效益、 参与性和可持续性”ꎮ④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 基于坎昆

适应框架原则发布的评估报告、 气专委第五次评估报告等等ꎬ 都列专章或专

节讨论本土知识ꎻ 世界气象组织 (ＷＭＯ) 和粮农组织 (ＦＡＯ) 倡导建立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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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间学校和气候实地学校ꎬ 分享粮食保障经验和本土做法ꎮ① ２０２１ 年 “国际

土著人气候变化论坛” (ＬＣＩＰＰ) 把地方社区参与制定国家气候政策列为主

题ꎬ 指出土著人掌握大量应对气候变化的办法ꎬ 应参与国家政策的设计ꎻ 国

家决策和行动方案必须整合利用本土知识ꎬ 地方政府应积极、 有效调动本土

知识ꎮ②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ꎬ 本土知识代代相传ꎬ 深深嵌入人们的生存和信仰

体系之中ꎬ 在减少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方面ꎬ 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ꎮ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约 ８０％的粮食产量来自小农生产ꎬ 受气候变化威胁

最大的领域是农业ꎮ 本土农业知识成本低、 环境友好ꎬ 蕴藏着丰富的食物获

取经验和广谱的种质资源ꎬ 利用本土知识综合施策ꎬ 如混合种植、 混合养殖

的间作策略、 调节种植期的高效轮作策略和生计多样化策略ꎬ 是撒哈拉以南

非洲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方式ꎮ 不同作物和品种对气候变化的反应不同ꎬ
间作可有效降低歉收的风险ꎮ 津巴布韦穆扎拉巴尼 (Ｍｕｚａｒａｂａｎｉ) 地区的农民

针对气候变化开发出一套混合种植的模式ꎬ 将玉米、 高粱和小米混合种植ꎬ
再补充种植甘薯、 木薯、 山药和本土耐旱作物如高粱、 藜稷、 谷子和豇豆

等ꎬ③ 既可增加粮食来源的多样化ꎬ 又能够有效保持土壤水分、 提高土壤肥

力、 防治病虫害ꎮ 混合养殖主要应用在渔业领域ꎬ 如在尼日利亚ꎬ 非洲鲶鱼

与尼罗罗非鱼的组合是一种流行的养殖选择ꎬ 鲶鱼环境适应能力强ꎬ 罗非鱼

具有很高的繁殖活力ꎬ 两种鱼的优势结合起来能够提高生产率ꎬ 更好地适应

气候变化ꎮ④ 依据气候变化调整种植顺序ꎬ 可使作物更好地适应生长季节的变

化ꎮ 肯尼亚杜鲁马 (Ｄｕｒｕｍａ) 社区调节种植期以有效利用半干旱环境中的少量

降雨ꎻ 崇义 (Ｃｈｏｎｙｉ) 社区广泛种植木薯等耐旱作物ꎬ 以减少降雨量少的危害ꎻ
吉里亚马 (Ｇｉｒｉａｍａ) 社区选育高质量的本土品种以提高作物产量ꎮ⑤ 在易受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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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哈拉以南非洲应对环境与气候变化的本土选择　

