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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
20年以前，一个国际委员会创造了一个短语，激发了

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我们今天的立场是什么呢？

20年以前，联合国要求我建立并担任其主席的国

际委员会向你们提出它根据多年努力工作、学习和共

同体验得出的结论。

这本朴实无华的书的名称是《我们共同的未

来》，我们发现它很适合读，因为它研究的只不过是

我们的共同生存，不管是富国还是穷国。我们的历史

到了这样的时刻，人们逐渐意识到我们共同分享这一

个世界，除非我们使我们对自然资源的利用适应这个

星球的长期承载能力，否则我们就冒着超越限制的风

险。然而在我们有限的资源的过度使用中，世界人口

的绝大多数显然只占很小的份额。不平等的机会和不

平等的分配是这个问题的核心。

满足当代人需要而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它们需要

能力的挑战，被委员会归结到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中，

这种新的政治概念包括了在几代人内和几代人之间的

平等和公正。

委员会按一揽子方案编写这份报告。我们讨论

国际经济任务，同样我们也讨论人口和教育、粮食安

全、物种和生态系统、能源、工业和城市的挑战、海

洋、空间和南极洲问题。我们讨论我们是多么需要根

据《联合国宪章》、普遍适用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来组

织国际社会。

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只有从根本上减少了地方

性贫困，包括一般性贫困和赤贫，我们才可以谈到进

展；只有彻底消除了贫困，我们才可以宣告成功。贫

困是人类脸上的一块伤痕：贫困降低了人民素质，贫

困恶化了环境。

在委员会工作的时候，我们经历了工业灾难和核

事故灾难、对臭氧层不断加剧的威胁、饥荒、干旱和

传染病增加。令许多人惊讶的是，这个报告没有描绘

一幅毁灭或失败的图画，而是提出一个强烈希望的信

息。虽然人类无疑拥有破坏本身和生物圈之间全球平

衡的能力，但是它从未拥有更大的能力和可能性来拯

救这种脆弱关系。世界接受这一挑战，并于1992年在

里约热内卢召开了世界峰会。

我们感受了开罗人口会议的高期望，并且在北京

妇女大会上我们聆听了无数需要自由和平等的声音。

我们因这些成功而高兴，并且为在京都的失败而悲

伤。

我们从那些地方和许多的集会转到纽约，我们在

这里通过了《千年发展目标》，这些目标连同其他发

展目标将成为我们的导航灯塔。在约翰内斯堡我们遭

受挫折并表现急躁，然而在2002年世界峰会上还是设

法推动问题向前发展。

诚然，曾有几个低潮和自我满足的时期，然而幸

亏20年以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正在许多领域取

得进展。贫困仍然是我们最严重的挑战。我们有60亿

人民共同生存在我们脆弱的星球上，许多人严重缺乏

粮食、水和必要的安全。幸而许多国家经历着活跃的

经济增长。与此相反，许多非洲国家发觉自己处在一

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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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情况的严重性是不负责任、不

顾后果和非常不道德的：诊断的时间已经

结束，现在该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可持续发展
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

