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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等同采用ISO14091:2021《适应气候变化 脆弱性、影响和风险评估指南》。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环境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07)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山西晋环科源环境资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科

技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彬、张逦嘉、吴俊松、杨璇、徐秉声、段存存、王赛鸽、顾锞、张晓昕、安贇书、

丁爽、侯姗、宋子健、赵磊、黄进、董晓玲、彭昱森、周碧如、陈旭东、杨仲洪、庞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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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气候变化正在以各种形式影响组织且预计这些影响将持续到未来。组织对于了解、减轻和管理气

候变化风险的需求逐渐增加。其中,核心内容是进行气候变化风险评估。为了实现必要的应对速度和

规模,且随着新知识、新技术和新经验出现时可以在组织内部和不同组织评估之间相互借鉴学习,风险

评估方法的系统性和可复制性是非常重要的。本文件为评估气候变化相关风险提供指南。
风险评估可以改进适应气候变化的策划,为适应气候变化行动的实施和监测提供信息。适应通常

是一个有计划的过程,在项目开发初期进行更有效,而不是对正在经历的影响做出应对。更好地了解气

候变化风险可使风险评估更有效、成本更低。
气候变化风险不同于其他风险。它通常很难、甚至无法量化短期或长期风险概率,因此采用统计概

率法的传统风险评估法可能无效。考虑到这一点,开发了各种方法用于评估气候变化风险。本文件提

供了筛选评估和影响链使用方法的指南。筛选法可作为独立的、简化的风险评估方法,适用于有直接面

临风险的系统或预算有限的组织,也可作为使用影响链之前的预评估。基于参与性和包容性进程,影响

链法更加全面,有助于解决所有相关因素。筛选评估和影响链评估都允许定性和定量分析。
本文件适用于任何规模、类型和性质的组织。例如,本文件可协助金融机构做出项目融资决策,协

助公司在气候敏感商业领域运营或帮助当地政府制定气候变化适应策略。
本文件涵盖因气候变化产生的风险,但没有涉及低碳经济转型带来的风险。本文件指出,气候风险

可能是威胁,也可能是机遇。
本文件强调对气候变化风险的全面报告和交流,这些对所有后续活动至关重要。风险评估提供了

确定适应行动及其优先级的信息。根据本文件进行的风险评估加强了减少灾害风险(DRR)的策划

行动。
本文件适用于旨在开展气候变化风险评估[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

评估报告(AR5)]以及脆弱性评估[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

(AR4)]的组织。但是,本文件将风险评估作为核心内容。
本文件属于ISO14090框架下适应气候变化的新兴标准体系,文件描述了适应气候变化的主要

要素:
———预策划;
———评估包括机遇在内的影响;
———适应策划;
———实施;
———监测与评估;
———报告和交流。
本文件是上述要素中第二项 “评估包括机遇在内的影响”的一部分。ISO/TS14092:2020有助于

地方政府和社区制定适应策划。其他涉及气候变化的国际标准也与本文件相关。如,ISO31000有助

于组织管理本文件识别和评估的风险,本文件是对ISO31000中有限风险评估部分的扩展。ISO14001
允许将适应气候变化纳入环境管理系统,本文件提供了额外信息来支持这一点。

本文件是气候变化领域的指导性文件。
本文件结构如下:首先,介绍气候变化风险评估的概念,其次,气候变化风险评估准备、实施、报告和

交流。
本文件提供支持示例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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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件中,使用以下能愿动词:
———“宜”表示建议;
———“可/可以”表示允许;
———“能/可能”表示可能性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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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气候变化 脆弱性、影响和风险

评估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为评估气候变化潜在影响风险提供了指南。本文件描述了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如何理解脆弱

性以及如何策划并实施完善的风险评估。本文件适用于当前和未来的气候变化风险评估。
根据本文件进行的风险评估,可为所有组织(无论其规模、类型和性质)开展气候变化适应策划、实

施、监测和评价提供基础。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组织 organization
为实现目标,由职责、权限和相互关系构成自身职能的一个人或一组人。

  注1:组织包括但不限于个体经营、公司、集团公司、商行、企事业单位、政府机构、合股经营的公司、公益机构、社团,

或上述单位中的一部分或结合体,无论其是否具有法人资格、公营或私营。

[来源:GB/T24001—2016,3.1.4]
3.2 

相关方 interestedparty
能够影响决策或活动、受决策或活动影响,或感觉自身受到决策或活动影响的个人或组织(3.1)。

  示例:相关方可包括顾客、社区、供方、监管部门、非政府组织、投资方、员工和学术界。

  注1:“感觉自身受到影响”意指已应用本文件的组织知晓这种感觉。

[来源:GB/T24001—2016中的3.1.6,有修改 (示例中增加了“学术界”,注1中增加了“应用本文

件”)]
3.3 

体系 system
系统

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一组要素。
[来源:GB/T19000—2016,3.5.1]

3.4 
气候 climate
天气相关参量在某一时期(从数月到数千年或数百万年不等)平均值和变异性的描述统计。

  注1:世界气象组织规定,变量的典型周期平均值是30年。

  注2:相关参量通常是近地面变量,例如,温度、降水和风。

[来源:ISO14090:20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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