水影响的地方ꎬ 可以充分利用洪水冲积层的丰富养分ꎬ 采用双季种植的应对

策略ꎬ 如津巴布韦的穆扎拉尼 (Ｍｕｚａｒａｂａｎｉ) 社区有效利用洪泛区肥沃潮湿的

土地以应对频繁发生的洪水ꎮ① 生计多样化策略的典型做法是从农业转向农牧

或农渔结合ꎬ 以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粮食危机ꎮ 例如ꎬ 西非广泛应用的农渔

一体化养殖技术ꎬ 通过整合水稻和鱼类养殖系统减少甲烷排放ꎬ 改善农业生

态系统的性能ꎬ 增强对极端气候的适应能力ꎮ②

农业的主要威胁来自气象灾害ꎮ 在广袤的非洲大地ꎬ 小生境、 小气候决

定着广大贫困民众的生存ꎮ 现代气象科技不可能全覆盖ꎬ 也无法预判每一地

的实时气候、 灾变状况ꎬ 本土环境知识是气候经验的重要来源ꎬ 但本土知识

预测天气是短期的ꎬ 农民往往来不及准备应对方案ꎮ 赞比亚的一项研究发现ꎬ
当地人利用植物和昆虫的反应来预测下一个季节的降雨量ꎬ 这种传统知识的

可靠性和准确性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逐渐下降ꎮ 因此ꎬ 只有将科学方法和本

土知识结合起来ꎬ 才能准确、 及时预测小生境、 小气候的变化ꎬ 提高防灾减

灾能力ꎮ 非洲气象专业领域重视本土知识的价值ꎬ 致力于打通科技与本土知

识的连接ꎬ 提供大范围天气和小气候预报服务ꎮ③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ꎬ 本土知

识支撑科技创新的应用十分广泛ꎬ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许多关键领域都离

不开本土知识与科技的结合ꎬ 包括发展保护性农业、 生态虫害控制、 抗旱品

质改良、 微剂量施肥、 再造林草系统、 实施节水管理、 森林管理等ꎮ 知识生

产是各种知识汇集、 协作的过程ꎮ 非洲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 «保护传统知识

和民间文学艺术表现形式的斯瓦科普蒙德议定书» (ＡＲＩＰＯ) 指出ꎬ 本土知识

包含着社会、 文化、 生态、 农业、 医疗、 技术等方面的商业和教育价值ꎬ 是

地方社区接纳现代科技的桥梁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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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各个层面上重视利用本土知识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

力ꎮ 在全非层面ꎬ ２０１７ 年非盟在乌干达坎帕拉举行了 “促进非洲传统民主文

化的制度化” 协商研讨会ꎬ 强调本土知识、 本土实践、 传统环境保护方法的

重要性ꎻ①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８ 年ꎬ 非盟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发展部与联合国非洲经

济委员会和非洲开发银行合作实施 “非洲气候促进发展计划” (Ｃｌｉｍｅ ＤＥＶ
Ａｆｒｉｃａ)ꎬ 其中包括本土知识的开发利用ꎮ② 在次区域组织层面ꎬ “东非共同体

气候变化总计划” (ＥＡＣＣＣＭＰ) 把本土知识纳入科学知识体系ꎬ 推动地方经

验与现代知识相结合以应对粮食危机ꎮ③ 在国家层面ꎬ 南非 ２０１３ 年发布 «知
识产权法修正案»ꎬ 规定建立国家本土知识委员会、 国家本土知识信托基金和

国家本土知识数据库ꎬ 为气候变化提供可持续解决办法ꎻ ２０１９ 年发布 «保护、
推广、 发展和管理本土知识法案»ꎬ 健全本土知识登记程序ꎬ 为社区保护、 利

用本土知识奠定法律基础ꎮ④ 由于本土知识处在西方知识产权体系的保护之

外ꎬ 流失、 剽窃现象十分严重ꎬ 因此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重视本土知识的

保护ꎬ 普遍做法是建立本土知识资源中心⑤ꎬ 在依托本土知识资源中心提高应

对气候变化能力的基础上ꎬ 加强立法保护本土知识ꎮ 例如ꎬ 肯尼亚的 «传统

知识和文化表现形式保护法» 规定ꎬ 传统知识包括与农业和环境有关的知识

及其文化表现形式ꎬ 传统知识的强制使用许可必须在所有者事先知情同意的

情况下由内阁秘书授予ꎻ⑥ 坦桑尼亚的 «传统和替代医学法案» 规定ꎬ 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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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医学实践委员会ꎬ 监督、 规范、 促进、 支持传统医学的发展ꎬ 保护药用

