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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球“余额不足”时我们怎么办？

 “透支”信用卡额度已成为人们消费生活新风尚。提前支取、定期归还，人们与金融机构达成契约。那么，当我们
向地球“透支”生态资源时，我们是否有能力适时偿还？

 近日，环保机构全球足迹网络（Global Footprint Network）发布报告，根据联合国最新数据，人类又创造了一项世
界纪录——今年仅7个多月的时间，已耗尽全年自然资源分配量，进入了生态赤字状态。

 地球超载日每10年提前1个月

 2019年的地球生态超载日比以往来得又早了些。数据显示，自1970年12月29日地球首次进入“欠费”状态以来，超
载日每一年都在以惊人的速度提前到来。

 “基本上每10年，地球超载日就往前提一个月。” 法国工业巨头施耐德电气中国区副总裁、公司事务及可持续发
展负责人王洁说，“毫无疑问，我们在加速消耗资源。”

 根据全球足迹网络数据，1989年的地球超载日是10月11日，1999年的是9月29日，2017年是8月1日，2019年提前到7月
29日。数据意味着，从今年8月开始至年底的5个月里，我们将过着生态“透支”的生活。

 “当下，如果我们再不采取措施，地球资源被消耗完指日可待。”王洁说。

 据施耐德电气预计，未来40年，全球能耗将是现在的1.5倍，但仍有约10亿人口未用上电，6300万欧洲人口处于能源
匮乏中。

 针对如何延后地球生态超载日，全球足迹网络提出一些建议——如果化石燃料开采减半，有助于将日期延迟93天。

 但据近日发布的《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9年报告来看，情况并不乐观。数据显示，在2018年，全球石油产量增
加220万桶/日，美国石油产量的增长打破了单一国家石油年产量增长的历史记录。

 同时，煤炭消费需求也在不断攀升。在此前煤炭消费量连续3年下降后，在2017、2018年实现了持续增长。发电用
煤仍是煤炭消费增长的主要原因。电力需求的增长使得电力行业难以在短期内实现“脱碳”，这一点发展中国家尤为
突出。

 “全球能源消费和使用能源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在2018年的增速达到了自2010-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BP集团
首席执行官戴德立强调，这与巴黎气候协定设定的加快转型的目标背道而驰。

 多国努力弥补“生态欠账”

 这个夏天，酷热成为高频词。但其实，近年来，夏季高温已成为常态，持续困扰着不少国家。

 “对能源数据深入分析发现，2018年能源消耗的意外增长似乎与天气影响有关。具体来说，全球多个主要能源消费
国都遭遇大量的异常天气。供暖或制冷等需求的增加导致了能源消费的增长。”BP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戴思攀表示。

 因此，各国正在积极采取行动。7月，法国交通部长伊丽莎白�博尔内兼任了生态转型和团结部长。博尔内在第二
次环保内阁会议后宣布，法国将在2020年起对所有离境航班征收“生态税”，以鼓励公众选择环境影响更低的出行方
式。

 当前，国际航空业碳减排进度缓慢。法国希望借由此举，影响欧盟其他成员国制定相关税收政策，促进交通部门清
洁发展。

 中国继续领跑可再生能源增长，占全球可再生能源增长的45%，超过经合组织所有成员的总和。根据《BP世界能源
统计年鉴》披露的数字，尽管煤炭仍是中国能源消费的主力军，但能源结构持续改进。2018年，中国可再生能源消费
增长29%，占全球增长的45%。非化石能源中，中国太阳能发电增长最快，其次是风能、生物质能及地热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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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2019年上半年国内发电量为2900亿千瓦时。其中，风能、太阳能、水能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发电占比由
去年同期的39%升至44%，再创历史新高。

 不过，德国联邦能源与水业协会主席斯特凡�卡普费雷尔认为，必须要加速发展可再生能源，才能完成能源转型设
定的目标。按照德国政府最新的“能源转型”计划，到2030年时，德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需达到65%，碳排放量较
1990年需减少55%。

 英国新修订的《气候变化法案》近日生效。英国成为第一个以法律形式确立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主要经济
体，清洁发展是其现代工业战略的核心。同时，英国还在英格兰西北部的柴郡筹建碳捕捉项目，预计2021年投入运营
，每年将从大气中移除4万吨二氧化碳。

 与一些国家积极行动相比，也有一些国家反射弧较长。这些国家消耗的生态资源还未超出其生态系统的提供能力，
但事实上，即使是“生态债权国”，资源储备也在逐年减少。如巴西，其拥有最大的生态资源储备，但这些资源正逐
步受到侵蚀。马达加斯加和印度尼西亚也因为自然保护区的缩小而面临生物多样性的急剧下降。在澳大利亚，资源储
备同样流失迅速，珊瑚白化问题依旧难以解决。

 “我们的世界正走在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上。碳排放持续增长的时间越长，未来‘零碳排放’调整的难度和成本就
会越高。这提醒我们，需要尽快做出改变，生态欠账要及时算清，及时偿还。” 戴德立说。

 补上“欠款单”，有哪些打开方式？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小时候对家用冰箱十分喜爱，现在我们却对冰箱热情不再？为什么现在的产品看起来使用寿
命更短？为什么上世纪90年代，一条裤子可以穿三四年，如今洗过几次以后，人们就不想再穿了？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ONE PLANET NETWORK近日通过短视频给出了答案。数据显示，从2004年-2016年，
不少家电产品的使用周期不断下降。产品废弃无外乎以下几个原因：机械故障、软件故障和电气故障、维修费用上涨
。

 同时，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消费升级在世界各地都有体现。不论是一分钟可以售出几万件商品的直播，还是抽奖才
能买到的限量款高价跑鞋，统统成为当代消费观的真实写照。

 每当新的产品被制造出来，就意味着资源的消耗。为了促进消费，商家乐此不疲地生产新产品。过度消费应运而生
。因此，“速度与激情”的快时尚消费观亟须纠正。

 UNEP给出了3点建议。首先，爱护产品设备。粗鲁地拉开冰箱门只会让它坏得更快，而小心手洗的牛仔裤会让人
穿得更久。

 其次，养成修理产品的好习惯。“买买买就完事儿”的心态可不行，要鼓励家庭成员和社会伙伴之间形成“修补还
能起大作用”的消费价值观，有助于弥补不少之前冲动消费的“生态欠账”。修理代替购买，既减少了废弃物，又增
长了产品的使用寿命，绿色又低碳。

 最后，面临淘汰的产品，拓宽思路再利用。产品的功用可能不仅只写在说明书上，也可以诞生在你的脑海里。用过
的瓶瓶罐罐可以再利用如化身为花瓶，一些旧衣改造可以成为新的 “时尚单品”，旧家电可以成为展览吸睛
“利器”⋯⋯产品再利用，减轻了废弃物处理的压力，也让绿色生活充满创意的乐趣。

 消费者的观念如果发生转变，将会激励消费价值链上的其他角色行动。比如对企业来说，设计产品时，使用周期、
易维护和升级也会随之纳入考量，产品功能性得到拓展，可持续的产品将走进千家万户。这些设计将会减少自然资源
的消耗，延长废弃物产生的周期，同时给消费者输出科学环保的使用观。这样一来，绿色消费链将成为现实。这样的
生活方式，你期待吗？（记者 张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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