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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天气如何搅动全球能源与粮食危机？ 

——《安全发展》系列第一篇 

     
   

 

 

 

 

 

 

 

 

 

 

 

 

 

 

 

 

 

 

 

 

 

 

 

 

 

 

 

 

 

 

 

 

 

 

 

 

 

 

 

 

 

 

 

 

 

 

 

 

 

  

 

 

 

 

 

 

 

 

 

 

 

 

 

 

 

 

 

 

 

 

 

 

 

 

 

 

 

 

 

 

 

 

 

 

 

 

 

 

 

 

 

 

 

 

 

 

 

 

 

核心观点： 

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近年来，全

球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已成为影响粮食与能源安全的重要风险。能源方面，近年

来海外主要国家新能源快速推进、传统能源退出过快，导致极端天气对能源价格

的影响弹性变大；粮食方面，极端天气短期会扰动粮食供给，但并不足以导致粮

食危机，全球粮食危机往往与地缘政治、石油危机等叠加产生。 

向前看，极端天气事件或不再“极端”，今冬拉尼娜现象或再现。在当前复杂国

际形势下，全球能源系统、粮食系统的稳定性在下降，这将放大极端天气对能源、

粮食价格的影响，持续影响海外通胀水平，从而加剧全球经济衰退风险。 

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的根源何在？ 

首先，从自然的角度看，极端天气本身是一种周期性的自然现象。科学家们发现

许多极端天气现象相互关联，具有聚类的特点。“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

便是其中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全球极端天气聚类现象。 

其次，全球变暖加速气候变化，为极端天气事件的频发滋生“温床”。气候变暖

会改变全球的海洋和大气环流形势，加剧了气候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更易导致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发生，最典型的例证就是近些年频繁席卷大陆的高温热浪。 

极端天气放大了能源系统的不稳定性 

一般情况下，极端天气从供需两端对能源系统产生影响。供给端，极端天气扰动

水电和风电供给，从而造成电力紧张；需求端，极端天气加剧用电和燃气需求。

但值得注意的是，极端天气对能源系统的影响，近年来明显放大，甚至多次触发

能源危机预警。我们分析，这与近年来部分国家新能源激进推进、而传统能源退

出过快有关，这使得极端天气对能源系统的影响弹性变大。 

极端天气并不是粮食危机的直接诱因 

极端天气事件在短期会扰动全球粮食产量，但并不是导致粮食危机的主要诱因。

一则，全球粮食产需基本平衡，极端天气难以导致全球粮食出现大的减产危机；

二则，全球粮食供需区域性矛盾突出，使其容易受到外部扰动。因此，全球粮食

危机往往与地缘政治、石油危机等叠加产生，其背后也有美国粮食霸权的影响。 

未来，极端天气会如何演绎？ 

未来，极端天气事件或不再“极端”。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预测，人类遭受极

端天气事件的概率将随未来全球气温升高的程度而不断扩大。当全球气温分别控

制在比工业化之前水平高 1.5℃和 2℃时，世界每十年遭受极端高温事件的概率

是工业化前的 4.1 倍和 5.6 倍；遭受极端降水事件的概率是工业化前的 1.5 倍和

1.7 倍；遭受极端干旱事件的概率是工业化前的 2.0 倍和 2.4 倍。 

若“三峰”拉尼娜来袭，能源与粮食市场如何演绎？ 

今年冬季，拉尼娜现象或再现，从而可能导致本世纪首次“三峰”拉尼娜现象。 

对于能源来讲，俄乌冲突持续下，当前海外尤其欧洲能源系统极为脆弱，若冷冬

预期继续兑现，海外能源需求或进一步上升，从而加剧能源价格波动。 

对于粮食来讲，拉尼娜主要对小麦与大豆产生影响，从目前种植与收割进度来看，

影响可能有限。但我们认为，全球粮食危机隐忧尚存，主要受到欧洲能源危机演

化的化肥紧张以及俄乌冲突持续下乌克兰粮食出口管制的政策变化。 

风险提示：国际政治局势演化超预期，全球天气变化影响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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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极端天气成为全球主要中长期风险之一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是指一定地区在一定时间内出现的历史上罕见的气象事件，其

