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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对我国劳动力健康影响评估 

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被视为21世纪最大的健康

威胁。在全球变暖趋势下，高温热浪将出现频率高、强度大、范围广

等特征，成为影响公众健康的主要极端事件类型。劳动者在高温环境

下会产生不适的热应激反应，从而降低劳动生产率，由此造成广泛的

经济损失。本报告评估了高温对我国劳动力身心健康的潜在影响，重

点分析了脆弱群体面临的健康风险，在结合未来碳排放路径基础上，

探讨了减缓气候变化可能避免的健康经济损失，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

建议。 

一、气候变化严重威胁公众健康 

（一）人为排放加速全球变暖，中国面临巨大高温风险 

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产生了显著影响，导致大气、海洋和陆地的

温度上升，各区域极端气候事件频发。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指出，

2001-2020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比工业化前升高了0.99 ℃，其中，

2011-2020年平均温度上升约1.09 ℃。过去40年来，人类社会经历的

每一个10年都比其之前时期要暖。据研究，全球每0.5℃的温升很可

能导致极端高温事件频率和强度的显著增加，其预估信度随着全球温

升幅度增大而提高(IPCC, 2021)。 

中国地处欧亚大陆东端，上游北亚大陆的急剧变暖极大影响了我

国的气候趋势（严中伟 等, 2020）。研究表明，中国自20世纪中叶以

来的变暖趋势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过去20年为最暖的一段时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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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气象局气候变化中心, 2019）。在此背景下，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多发

重发，高温事件在近20年的变化尤为明显。统计数据显示，2000-2020

年全国平均高温日数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中国气象局, 2021），夏

季最高温度和高温连续预警天数也屡创新高。随着全球变暖，预计我

国高温事件的频率、强度和持续时间将进一步增强，给公众健康和经

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二）劳动者身心健康受损，潜在性影响长期深远 

在1990-2019年期间，我国与高温热浪相关的年死亡人数上升了4

倍（Cai et al., 2020）。即使人体固有的热量调节功能可以承受一定范

围内的温度波动，但过度的温度变化会带来生理层面的压力。一般来

说，极端高温可以从生理和心理两个层面影响健康。一方面，高温下

头晕、肌肉痉挛、中暑、虚脱等热生理反应更容易发生，同时也会增

加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急性肾衰竭、糖尿病、腹泻、皮肤

病等患病和病情加重的风险，严重时将导致死亡。另一方面，直接暴

露于高温环境会使人体感受到高温压力和疲惫感，影响积极情绪的延

续，甚至会产生压抑、愤怒、痛苦等心理感受。 

劳动者在高温环境下的出勤率和工作效率将会受到影响，进而降

低其有效工作时长。单部门的劳动损失不仅会降低部门自身的产出，

还会通过行业间的依赖性在经济体系中传导，造成更长期且深远的宏

观经济影响。虽然高温的直接损失不如其它极端气候事件明显，但夏

季持久的炎热天气将降低劳动力的健康水平而引发级联效应。人力资

本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关注高温对劳动者的影响不仅有重要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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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价值，还有潜在的经济意义。 

二、高温对我国劳动力健康影响效应评估 

本报告根据2012-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中个体健

康数据，以及国家气象科学数据中心的气候数据，从平均温升、高温

频率和高温强度等方面评估高温对劳动力的健康影响。研究结果表

明，平均温度每升高1℃，劳动者健康得分将下降3.2%，而大于34℃

的高温天数每增加1天，劳动者健康得分将下降4.9%。通过对工作场

所和通勤状况的分析发现，个体暴露程度的增加会显著提升高温健康

风险（见表1）。此外，不同性别、年龄、居住地和职业的劳动者也表

现出显著的气候响应差异。 

 

表 1 不同高温暴露下健康影响比较 

 
高暴露 低暴露 

特征 健康影响 特征 健康影响

工作环境 室外工作 4.5% 
（**） 

室内工作 2.1% 

通勤方式 步行、自行车、摩

托车和电动车等 
6.3% 

（***） 
公交车、地铁、出租车、

汽车和在家办公等 
0.5% 

通勤时间 超过15分钟 3.5% 
（*） 

低于15分钟 2.7% 

注：***表示1%显著性水平；**表示5%显著性水平；*表示10%显著性水平。数

值为温升1℃下健康得分下降情况 

 

男性劳动者对高温更敏感，温升1℃使其健康得分下降4.4%。从

身体机理的角度来看，现有实验证明了男性在偏热环境下皮肤湿度和

血流速度更高，也更容易出现热不适的特征。由于社会分工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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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劳动者更多地从事户外活动，从而面临着更严重的热暴露。 

