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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及其重大意义

杨致恒　杨锦英

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兴起

人类的发展观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进的。当代社会

正处于发展观急剧转变的关头。西方传统经济学的发展观, 基

本上是一种“工业文明观”, 它是以工业的增长作为衡量发展的

唯一尺度。它把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由此产生的工业文明当作

现代化实现的标志。在现实生活中, 这一发展观表现为对国民

生产总值 (GNP )、对高速增长目标的热烈追求。对于工业发展

中的环境破坏, 则是很少顾及的。但自 60 年代以来, 由于东西

方冷战, 南北冲突, 人口猛增, 环境污染, 人类面临着空前的

发展困境。这促使人们开始意识到: 经济增长不一定带来发展,

经济富裕不一定带来幸福。新技术革命强化了人对自然的干

预, 在加快工业化的同时, 也加速了环境破坏, 迫使人类为经

济增长付出越来越高的代价。社会和生态危机的全球征候引发

了人类对自身发展危机的严肃思考。

1969 年至 1973 年, 美国人率先发动了一场“社会指标运

动”, 提出建立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生活等项指标在

内的新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 第一次冲击了以单一 GNP 为中

心的传统的经济学发展观。

从 70 年代开始, “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也受到了

挑战。最先出现的是拉美的“依附理论”和美国的“世界体系

理论”。“依附理论”认为, 西方化的现代化发展其实是一个被

纳入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 是发展中国家对

发达国家不断依附的过程。“世界体系理论”则强调在“全球资

本主义”时代, 不存在一个资本主义的中心。各国可以不按照

欧美模式来设想自己未来的发展。

1968 年意大利咨询公司董事长奥莱理顾·佩切依博士邀

请了一批知名学者组成“罗马俱乐部”, 探讨人类长远发展面临

的种种问题。1972 年,“罗马俱乐部”的成员、美国未来学家丹

尼斯·麦多斯为首的 17 位学者写成了《增长的极限》一书。这

本书指出, 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增长将推向它的极限——耗尽

地球上不可再生的资源。他们的“结论”是“11 如果世界人口、

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

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最可

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

制的衰退。21 改变这种增长趋势和建立稳定的生态和经济的

条件, 以支撑遥远未来是可能的。全球均衡状态可以这样来设

计, 使地球上每个人的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 而且每个人有

实现他个人潜力的平等机会。31 如果世界人民决心追求第二

种结果, 而不是第一种结果, 他们为达到这种结果而开始工作

得愈快, 他们成功的可能性就愈大。这些结论是如此深刻, 而

且为进一步研究提出了这么多问题, 以致我们十分坦率地承认

已被这些必须完成的巨大任务所压倒。”①他们提出的“第二种

结果”, 就是他们理想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由两个基本要点组

成: 一是可以支撑遥远的未来, 没有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崩溃;

二是可以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物质需要。

“增长极限论”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和争论。其悲观的

结论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为不少人所反对, 但“可持续发

展”的观点, 毕竟引起了人们的普通关注。正如这本书的中译

本译者所说: 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它是西方未来研究方面悲

观学派的代表作, 也不在于作者们对人类未来所作的结论, 而

在于《增长的极限》在西方世界陶醉于高增长、高消费的‘黄

金时代’时, 清醒地提出了‘全球性问题’: ①人口问题; ②工

业化的资金问题; ③粮食问题; ④不可再生的资源问题; ⑤环

境污染问题 (生态平衡问题)。”

也是在 1972 年, 英国生态学家哥尔德·史密斯等发表了

《生存的篮图》。1974 年西德经济学家梅萨罗维克与佩兹特尔写

出了《人类在转折关头》的报告。1976 年日本学者坂本藤良出

版了《生态经济学》。这些著作都持有和《增长的极限》相类似

的观点, 强调人口、能源和生态环境对持谈增长的意义。

1981 年莱斯特·布朗出版了《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

这本书首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可持续发展观”, 提出了走向持

续发展的途径, 即控制人口增长, 保护资源基础, 开发再生能

94



源等, 并对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形态, 以及建设这种社会的困难

和阻力, 进行了描述。至此, 可持续发展理论可以说已基本形

成。概括地说, 可持续发展的实质, 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

需要, 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 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

代价, 来换取当代人一时的利益。综上所述, 可知“可持续发

展”与我国经常提到的“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方针, 是

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持续发展”是指继续、连续的发展, 一

般是就经济发展而言的。“持续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组成部分, 但与“可持续发展”是不尽相同的。“可持续发展”

在涵义上除继续、连续之外, 还有“能支撑的”、“可维持的”、

“可承受的”几个意思。而且就其范围来说, “可持续发展”不

仅包括经济在内, 也包括社会生活的各方面, 包括人类与资源、

生态环境的协调等, 它较之经济的持续发展, 内涵更广泛、更

丰富。从“可持续发展观”产生和形成的历史背景来看, 它是

作为对以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人口、能源、资源、生态

环境等难题的反应而出现的, 是对人类传统的单纯追求产量、

产值的粗放式增长的沉重反思。

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

“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和兴起, 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