发生概率通常小于 5%或 10%。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总体可以分为极端高温、极端

低温、极端干旱、极端降水等几类，一般特点是发生概率小、社会影响大。 

 

但近年来，全球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引发公众对罕见事件不“罕见”的担忧。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最近 50 年来，

气候变化不仅带来了全球平均温度的升高，还导致了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呈现出频

发、广发、强发和并发的趋势。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也显示，过去 50 年（1970

年至 2019 年间），由于气候变化的影响，灾害数量增加了 5 倍。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变化影响适应室主任陆波表示，以极端高温事件为例，目前极

端高温发生的频率是工业化之前的 4.8 倍。2022 年 1 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

《2022 年全球风险报告》预测，未来两年，极端天气或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威胁。

在 10 个威胁全球的风险中，“极端天气”、“生存危机”和“气候应对行动失

败”被认为是最大的 3 个威胁。 

 

图 1：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事件发生概率 
 

图 2：未来 2 年内，“极端天气”位列全球十大威胁中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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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光大证券研究所 

网址链接：https://www.ipcc.ch/report/sixth-assessment-report-working-group-3/ 
 资料来源：WEF《2022 年全球风险报告》，光大证券研究所 

网址链接：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 

 

截至 2022 年 9 月，2022 年全球范围内已经发生了多起极端降水、极端干旱和

极端热浪事件。极端高温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欧洲、美国和东亚部分地区创下多

个历史记录；巴西中部、美国西部与中国长江流域均产生不同寻常的大干旱；巴

西东北部、欧洲多国还接连遭遇极端降水过程。 

 

2022 年 8 月，极端高温过程几乎在全球各地发生。据 NOAA 全球气候评估显示，

2022 年 8 月是 143 年记录中第六热的 8 月，2022 年 6-8 月，是北半球有记录

以来第二温暖的夏季，南半球则迎来了有记录以来第十最温暖的冬季。 

 

2022 年 8 月，全球地表温度比 20 世纪平均水平 15.6°C 高 0.90°C，是 143 年记

录中第六热的 8 月。北半球 8 月的温度与 2020 年并列，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 8

月，比平均水平高出 1.20°C。分区域看，北美和欧洲都度过了有记录以来最热

的 8 月，亚洲是有记录以来第四热的 8 月，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地区的 8 月

气温高于往年平均水平。 

 

6 月至 8 月期间通常被定义为北半球的气象夏季和南半球的气象冬季。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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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月，全球陆地和海洋表面温度比 20 世纪平均水平 15.6°C 高出 0.89°C，与

2015 年和 2017 年并列为 143 年记录中第五高的夏季，是北半球有记录以来第

二热的夏季，比平均水平高出 1.15°C。分地域看，2022 年 6-8 月，是欧洲 113

年记录中最热的气象夏季，是亚洲和北美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夏季。 

 

图 3：2022 年 8 月是 143 年记录中全球第六热的 8 月 
 

图 4：2022 年 8 月，欧洲、美国、中国多地持续高温 

 

 

 

资料来源：NOAA，光大证券研究所 

注：底部色块表示高温过程的严重程度，从左到右，高温越严重 

网址链接：https://www.ncei.noaa.gov/news/global-climate-202208 

 资料来源：国家气候中心，光大证券研究所 

注：底部数字代表 2022 年 8 月气温偏离 1991-2020 年期间平均气温的程度 

网址链接：http://www.nmc.cn/publish/tianqiyubao 

 

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成为全球最主要的中期和长期风险之一。2021 年 9 月，世

界气象组织发布的《天气、气候和水极端事件造成的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图集

（1970-2019）》中显示，近 50 年全球天气、气候和水相关的灾害数量增加了

5 倍，带来的经济损失达 3.64 万亿美元。根据《华尔街日报》引用的可持续性

会计标准委员会的数据，气候风险将对其研究的 77 个行业中的 68 个产生重大

影响。这相当于标准普尔全球 1200 指数市值的 89%。 

 

