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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题选做题II） 「材料1」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在2007年2月2日就气候问题发出了警告：从现在开始到2100

年，全球平均气温的"最可能升高幅度"是1.8摄氏度至4摄氏度

，海平面升高幅度是l8厘米至58厘米，百考试题祝大家好运连

连。 英国著名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报告认为，"如果温室气

体排放仍得不到控制，其灾难性后果不亚于发生一场核战争

。"「材料2」现在国际上担心中国很快就会成为世界头号污

染物排放国；而且再过25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将超过发

达国家总和。⋯⋯中国的高速崛起，会用摔全球大半的能源

，加重能源危机；由于巨大的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污染源；中国是气候变化的重要威胁

。（摘自纽约时报） 「材料3」从l950年到2002年，中国化石

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占世界同期累计排放量的9.33％（同期发

达国家排放量占77％，而此前的200年间，发达国家更是占

到95％）； 1950年到2002年的50多年间，中国人均排放量居

世界第92位，从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的弹性系数看，1990

年到2004年的l5年间，单位GDP每增长1％，世界平均二氧化

碳排放增长0.6％，中国增长0.38％。 （摘自国家发改委主任

马凯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 2007年12月14日

，刚刚参加完印尼巴厘岛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世界银行行

长佐利克来到中国，针对近年来中国为节能减排所付出的努

力，佐利克说，中国已经形成强烈共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更关注环境保护，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他认为，中国政府

在降低能耗、提高车辆能效标准，以及发展全球碳市场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不仅对中国本身发展意义重大，

也将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做出贡献。 （摘自中国广播网

有关报道） 结合材料回答问题：（1）上述材料中所反映的

气候变化的严峻事实对我们理解自然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

用有何启示？ （2）评析"中国气候威胁论"并指出中国应对气

候变化问题的战略选择。 「答案要点」（1）自然环境是包

括气候在内的各种自然条件的总和，它是社会所需要的物质

生活资料的天然来源，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自然

环境是一个由各种自然条件所组成的有机整体和复杂的生态

系统，而整个气候因素在这一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尤为显著。

搞好环境保护、维护生态平衡、防止气候进一步恶化，是人

类面临的共同的紧迫任务。 （2）全球气候恶化问题主要是

由美国等发达国家造成的，把责任全部推给中国等发展中国

家是错误的。"中国气候威胁论"不符合事实，有失公允，其

实质是要遏制中国发展。中国正视自身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

气候和环境问题，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共同

利益出发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提出科学发展观，走新型工

业化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解析」本

题第1问考查气候变化对我们理解自然环境对社会发展作用的

启示。在阅卷中发现，有些同学因为原理没有选对而损失惨

重。一定要注意：如果某个大题要求我们运用哪一个原理，

我们就必须运用该原理来分析；如果题中没有指明用哪一个

原理，为了防止失误，大家最好多写几个原理。本题明显要

求考生用地理环境及其作用来分析，我们只能写这个原理，



写别的原理都没什么分。标准答案要求考生先把地理环境的

定义及其作用解释一下，再结合材料分析一下。 第2问要求

考生先评析一下，再分析一下我们应当采取的战略选择。评

析"中国气候威胁论"考的是当代世经，3分；分析我们的战略

选择、科学发展观考的是邓三概论，3分。总之，本题第l问

考的哲学，占4分，第2问中前半问考的是当代世经，占3分，

后半问考的是邓三概论，占3分。在回答第2问时要讲清楚：

气候变暖主要是发达国家造成的，我们发展中国家不应该承

担全部责任。 他们搞"中国气候威胁论"的目的是遏制中国的

发展。另外，中国的战略选择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观、走新型

工业化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考生可

以展开分析一下。 可见，本题是哲学、当代世经、邓三概论

的综合考题。 2009年重点预测 本章概述了战后以来世界经济

的发展脉络，以及近十年来世界经济的主要特点与未来走向

。 本章的重点难点在第三节，其他两节都是为理解第三节而

设置的。第一节为理解当今世界经济的趋势与特点提供基本

知识、理论和概念；第二节为把握第三节提供必要的历史背

景知识。这就要求考生全面把握和理解当今世界经济的特点

和演进趋势，尤其要注意："经济全球化"、"各国经济市场化"

等考点。从近几年来的材料题来看，在2000年考过一个有关

经济全球化的材料题；2005年考过关于全球问题的哲学分析

；2006年考过有关"以经济为中心综合国力的竞争"；2008年是

世界气候变暖的全球问题，考查中国政府的方针政策。 2009

年本章命题仍然会延续往年的思路，集中于经济全球化、经

济信息化，特别是全球性问题，新贸易保护主义，中印崛起

及其新型大国关系，油价高涨以及资源能源与国际新秩序等



考点．尤其要关注美元贬值、美国次贷危机背景下的中美经

济战略对话，重大经济争端和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等

重大课题。 百考试题编辑祝各位好运！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