植物以及具有药用价值的资源如动物、 矿物、 水产品和海产品及其组成

部分ꎮ①

三　 重视基于社区的环境和气候变化应对与适应

“社区” 是有凝聚力的共同体ꎬ 其基本形式有血缘共同体、 地缘共同体和

宗教共同体等ꎮ② ２００６ 年ꎬ 胡克 (Ｈｕｑ) 和里德 (Ｒｅｉｄ) 提出 “基于社区的

适应” 概念③ꎬ 意指 “根据社区的优先发展事项、 需求、 知识和能力来规划

应对气候变化的计划”ꎮ④ 之后ꎬ “基于社区的适应” 这一概念经常被用于灾

害风险管理、 自然资源管理等领域ꎮ 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ꎬ 基于社区的适应

方案ꎬ 更加强调本土资源的动员和组织ꎬ 社区实际条件如知识、 技能、 技术

的有效运用ꎮ⑤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传统社区ꎬ 即农村和城郊的农业社区ꎬ 以家庭、 村

社、 部落等为纽带ꎬ 自古以来就是社会运行、 管理的基本功能单元ꎮ 传统社区

一般由酋长、 长老委员会、 神职人员共同负责管理ꎬ 全体成员参与议事、 决策ꎮ
长老委员会通常由德高望重的老者组成ꎬ 其职责 “一是为酋长或首领的管理提

供建议和帮助ꎬ 二是制约酋长和首领的权力ꎬ 防止权力的滥用ꎮ”⑥ 但是ꎬ 近代

以来ꎬ 殖民统治、 国家独立、 现代化建设相继主导着非洲的社会变迁ꎬ 传统社区

的职能被不断削弱ꎬ 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能力随之被弱化ꎮ 应对环境和气候变化

要有国家、 政府间机构自上而下牵头组织普遍性行动ꎬ 也要有从具体的小生境出

发、 依据地方条件和经济能力而广泛采取自下而上的自主适应ꎮ 撒哈拉以南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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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国家自上而下的统筹、 动员能力不足ꎬ 如只有少数国家有能力主持开发、
部署耐旱品种和实施有计划的气候变化干预措施ꎬ 因此ꎬ 恢复、 再造传统社区的

职能ꎬ 提高自下而上的适应能力ꎬ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显得尤为现实和紧迫ꎮ
(一) 恢复传统社区的职能

环境管理特别需要社区参与ꎬ 因为社区是有组织的直接看护者ꎬ 社区成

员的意愿和努力是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基础ꎮ 肯尼亚传统社区在利用习俗保

护环境、 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ꎬ 普遍做法是传承祈祷、 祭祀、
治疗等传统仪式ꎬ 并把传统仪式建设成为分享农业经验和天气预报知识的信

息平台ꎮ① 例如ꎬ 米吉肯达 (Ｍｉｊｉｋｅｎｄａ) 社区建有文化村ꎬ 展示与农业生物多

样性保护有关的传统文化仪式ꎬ 既传承社区文化、 支撑社区创新ꎬ 又可销售

传统工艺品、 草药等特产ꎬ 增加旅游创收ꎮ 坦桑尼亚塞伦盖蒂地区的保护实

践表明ꎬ 传统社区机构与国家机构联动打击非法狩猎、 管理保护区的做法ꎬ
即共同管理ꎬ 它是保护区运行的有效途径ꎮ 共同管理的内涵是政府和当地社

区建立合作ꎬ 重新划分权力、 责任和义务ꎬ 通过增强社区的权力来确保对资

源的有效管理ꎮ 共同管理有三种类型: 协商式、 合作式和委托式ꎮ 协商式共

同管理允许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互动ꎬ 同时ꎬ 国家拥有控制权ꎬ 社区保留决策

权ꎮ 合作式共同管理强调国家与社区密切合作ꎬ 分享战略决策ꎮ 委托式共同

管理给予社区更多的控制权ꎬ 即国家允许社区与利益相关者作出战略决策ꎮ②

共同管理已经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自然资源管理的一种典型模式ꎬ 其成

功的关键是把社区的传统机制和国家现代法律制度结合起来合理授权ꎮ 但问

题是大多数国家的传统机构不甚健全乃至已不存在ꎬ 恢复和振兴传统社区的

职能ꎬ 发挥其生态保护作用ꎬ 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

事项ꎮ
恢复传统社区的职能ꎬ 首先是要承认传统领导人的法律地位ꎮ 例如ꎬ 加

纳、 南非和纳米比亚修订宪法ꎬ 承认社区机构的合法性及其领导人的政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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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ꎮ 加纳 １９９２ 年宪法规定建立全国酋长院ꎬ 以保障酋长的地位和作用ꎻ 加