老年劳动者（60岁及以上）脆弱性较高，温升1℃导致其健康得

分下降幅度约为中青年劳动者（15-59岁）的6.4倍。随着年龄增长，

人体基础的体温调节能力有所下降，且面临着基础疾病的困扰。在愈

发极端的气候环境下，老年人的身体和心理更加脆弱，更容易出现过

早死亡的风险。 

农村居民面临更大的高温健康威胁，温升 1℃导致其健康得分下

降幅度约为总体平均水平的 1.6 倍。本研究中城市劳动者的人均收入

比农村劳动者高 24905 元/年，他们通常具有更强的热防护能力，可

通过购置空调、使用更舒适的交通工具等方式减少个体的暴露度，降

低自身的健康影响。 

第一产业从业者为高风险人群，温升1℃对其健康得分的影响程

度比其它产业从业者高3.3%。约98.3%的第一产业（农、林、牧、渔

业）劳动者需要在室外工作，他们往往缺乏制冷设备来缓解热压力，

更容易在工作中出现热应激等不良反应，造成健康水平下降。 

三、全球变暖下健康经济损失预估 

以上述识别得到的高温影响效应为基础，利用由北京理工大学能

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开发的中国能源与环境政策分析模型

（CEEPA），预估了未来我国因劳动力健康受损导致的经济影响。这

里选用了3个气候-社会-经济组合情景（即SSP1-2.6、SSP2-4.5、

SSP5-8.5），以比较不同温升下我国健康经济损失的差异性。SSP1-2.6

为低排放情景，各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展开共同行动，在2050年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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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净零排放，本世纪末全球人口将达到70亿左右，可实现2℃温控目

标。SSP2-4.5为中等排放情景，各国切实履行其现有减排义务，本世

纪末全球人口约90亿左右，温升为2.7℃。SSP5-8.5为高排放情景，各

国遵行化石能源驱动的不减排发展模式，本世纪末全球人口稳定在70

亿左右，温升达4.4℃。根据以上情景，通过与基准期（2001-2020年）

温度对比，分析了减缓气候变化可能避免的健康经济损失。 

（一）2050年因高温导致人均劳动时长损失达16.8-47.1小时/年 

图1展示了不同情景与时期下高温造成的人均劳动时长损失。在

低排放情景（SSP1-2.6）下，2030年我国因高温损失的人均劳动时长

为16.6小时/年，这一损失在中等排放情景（SSP2-4.5）和高排放情景

（SSP5-8.5）下将扩大约1.5倍。与之相比，2050年中等排放和高排放

情景下的劳动时长损失将明显扩大，分别达到30.4小时/年和47.1小时

/年，为低排放情景的1.8倍和2.8倍。因此，积极的气候减缓政策将在

中长期避免较大的劳动时长损失。 

 

图 1 不同情景下高温造成的人均劳动时长损失 
 



6 

（二）2050年高温造成健康经济损失占GDP的0.25-0.55% 

图2展示了劳动时长变化下的经济损失。在不考虑适应措施的情

况下，预计2030年我国由高温导致的健康经济损失将占全国GDP的

0.23-0.49%。随着气候变暖加剧，2050年健康经济损失将高达0.62-1.63

万亿，占全国GDP的0.25-0.55%。相较于中等排放与高排放情景，低

排放情景能够实现2℃温控目标，到2050年可避免约0.16-1.01万亿经

济损失。 

 

 

图 2 不同情景下高温造成的健康经济损失 

 

需说明的是，本报告中气候变暖造成的健康经济损失仍是保守估

计。首先，这里仅是高温对劳动力健康的影响，未考虑其它极端事件。

其次，这里聚焦于劳动力健康受损进而降低其工作时长的影响传导路

径，未纳入高温致死带来的经济影响。因此，研究结果低估了减缓气

候变化所避免的健康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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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展望与政策建议 

随着全球变暖加剧，未来高温事件的极端性与连续性将不断增

强，从而会导致更大的健康与经济影响。为了有效控制气候风险，既

需要建立更为完善的气候适应体系，也需要制定更为合理的气候减缓

路径。基于本报告分析，提出以下三方面的政策建议： 

（一）提升极端天气预警能力，建立动态影响评估平台。我国在

极端事件预警方面已积累了一定经验，应继续加强对高温热浪事件的

监测研判，进一步借助互联网、电视、广播电台等媒介，保证极端天

气预警的广覆盖、广传播，提高公众防护意识。此外，极端高温事件

不仅对公众健康构成了巨大威胁，同时也增加了电力供应、农业生产

等方面的风险。建立动态影响评估平台有助于及时预估气候变化的社

会影响，针对性地为社会部门提供极端气候的应对策略，提高其应急

能力。 

（二）完善高温作业防护制度，加强气候适应整体规划。为减少

劳动者因高温导致的健康损害，室内场所应尽量配置空调等制冷设

备，缓解劳动者的热压力。为保障室外工作者的身心健康，各地应基

于当地的气候特征，完善高温天气的职业安全标准，限制劳动者的高

温作业时间，监督用人单位落实高温津贴的发放。企业可通过在工作

场所设置避暑、补水的休息站，灵活调整工人在不同天气条件下的工

作量、交替频率与作业时间，来减缓高温暴露下健康损害。气象部门

可联合卫生部门开展权威的健康宣教活动，重点提醒高风险人群做好

防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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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快碳达峰碳中和部署，推进实现全球温控目标。我国作