响, 它已不仅是学者们书斋里的学术研究, 而是成为指导人们

实际活动的行动纲领, 并进而转化为许多国家的长期发展战

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正推动着全球生态环境保护的国际合

作。

1978 年, 国际环境发展委员会首次在文件中正式使用了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把它定义为: “在不牺牲未来几代人需

要的情况下, 满足我们这代人的需要。”1992 年, 世界银行在其

《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满足这代人, 尤其是穷人的需要, 实

际上是持续地满足今后几代人的需要的问题。发展政策的目标

和适当的环境保护目标是一致的。”80 年代以后, 可持续发展

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潮流。

1987 年的国际环境与发展会议, 为促进全球, 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接受“可持续发展观”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

起了重要作用。1988 年,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成员国签订了

限制氮氧排出物排放水平的议定书;1991 年这些国家又签署

了限制易挥发的有机化合物排放的议定书;1987 年,53 个国家

签署了《蒙特利尔议定书》, 要求到本世纪把氟利昂产品减少

50%;1989 年和 1990 年 80 个国家又分别签署了《赫尔辛基协

定》和《伦敦宣言》, 要求到 2000 年全部禁止氟利昂产品, 以

减轻大气中臭氧层空洞扩张的压力对人类的危胁;1989 年 100

多个国家批准了《控制危险废物跨国运输及处理的巴塞尔公

约》。这一系列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协定, 表明各国都已认识到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推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992 年 6 月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全球

首脑会议。这次会议经过充分协商, 通过了指导各国可持续发

展的纲领性文件——《21 世纪议程》。

1994 年 10 月在北京召开了社会发展国际研讨会。

1995 年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了联合国社会发展首脑

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当代社会发生种种危机的背景下召开的。

自从冷战结束后, 各国人民普遍重视发展经济和社会稳定, 但

是现实情况是: 地区冲突、局部战乱接连不断, 南北贸易差距

日益扩大, 贫困、失业、犯罪、吸毒、人口膨胀、环境恶化等

社会问题, 正困扰着越来越多的国家,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这

些状况既有深刻的历史根源, 也有现实的原因。在这次人类历

史上第一次关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会议上, 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了

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是相互依存, 相互促进的。经济发展是社

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和目的。许

多国家经验证明: 经济发展不能自动带来社会发展, 高速的经

济增长并不能直接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一些社会问题, 尤

其是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 甚至是由片面的经济增长带来的。

因此, 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是不可取的, 难以长期维持的。正是

在这种共识下, 可持续发展才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理解和认

同、并取得最高级的政治承诺。现在, 可以说, 可持续发展已

经成为全人类面向 21 世纪的共同选择。

三、坚持可持续发展是我国长期发展的重大战略方针

中国是一个拥有 12 亿多人口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

发展是硬道理, 但发展应该而且必须是可持续的。走一条人口、

经济、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的、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 又不

对后代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更具有重大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二三十年, 我们在经济、社会的发展方

面, 做了不少工作, 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对于经济和人口、环

境的协调发展, 还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以至在人口增长过快、

环境恶化等方面, 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 为我们经济、社会长

期持续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在 80 年代, 特别是改革开放近十

多年, 对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始终是十分关注的。从

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 我国就明确地把国家发展计划, 确定为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统筹规划

和部署, 使之相互适应和相互促进。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发展,

我们在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方面,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

就。我们大力抓了计划生育, 控制了人口增长, 降低了出生率

和死亡率。我们加强了环境生态保护, 进行了治沙治水, 植树

造林, 加大了治理污染的力度。在占世界 7% 的耕地上养活了

占世界人口 22% 的人口, 而且改善和提高了人民生活, 增进了

人民健康水平, 缓解和减少了贫困人口, 并在改革和建立失业

保障等社会保障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 取得了显著

的成效。80 年中期以来, 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在我国迅速开展

了起来, 中国人民的生态环境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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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问题, 积极参予了

有关国际会议, 并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工作开展, 给予了切实

具体的指导。

1992 年 6 月, 李鹏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

环境与发展全球首脑会议, 并签署了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

的《21 世纪议程》等文件。“环发”大会之后, 我国政府立即提

出了促进中国环境与发展的对策。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在

1992 年 7 月召开的第 23 次会议上进一步决定, 由国家计委和

国家科委牵头, 组织国务院有关部门、机构和社会团体编制

《中国 21 世纪议程——中国 21 世纪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白

皮书》(简称《中国 21 世纪议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终于

完成了这项工作。《中国 21 世纪议程》参照《21 世纪议程》的

框架编制成的, 它包括四大部分: ①可持续发展总体战略; ②

社会可持续发展; ③经济可持续发展; ④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环

境保护。1993 年 10 月, 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在北京召开了《中

国 21 世纪议程》国际研讨会。1994 年 4 月,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就《中国 21 世纪议程》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介绍了中国“可持