纳还为酋长保留适当的区议会席位和土地收益ꎮ① 南非 １９９６ 年宪法不仅承认、
保护传统领导人的地位和作用ꎬ 而且允许设立国家、 省和地方传统领导人理

事会ꎬ 以便酋长在国家治理各层面上行使权力ꎮ 纳米比亚 １９９０ 年宪法承认习

惯法是纳米比亚法律的渊源之一ꎬ 承认传统权力ꎬ 允许建立传统领袖理事会

处理社区事务ꎮ② 除了宪法承认之外ꎬ ２０００ 年纳米比亚还颁布了 «传统权力

机构法»ꎬ 规定设立传统权力机构ꎬ 并明确传统权力机构的职能和职责ꎮ 到目

前为止ꎬ 纳米比亚大约有 ５０ 个传统机构得到承认ꎬ 并得到国家的财政补贴ꎮ③

从国家政策层面看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关于传统领导人的政策主要有五种

类型ꎮ 第一种是重塑政策ꎬ 通过重新解释传统领导人的职能ꎬ 对其权力进行

重新定位ꎮ 第二种是融合政策ꎬ 传统机构被纳入政府行政部门ꎬ 传统领导人

成为合法的地方行政人员ꎬ 如喀麦隆传统领导人是农村地区县以下国家权力

机构的唯一代表ꎮ 第三种是从属政策ꎬ 传统机构从属于地方政府并对地方政

府负责ꎬ 如纳米比亚 １９９５ 年 «传统机构法» 规定ꎬ 如果传统机构与地方政府

发生冲突ꎬ 应以地方政府的规定为准ꎮ 第四种是默许政策ꎬ 政府承认传统领

导人的角色ꎬ 但只要他们不违法ꎬ 既不赋权也不干预他们的活动ꎬ 如乌干达

穆塞韦尼政府授权重建传统王国ꎬ 但并没有给予传统领导人任何执行或协商

的权力ꎬ 也不允许传统领导人干涉地方政府的活动ꎮ④ 第五种是排斥政策ꎬ 目

的是废除传统机构或使其地位降低ꎬ 并消除其在地方政府中的作用ꎬ 如 １９５８ 年

的几内亚和 １９７５ 年独立后的莫桑比克都曾一度执行过这种政策ꎮ 总体上看ꎬ 前

三种情况越来越多ꎬ 后两种特别是最后一种情况越来越少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在撒哈拉

以南非洲地区为传统机构提供宪法地位的国家不到 ５０％ꎬ 到 ２０１８ 年ꎬ 已接近

７５％ꎮ⑤ 这一数字表明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传统机构及其职能正在得到普遍恢复ꎮ

３４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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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传统社区职能的另一要务是规范社区的传统权力ꎮ 博茨瓦纳 «部落

管理法案» 明确建立传统领导机构的规则、 传统领袖的产生程序和职能、 法

院对部落管理事项的管辖权及其他监管权等ꎮ 尼日尔 «传统酋长领地和地位

的实施办法» 涉及传统酋长的任命、 薪酬和社会保护ꎮ 塞拉利昂 «酋长法»
规定了酋长的资格、 权力、 职能和罢免等事项ꎮ 南非 «全国传统领袖之家法

案» 规定建立全国传统领袖院ꎬ 并明确其权利和责任ꎮ 加纳 «酋长法»、 纳米

比亚 «传统机构法»、 乌干达 «传统领袖或文化领袖机构法» 也有类似规定ꎮ
博茨瓦纳 «部落土地法规» 规定设立土地法庭ꎮ 南非 «公共土地权利法»、
肯尼亚 «社区土地法» 对社区土地使用权和法人资格注册、 社区土地权利委