为经济与人口大国，在气候行动中发挥着重要的领导作用，明确了极

具雄心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并出台了详细的行动方案。在中央的统

筹布局下，各地各部门应正确理解“双碳”内涵，基于地区资源禀赋、

经济发展、社会民生的实际情况，科学有序地尽快推进社会低碳转型。

实现全球温升2℃以内的控制目标仍任重道远，减缓全球变暖需要各

国的参与和努力。我国应推动建立更多和谐共赢的气候伙伴关系，促

进气候领域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交流，借助绿色贸易与绿色投资等

市场手段，助力其他发展中国家提升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在全球

气候治理中积极分享中国智慧，贡献更多的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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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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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气候战略、规划和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为能源企业发展提供决策支持、为社

会培养高水平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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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近年“能源经济预测与展望”报告 

总期次  报告题目  总期次 报告题目 

1 “十二五”中国能源和碳排放预测与展望 33 新能源汽车新时代新征程:2017 回顾及未来展望 

2 2011 年国际原油价格分析与走势预测 34 我国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处置现状、趋势及对策

3 2012 年国际原油价格分析与趋势预测 35 我国碳交易市场回顾与展望 

4 我国中长期节能潜力展望 36 新贸易形势下中国能源经济预测与展望 

5 我国省际能源效率指数分析与展望 37 2019 年国际原油价格分析与趋势预测 

6 2013 年国际原油价格分析与趋势预测 38 我国农村居民生活用能现状与展望 

7 2013 年我国电力需求分析与趋势预测 39 高耗能行业污染的健康效应评估与展望 

8 国家能源安全指数分析与展望 40 我国社会公众对雾霾关注的热点与展望 

9 中国能源需求预测展望 41 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水平分析及展望 

10 2014 年国际原油价格分析与趋势预测 42 2019 年光伏及风电产业前景预测与展望 

11 我国区域能源贫困指数 43 经济承压背景下中国能源经济发展与展望 

12 国家能源安全分析与展望 44 2020 年光伏及风电产业前景预测与展望 

13 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能源展望 45 砥砺前行中的新能源汽车产业 

14 2015 年国际原油价格分析与趋势预测 46 2020 年国际原油价格分析与趋势预测 

15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展望 47 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项目进展与布局展望 

16 我国区域碳排放权交易的潜在收益展望 48 2020 年碳市场预测与展望 

17 “十三五”及 2030 年能源经济展望 49 我国“十四五”能源需求预测与展望 

18 能源需求预测误差历史回顾与启示 50 基于行业视角的能源经济指数研究 

19 2016 年国际原油价格分析与趋势预测 51 全球气候保护评估报告 

20 2016 年石油产业前景预测与展望 52 全球气候治理策略及中国碳中和路径展望 

21 海外油气资源国投资风险评价指数 53 新能源汽车产业 2020 年度回顾与未来展望 

22 “十三五”北京市新能源汽车节能减排潜力分析 54 碳中和背景下煤炭制氢的低碳发展 

23 “十三五”碳排放权交易对工业部门减排成本的影响 55 2021 年国际原油价格分析与趋势预测 

24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中国能源经济形势展望 56 中国省际能源效率指数（2010-2018） 

25 2017 年国际原油价格分析与趋势预测 57 后疫情时代中国能源经济指数变化趋势 

26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2016 回顾与 2017 展望 58 电力中断对供应链网络的影响 

27 我国共享出行节能减排现状及潜力展望 59 2022 年国际原油价格分析与趋势预测 

28 我国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置现状及发展趋势展望 60 全国碳中和目标下各省碳达峰路径展望 

29 2017 年我国碳市场预测与展望 61 迈向碳中和的电力行业 CCUS 发展行动 

30 新时代能源经济预测与展望 62 中国碳市场回顾与展望（2022） 

31 2018 年国际原油价格分析与趋势预测 63 全球变暖对我国劳动力健康影响评估 

32 2018 年石化产业前景预测与展望 64 中国上市公司碳减排行动指数研究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