个负增长的恶性循环之中，痛苦地生活在世界经济的

边缘。

然而亿万人民被遗弃在绝望的山谷爬上正义和繁

荣的高地，而且不仅仅是在亚洲。这是我们一生，或

许是在所有的历史中，最重要的福利和繁荣的扩展。

在许多国家和许多文化中，女孩和妇女仍然受到

歧视和非人待遇，而且每况愈下。然而趋势在朝着正

确方向发展，不仅仅是在女孩受教育方面。哪些国家

正在经历着最高的增长率？是那些实行平等机会的国

家。性别平等意味着一种竞争优势。

在发展中国家有越来越多的人喝上安全饮用水。

使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的人减半的千年发展目标可能

在全世界达到，然而在亚洲比在非洲更加成功。享受

基本卫生条件的人也在不断增加，然而还没有快到在

2015年实现使无法获得卫生条件的人减半的千年发展

目标的程度。水荒、水污染和过度使用地下水资源仍

然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一个生存问题。许多人认为这

个问题比气候变化的威胁更加紧迫。

在我们回顾的五年期间，我有幸执掌世界卫生组

织。最近我接受了一项新的职位，应联合国秘书长的

要求我成为他的三个气候变化特使之一。我称赞他是

因为他从任期开始就如此强有力的强调气候问题。他的

领导地位是重要的，而我们许多人将支持他和拥护他。

可持续发展的许多挑战可以在若干部门和若干国

家范围内得到解决。许多诸如此类的挑战可以由个别

国家或国家集团加以解决。然而气候变化并非如此。

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受害者，无人可以躲避它。没有人

可以买到保护。

有关二氧化碳浓度对全球气候的物理效应的学说

早在100多年前就提出来了。20年以前，世界委员会

强调了1985年在世界气象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

国际科学理事会主持下在奥地利菲拉赫集会的30个国

家的科学家的结论。这个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的先驱

说明：人为的气候变化是可能的和似乎可信的。

在1988年多伦多气候会议上，我借机提出应制定

一项国际公约来处理科学技术转让和减少有害气体排

放的具体措施。4年以后我们签署了那个公约。

今天又有什么新变化呢？新变化是消除了怀疑。

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的报告是明确的，Stern的报告

（由英国N.Stern编写）也是如此。怀疑情况的严重性

是不负责任、不顾后果和非常不道德的：诊断的时间

已经结束，现在该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我们工业化国家必须负起最大的责任。是我们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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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装满大气。我们必须承担最大的减少污染物排

放的责任。我们必须进行一些斗争并克服一些障碍。

我来强调三个因素。首先，在需要作出政治决

定很久以后才能感觉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其次，没有

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解决这个问题。它没有可确定的边

界。甚至最大的国家也很难独善其身。第三，也是最

重要的，我们受到一种根深蒂固的缺乏信任的牵制。

在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在国家集团内部

缺乏信任。

许多工业化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不愿意做而且做

得太少。许多发展中国家认为工业化国家没有履行其

财政和技术援助的承诺。许多国家只关心成本和竞争

力，而许多国家不愿承担另一些国家将逃避的义务。

虽然我们前进中必须关注这样一些问题，但是

我们不应该盲目或对这个事业失去信心。我们必须建

立信任和发现共同点。京都议定书只对占当前全球排

放量30%左右的国家提出具体义务。我们必须对新的

协定树立更高的雄心。这将要求产生最高排放量的国

家参加，不仅仅是美国，而且也包括主要的发展中国

家。它们也将必须做出具体的减排承诺。

我自己的国家挪威政府做出了新的承诺。首先，

超过了京都承诺：在2012年之前的期间内把它的减

排量比它的京都义务再加大10%以上。其次，到

2020年挪威将减排相当于我们1990年排放量30%的

温室气体。

但是这还不够。到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将必须

更加急剧地减少，富国需要成为碳中性的。

因而，第三个承诺是到2050年挪威将承诺减少相

当于我们所有排放量100%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

这些目标将会通过在挪威执行重大的措施和利用

京都机制实现。挪威的措施包括建设世界上第一座装

有全面碳捕获和存储系统的燃气电厂。这是以前从来

没有做过——甚至从来没有想过的事。

当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会掌握洁净烧

煤电厂的技术，并且其成本具有商业吸引力。诸如此

类技术不仅对我们的气候是至关重要的。它将给我

们许多其他当地和地区性的好处，至少在公共卫生

方面。

在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中，国际上使用的碳捕获

之类解决办法可以产生一万亿美元的交易。此类项目

将转让技术，并将通过私营部门的参与，使大量的资

金从新的和附加的经济来源流到发展中国家。简而言

之，在鼓励改变和投资的发展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

发展中国家有权发展：别搞错，我们当中没有一

个人应该要求发展中国家减缓它们对繁荣的攀登。但

是它们必须能够跳过许多国家从前经历过的污染严重

的发展阶段。

今天，我认为我们站在一个新的绿色经济的门槛

上：这是一种可以消除世界贫困和拯救气候的低碳经

济。这是我们的要求，并且它是可以做到的。我们必

须在一个广阔的战线上前进：提高能源效率，增加可

再生能源利用，改进农业和林业的作法，而重点是适

应，特别是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小的岛国。 

为了取得实际的进展，我们必须根据一个扩大的

清洁发展机制范围开发一个真实的全球碳市场。只有

当财政部长和首席财务执行官因为不得不为他们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进行支付而要求削减排放量的时候，真

正的巨大投资才会出现！巨大的成就经常开始于一种

似乎是近于疯狂的景象，而许多最重要的科学突破

最初受到轻视。在开发第一个电灯泡上花多少钱合

适呢？

大约4万～7万年以前人类开始与生物圈作斗争。

200年以前我们似乎能驾驭它。结果我们像是魔术师

的徒弟。2007年将是决定性的，那些相信世界将恢复

往常面貌的政治领导人将必须与他们的选民有一次坦

诚的会面。当前我们需要开始建立一个有效的全球体

制。你可能认为我们可能失败，但是我认为我们不

会，因为失败不是一个选项。

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博士是联合国气候变化

特使。本文是她根据其在今年早些时候举行的第15次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会议上发表的主题演讲写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