员会和土地管理委员会的设立程序等作出规定ꎮ① 津巴布韦 «本土化和经济赋

权法案» 为传统社区民众的经济赋权提供法律支持ꎮ②

(二) 再造传统社区的新功能

在应对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多元、 多层级主体中ꎬ 社区是重要节点ꎬ “基于

社区的适应” 关键是赋予社区责任和权力ꎬ 发挥社区的主体作用ꎮ
第一ꎬ 赋予社区本土知识保护职能ꎮ 本土知识是固着在传统社区之上的ꎬ

开发利用本土知识ꎬ 一是要保护好社区结构的完整性和社区功能的可持续性ꎬ
二是要强化社区保护本土知识的意识、 职能和能力ꎮ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重

视从社区角度探索保护本土知识的立法途径ꎮ 例如ꎬ 南非 «知识产权法修正

案» «保护、 推广、 发展和管理本土知识法案» 明确把社区定为本土知识法

人ꎬ 为有效保护、 利用本土知识创立法理基础ꎻ 在埃塞俄比亚ꎬ 与遗传资源、
社区知识、 社区权利有关的法规规定ꎬ 社区对遗传资源和本土知识拥有权利

和保护职责ꎻ③ 布隆迪 «关于工业产权的第 １ / １３ 号法» 规定ꎬ 本土社区有权

阻止第三方制造、 使用、 储存、 销售本土产品ꎬ 包括利用本土知识直接或间

接获利ꎻ④ 纳米比亚 «工业产权法» 规定ꎬ 如果专利申请的主题源自传统知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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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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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ｌｏ ｏｒｇ) 获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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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ꎬ 申请人必须在专利申请中披露提供资源的社区ꎻ① 马拉维 «版权法» 规

定ꎬ 马拉维文化遗产保护对象包括马拉维本土社区创作、 保存和发展的所有

成果及其表达方式ꎻ 津巴布韦 «版权和邻接权法» 规定ꎬ 传统宗教和文化习

俗的保护基于社区ꎻ 尼日利亚 «版权法» 规定ꎬ 本土文化表达受到保护ꎬ 在

复制、 传播、 改编、 翻译和其他转换时ꎬ 应以适当的方式表明其来源ꎬ 注明

社区ꎬ 并符合公平的做法ꎻ 加纳 «版权法» 也有类似的规定ꎮ②

第二ꎬ 把社区纳入国家适应行动计划ꎮ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ꎬ 一些国家根

据 «国家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ꎬ 把社区视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节点ꎬ
重视发挥其枢纽作用ꎮ 例如ꎬ 卢旺达强调地方社区与土地、 环境、 林业、 水

和矿业等职能部门的协调ꎻ 布基纳法索强调本土适用技术的开发和促进以社

区为基础的管理ꎻ 布隆迪重视发展本土社区环境管理机制ꎻ 中非共和国强调

社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ꎬ 包括社区生态保护能力建设、 自然灾害预警

和预防系统建设等ꎻ 乍得优先支持社区间牧场配置ꎬ 在基层社区建立国家气

候变化适应政策观察站等ꎻ 吉布提突出基层组织的综合调动、 适应性和参与

式管理ꎻ 马里强调基于传统社区制度的国家气候变化管理体制建设和本土技

术教材建设ꎻ 厄立特里亚强调在东部和西北部低地生态区引入基于社区的牧

场改良和管理ꎬ 发展本土环境友好型农林业等ꎻ 埃塞俄比亚重视发展社区碳

汇项目ꎬ 推广社区宅基地林业实践等ꎻ 冈比亚推动社区参与森林保护区管理ꎻ
几内亚重点实施以社区为基础的森林经营计划、 环境友好型技术培训等ꎮ③

第三ꎬ 赋予地方政府连接社区与国家的职能ꎮ 气候变化适应的多层次治

理ꎬ 需要在不同行为者之间建立联系ꎬ 将纵向和横向治理结合起来ꎬ 如纵向

理顺地方和国家的责权利关系ꎬ 横向加强行为者之间的互动ꎮ 基于社区的适

应并不局限于社区的范围ꎬ 而是以社区为枢纽的一种多层次和跨主体的联动ꎬ
一方面ꎬ 自上而下地支持社区的决策和行动ꎻ 另一方面ꎬ 自下而上地通过地

方政府把社区一级的行动与国家一级的政策和计划连接起来ꎬ 双向发力应对

气候变化的复杂挑战ꎮ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ꎬ 地方政府构成国家和社区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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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地带”ꎬ 地位独特ꎬ 是国家与社区连接的桥梁ꎬ 气候变化适应政策应充