全球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已成为影响粮食与能源安全的重要风险。二十大报告指

出，要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能源资源、产业链

安全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三条底线。因此，通过分析极端天气的影响，对于我们守

住粮食与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图 5：1970-2019，全球极端天气造成损失达 3.64 万亿美元 
 

图 6：2021 年全国气象灾害受灾情况 

175.4

289.3

852.3
942

1381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970-1979 1980-1989 1990-1999 2000-2009 2010-2019

全球天气、气候和水文极端天气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十亿美元

 

 

41%

29%

23%

4% 3%

2021年全国主要气候灾害受灾面积占总受灾面积比例

暴风洪涝 旱灾 风雹 台风 低温冷冻害和雪灾

 
资料来源：联合国气象组织，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官网，光大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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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根源何在？ 
 

2.1 极端天气本身是一种周期性自然现象 

首先，从自然的角度看，极端天气本身是一种周期性的自然现象。在历史长河中，

自然界的气候呈周期性变化，在变化过程中会出现低温、高温、暴雨等多种极端

天气现象。科学家们发现许多极端天气现象相互关联，具有聚类的特点。“厄尔

尼诺”和“拉尼娜”现象便是其中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全球极端天气聚类现象。 

 

海洋是大气水汽的主要源地，海洋蒸发量提供了海洋降水量的 85%和陆地降水

量的 89%。所以，海洋热量状况的异常变化必将引起大气环流的异常变化，进

而引起全球气温、降水等气候要素的相应变化。热带太平洋海表热力异常便是引

起大气环流异常的重要原因，其中最具代表的现象便是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现象。 

厄尔尼诺现象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异常增温，而南方涛动是指热带东、

西太平洋海面气压的涛动现象。由于这两种现象密切相关，故又简称为 ENSO

现象。研究发现，ENSO 现象不仅仅作为一个事件发生，而且还是周而复始的一

种循环现象，通常具有 2-7 年的准周期。 

 

拉尼娜与厄尔尼诺是 ENSO 现象周期波动的两个边界。ENSO 现象存在中性、暖

性（正）、冷性（负）3 个相位。中性相位的 ENSO 代表气候平均态，暖性代表

厄尔尼诺现象，冷性代表拉尼娜现象。 

当 ENSO 处于正相位期时，赤道太平洋信风减弱、暖流减弱、逆流增强、东太

平洋沿岸冷水上翻活动减弱、温跃层深度增加、海面温度异常升高，即发生厄尔

尼诺。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发生的表层海水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 

当 ENSO 处于负相位期时，各项特征变化相反，发生拉尼娜现象。拉尼娜是指

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面温度持续异常偏冷的现象。当拉尼娜现象出现时，海

水表层温度通常低出气候平均值 0.5℃以上，且持续时间超过 6 个月以上。 

图 7：厄尔尼诺现象模拟示意图 
 

图 8：拉尼娜现象模拟示意图 

 

 

 
资料来源：NOAA，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NOAA，光大证券研究所 

 

厄尔尼诺通常将地区惯有气候特征颠倒，而拉尼娜会加剧该地区原有气候特征

（即，夏季更热，冬季更冷）。发生厄尔尼诺现象时候，太平洋东部地区的寒流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7- 证券研究报告 

宏观经济 

变成暖流，温度上升，气压下降，导致太平洋东部降雨过多；同样太平洋西部地

区由于正常暖流变成寒流，气温下降，气压上升，导致干旱少雨。而拉尼娜现象

的发生与赤道偏东信风加强有关，拉尼娜发生时会让太平洋东部更干旱，而太平

洋西部降雨骤增，因此拉尼娜又也称为“反厄尔尼诺现象”。 

 

图 9：厄尔尼诺现象使得太平洋东部海面温度持续异常偏暖 
 

图 10：拉尼娜现象使得太平洋东部海面温度持续异常偏冷 

 

 