分考虑在地方政府和社区之间建立双向作用机制ꎮ①

四　 变革传统能源利用方式

全球低碳转型的方向是减少碳排放尽快实现碳达峰ꎬ 增加碳汇尽快实现

碳中和ꎮ 撒哈拉以南非洲碳排放量不到全球的 ４％ ꎬ “大多数国家本身就处于

碳中和甚至负碳排放状态”②ꎬ 减缓气候变化最为急迫之处不是最大限度地减

少碳排放ꎬ 而是逐步摆脱柴、 炭依赖ꎬ 着眼未来积累碳汇ꎮ 发展中国家数以

十亿计的人口以木柴、 木炭的方式使用生物质能源③ꎬ 人口增长、 环境恶化两

大危机在同步加剧ꎬ 并呈现线性联动推高的态势ꎬ 即人口爆炸不断加剧对环

境的压力ꎬ 环境破坏持续削弱地球的承载力ꎮ 所以ꎬ 变革数十亿人口的日常

柴、 炭依赖模式ꎬ 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ꎬ 而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计ꎮ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ꎬ 依赖木柴作为主要能源的人口比例超过 ８５％ ꎻ④ 木

柴是农村地区的主要能源ꎬ 城市地区主要使用木炭ꎬ 柴炭转化率大约为

２０％ ꎮ⑤ 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ꎬ 一个完全依赖木炭的家庭每年消耗 ２４０ ~ ６００
公斤木炭ꎬ 相当于 １ ５ ~ ３ ５ 吨的木柴ꎮ 使用木柴、 木炭是导致城市周边和农

村地区森林砍伐和土地退化的主要原因ꎮ⑥ 但是ꎬ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能源市场

的供应链中ꎬ 可交易的替代能源严重不足ꎬ 使用清洁替代品一般需要政府补

贴ꎮ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发展程度、 气候和自然条件千差万别ꎬ 减缓和适应

气候变化面临的挑战不尽相同ꎬ 需求重点也不一样ꎮ 例如ꎬ 东非国家侧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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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哈拉以南非洲应对环境与气候变化的本土选择　

资源利用管理ꎬ 萨赫勒地区侧重节水、 防沙治沙、 旱作农业ꎬ 热带雨林国家

侧重森林管理ꎬ 小岛国侧重海平面上升、 防灾减灾ꎬ 南非侧重减排ꎬ 等等ꎬ
但总体上都必须面对严重依赖木材燃料和替代能源短缺的问题ꎮ 国际能源署

２０１９ 年 «非洲能源展望» 和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 ２０２１ 年 «能源进展报告»
均强调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实现 ２０３０ 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ꎬ 关键是获得电

力和节能烹饪设施、 提高能源效率和发展可再生能源ꎮ①

(一) 提高生物质能利用效率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ꎬ 改进炉子和炭窑的设计ꎬ 不断提高燃烧效率ꎬ 是传

统能源利用模式向现代能源体系过渡的中间阶段ꎬ 简单、 适用且有效ꎮ 在过

去的几十年中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当地民众大力改进烹饪炉灶ꎬ 从用黏土建造

的低效炉灶发展到用砖或金属制成的更高效的炉灶ꎻ 改进的炭窑可使木炭燃

烧效率从 １０％ ~２０％提高到 ４０％ ꎮ② 但关键问题是推广不力ꎬ 普及率不高ꎮ
撒哈拉以南非洲生产生物柴油最常见的作物是麻疯树 ( Ｊａｔｒｏｐｈａ)ꎮ 麻疯

树耐旱ꎬ 种植广泛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开始在马里开展麻疯

树生产柴油的试验ꎬ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 越来越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ꎬ 如莫桑比

克、 坦桑尼亚、 赞比亚、 马拉维等ꎬ 不断扩大麻疯树的种植面积ꎬ 用来生产

生物柴油ꎬ 为农村社区、 农场、 矿山提供电力服务ꎮ
非洲约 ７０％的城市固体废物主要采取堆填方式处理ꎬ 大量废物流入土地ꎬ

是甲烷排放的主要来源ꎮ 甲烷产生温室效应的威力约为二氧化碳的 ２５ 倍ꎮ③

利用农业残渣、 工业和城市废物、 废水生产沼气ꎬ 可有效减少土地自然分解

过程中的甲烷排放ꎬ 减少森林破坏ꎬ 改善家庭、 社区层面的卫生环境ꎮ 撒哈

拉以南非洲各地的沼气设施越来越多ꎬ 卢旺达、 坦桑尼亚、 肯尼亚、 乌干达、
埃塞俄比亚、 喀麦隆、 贝宁和布基纳法索等国专门出台沼气发展方案ꎮ 在沼

气利用的基础上ꎬ 结合地方特点使用高效联产设备增加生物质能产量ꎬ 是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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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方向ꎮ 例如ꎬ 毛里求斯制糖业使

用甘蔗渣发电ꎬ 能源供给自给自足ꎮ 肯尼亚、 埃塞俄比亚、 马拉维、 苏丹、
乌干达、 坦桑尼亚和斯威士兰等国效仿毛里求斯ꎬ 不断扩大高效热电联产系

统ꎬ 并将其从制糖业推广到造纸和棕榈油、 坚果、 剑麻、 大米等农产品加工

业ꎮ 据估计ꎬ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ꎬ 以甘蔗渣为基础的热电联产可满足该区域

总电力需求的 ５％左右ꎬ 包括其他农产品加工业和林业的残余物利用在内ꎬ 则

可达 １０％ ꎮ①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普遍把提高生物质能利用效率列入国家适应气候变

化行动计划ꎮ 例如ꎬ 在 «国家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方案» 中ꎬ 卢旺达、 安哥拉

优先发展薪柴替代能源以减少森林砍伐ꎬ 贝宁重视在易受气候变化影响和土

壤高度退化的地区使用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和节能炉灶ꎬ 布基纳法索、 布隆

迪、 吉布提把炉灶改进、 推广列为先导项目ꎬ 冈比亚重点支持社区造林、 花

生壳压块燃料的生产等ꎮ②

(二) 推进现代能源体系建设

非洲有 “新能源时代的中东” 之称ꎬ 但发展新能源需要因地制宜加强统

筹ꎮ 以上述发展生物质能源为例ꎬ 不同原料缓解气候变化的潜力存在很大差

异ꎬ 如第一代液体生物燃料作物玉米、 大豆、 油菜籽ꎬ 对气候适应目标有负

面影响ꎮ 相比之下ꎬ 多年生作物如甘蔗、 柳枝草、 芒草和木本植物如麻疯树ꎬ
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更强ꎬ 可以增强土壤稳定性并有更高的能源产量和较

少的温室气体排放ꎮ③ 另外ꎬ 不同规模的生物质能源项目对缓解气候变化的作

用也不同ꎮ 原料种植规模越大就越需要大量的水资源ꎬ 并因此抢占其他粮食

作物的灌溉机会ꎬ 小规模的生物质能源技术更有利于改善家庭的能源供给ꎮ
此外ꎬ 非洲国家还需要更广泛地考虑环境技术的使用和不同类型地方资源的

互补ꎬ 如太阳能、 风能和地热的统筹开发ꎬ 加强不同社会系统与知识系统、
技术系统的互动等等ꎮ 相关研究表明ꎬ 基于低碳发展观ꎬ 非洲国家必须走清

洁发展道路ꎬ 核心是建设能源网ꎬ 加快新能源基地和各类分布式电源开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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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哈拉以南非洲应对环境与气候变化的本土选择　

非洲水能、 太阳能、 风能十分丰富ꎬ 储量占全球 １２％ 、 ４０％和 ３２％ ꎬ 到 ２０５０
年非洲的水电、 太阳能、 风电装机规模可达到 ２ ２ 亿千瓦、 ５ １ 亿千瓦和 １ 亿