 
资料来源：NOAA，光大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NOAA，光大证券研究所 

拉尼娜现象大约每 3～5 年发生一次，但也有时间间隔达 10 年以上的。拉尼娜

多数出现在跟在厄尔尼诺之后。从近 50 年的结果来看，拉尼娜发生的频率低于

厄尔尼诺，强度也比厄尔尼诺弱，持续时间则大多数为偏长。 

通常用 Nino3.4 区的海温指数，来反映厄尔尼诺/拉尼娜事件状态。Nino3.4 指

数为西经 120°至 170°、南北纬 5°之间区域的平均海温距平（即距离平均值的距

离，单位为摄氏度，气候平均值取 1981-2010 年数据）。根据国标，Nino3.4

指数 3 个月滑动平均的绝对值（保留一位小数，下同）达到或超过 0.5ºC、且持

续至少 5 个月，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拉尼娜事件（NINO3.4 指数≥0.5ºC 为厄

尔尼诺事件；NINO3.4 指数≤-0.5ºC 为拉尼娜事件）。 

根据 Nino3.4 指数的大小可以划分厄尔尼诺/拉尼娜事件的强度。Nino3.4 指数

的峰值强度绝对值达到或超过 0.5ºC 但小于 1.3ºC 定义为弱事件；达到或超过

1.3ºC 但小于 2.0ºC 定义为中等事件；达到或超过 2.0ºC 定义为强事件，达到或

超过 2.5ºC 定义为超强事件。在具体指数测量上，根据 ENSO 事件空间模态的

演变，通常会将 ENSO 监测指数区分为东部型指数(Nino Eastern Pacific index,

简写为 NEPI)和中部型指数(Nino Central Pacific index,简写为 NCPI)。 

 

图 11：1982 年以来，NEPI 指数的变化趋势 
 

图 12：1982 年以来，NCPI 指数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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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气候中心，光大证券研究所（数据截至 2022 年 8 月）  资料来源：国家气候中心，光大证券研究所（数据截至 2022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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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全球变暖或加剧了极端天气产生的可能性 

 

全球变暖加速气候变化，为极端天气事件的频发滋生“温床”。气候变暖会改变

全球的海洋和大气环流形势，并通过海洋和大气、陆地和大气的相互作用进一步

影响局地气候。气候变暖加剧了气候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更易导致极端天气事

件的发生。 

 

最典型的例证就是近些年频繁席卷大陆的高温热浪。世界气象组织发布题为《全

球气候 2011-2015》援引研究报告指出，温室排放等人类活动将极端高温的发生

概率提高了 10 倍甚至更多。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全球尺度暖昼和暖夜天数

增加，冷昼和冷夜天数减少；最暖日和最冷日温度均呈升高趋势，且陆地区域平

均上升幅度较高。 

 

近些年极端降水和洪涝灾害也与全球变暖息息相关。全球变暖使得大气持水能力

增强，国家气候中心首席专家任国玉表示，温度每升高 1 摄氏度，空气中就能多

容纳 7%的水汽，在降雨时就更容易带来极端水量。同时，气温升高也会加剧地

表水面蒸发，影响大气垂直稳定度，使得水循环加速，更多降水在短时间完成。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人为影响特

别是温室气体排放对北美、欧洲、亚洲强降水变强具有高信度贡献。 

 

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单独设立了“气候变化中的极端天气事件”一章，报告以

更高的信度指出，全球大部分地区极端高温和极端低温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同时也首次提出，如果没有人类活动的

影响，全球多地遭受的异常极端甚至突破历史纪录的高温事件几乎不可能发生。

在美洲、欧洲和亚洲，几乎可以确定人类活动引起了极端降水的增加。报告同时

指出，人类活动可能是导致全球多个区域遭受更加频繁和严重的农业和生态干旱

的主要原因，人为气候变暖可能导致全球水文干旱整体加剧。 

 

图 13：极端高温事件发生频率与人类活动的相关性  图 14：极端降水事件发生频率与人类活动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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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光大证券研究所 

注：图中字母代表各个板块/区域的简称，具体见 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  
资料来源：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光大证券研究所 

注：图中字母代表各个板块/区域的简称，具体见 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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