千瓦ꎬ 清洁能源占比超过 ７０％ ꎬ 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２４ 亿吨、 空气污染

排放物１ ８７０万吨ꎮ①

近年来ꎬ 围绕应对气候变化、 变革传统能源利用方式的现实需求ꎬ 撒哈

拉以南非洲国家广泛把加紧推进现代能源体系建设列入国家战略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８ 年ꎬ 肯尼亚 «国家能源政策» 聚焦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地热和水电的运

用ꎬ 以增强能源安全、 减缓气候变化ꎻ② 毛里求斯 «中型分布式发电电网规

范» 制定配电网络的技术标准ꎬ 将光伏、 风力涡轮发电、 水力发电、 生物质

发电等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技术纳入配电网络ꎮ③ ２０１９ 年ꎬ 肯尼亚 «能源法»
强调推广可再生能源ꎻ④ 南非发布 «２０５０ 年低排放发展战略»ꎬ 针对小规模可

再生能源企业设立绿色基金ꎬ 实施 «综合资源计划»ꎬ 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减少水消耗、 能源多样化和本地化纳入政府目标ꎻ⑤ 卢旺达发布 «国家环境和

气候变化政策»ꎬ 提出绿色经济转型ꎬ 重点推进低碳消费和低碳生产模式ꎻ⑥

埃塞俄比亚出台 «气候适应型绿色经济国家适应计划»ꎬ 确定了 １８ 种气候变

化适应方案ꎬ 包括提高粮食安全ꎬ 加强可持续自然资源管理ꎬ 建设可再生能

源发电和管理体系等ꎮ⑦ ２０２０ 年ꎬ 刚果 (金) 发布 «环境、 气候和可持续发

展法»ꎬ 毛里求斯发布 «气候变化法案»ꎬ 制定现代能源体系政策ꎻ 尼日利亚

发布 «国家天然气扩张计划»ꎬ 把液化石油气列为烹饪、 自备电力和小型工业

９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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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的燃料ꎬ 刺激天然气价值链的投资等ꎻ① 塞内加尔发布 «天然气法»ꎬ 建

立天然气价格结构ꎬ 管理运输、 储存、 加工、 进口和出口等环节ꎮ② ２０２１ 年ꎬ
安哥拉发布 «国家可再生能源和农村电气化规定»ꎬ 发展农村电气化低成本技

术、 小型离网电厂和农村电网ꎻ 非洲开发银行的 “沙漠发电倡议” 支持萨赫

勒地区开发太阳能潜力ꎬ 提高该地区的生态复原力③ꎬ 等等ꎮ

五　 结语

撒哈拉以南非洲热带雨林占全球的 １ / ３ꎬ 加上广袤的稀树草原、 林地和森

林ꎬ 吸收并储存着大量的二氧化碳ꎬ 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一极ꎮ 然而ꎬ
在全球气候治理的大格局中ꎬ 发达国家忙于抢占低碳转型的制高点ꎬ 撒哈拉

以南非洲地区却被遗忘④ꎬ 内忧外困ꎬ 处境艰难ꎮ 在这种形势之下ꎬ 从实际出

发ꎬ 以传统社区为节点建立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应对体系ꎬ 包括发挥基于

传统文化的底层社会机制和本土知识的作用ꎬ 变革传统能源利用方式ꎬ 是不可

或缺的现实选择ꎮ 当然ꎬ 正如科学不是万能的一样ꎬ 本土观念和做法不可能解

决所有问题ꎮ 气候变化治理是自然与社会、 历史与现实、 当下与未来等因素交

织在一起的超复杂问题ꎬ 跨越全球、 国家和地方多个尺度ꎬ 具有差异性与同一

性交织、 分离性与整体性互嵌的特点ꎬ 客观上需要多类型和多层次主体统筹协

同、 国家与社区双向发力、 传统方式与现代对策整合并用ꎮ 面向未来ꎬ 撒哈拉

以南非洲增强自主适应能力的关键是构建传统与现代、 本土知识与科技创新的

链接ꎬ 探索低碳转型的本土模式ꎬ 有序释放自然资源新的比较优势ꎮ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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