续发展”战略的基本内容。1994 年 7 月中国政府和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在北京召开了《中国 21 世纪议程》高级国际圆桌会议,

会上宣布: 为在中国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而制定的《中国 21 世

纪议程》将作为指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计划的一个重

要的指导性文件。

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谈到在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意义, 为进一步推行这个战略开辟了道路。江泽民总书记在

1995 年 9 月 28 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现

代化建设中, 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 并具

体地分析了“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

李鹏总理在对党中央“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

建议的说明中, 也强调指出: “‘九五’计划和 15 年远景目标,

一定要体现可持续发展的方针。这是造福当代, 泽及子孙的大

事”。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

议审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

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 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推进

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列为第九部分, 详细制定了国土资源保护

和开发、环境和生态保护、城乡建设、文化、卫生、体育等具

体内容。至此, 把可持续发展郑重地确定为中国长期发展的指

导方针, 成为中国走向 21 世纪的既定战略。

四、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和艰巨性

实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 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体系、社会体系和保持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和环境

基础, 对我国来说更是特别重要, 也特别艰巨。这是由我国的

经济、社会条件决定的。

我国是一个人口基数大, 人均资源少,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样的条件

下, 要想发展, 只有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大力控制人口增长,

节约和合理利用资源, 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 否则, 我们的现

代化建设, 必将陷于难以为继的困境, 是不可能实现发展目标

的。

我国知道,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也是人类社会存在和

发展的基础。人口与土地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两大支点。而我

们的土地只占世界的 7%, 人口却占世界人口的 22%, 人均占

有国土面积不到世界人均的三分之一; 耕地 1413 亿亩, 人均不

到 112 亩, 仅为世界人均的四分之一。其中三分之一的省、市

人均耕地不足一亩。广东、福建、浙江人均耕地已降至 016 亩

以下。目前, 我国因人为因素废弃和浪费的耕地不断增加, 仅

开矿业破坏、废弃的土地每年就以 70 万亩的速度增加。每年占

用土地都有几百万亩。同时, 水土流失的土地面积有增无减, 受

工业“三废”污染的土地、农药污染的耕地也在增多。耕地不

但是农业的基础, 也是文明的基础, 土壤一旦被侵蚀, 农作物

的营养就不足, 人类也往往随之营养不足。在耕地锐减、质量

下降的同时, 我国人口都以每年 1400 万左右的速度增长。

1979 年至 1989 年 10 年间, 我国累计减少耕地 5500 万亩, 相

当一个山西省的耕地面积。与此同时, 人口却增加了 113 亿, 相

当于两个江苏省的人口。1991～ 1994 年我国耕地年均减少已高

达 500 多万亩。据悉, 当前我国有开发区三千多个, 初步统计,

侵占粮田 280 万亩。这种人口增多土地减少的矛盾, 严重制约

着我国农业, 特别是粮食种植业的发展。要把我国农业置于可

持续发展的道路, 除了在政策上向农业倾斜, 真正把农业放在

国民经济的首位, 加大农业投入之外, 还必须制止对土地的浪

费和污染, 合理安排, 集约化地利用土地, 改变粗放式的农业

生产, 增加农业中的技术含量, 提高耕地的生产力。过去我们

常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现在看来, 仅靠机械化还

是不够的, 还要把农业的技术路线转到“生物技术”的路线上

来。邓小平同志提出,“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 最终要由生物工

程来解决, 要靠尖端技术”。③邓小平同志的高瞻远瞩是符合世

界农业发展的潮流, 也是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国 80% 的粮食、90% 棉花、95% 的蔬菜生产靠水来灌溉,

然而, 我国恰恰是一个水资源极为缺乏的国家。我国淡水资源

总量年平均约为34718 174亿立方米, 居世界第六位, 但人均占

有量仅为世界人均量的四分之一, 居世界第 109 位, 被联合国

列为世界上 13 个贫水国之一。不仅农村农业缺水, 城市工业的

缺水状况也很严重。据有关部门统计, 全国 617 个城市中, 有

330 个城市不同程度缺水, 因缺水每年影响工业产值达2300 多

亿元。32 个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中, 有 30 个长期受缺水的

困扰。而且水污染严重, 据国家环保局 1992 年报告说, 全国 32

个重点城市的 71 个水源地有 30 个达不到能饮用的二类水质

标准, 占总数的 42%。在成都 115 平方公里的地下水评价中, 受

污染的面积竟达 8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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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森林覆盖率为 13192%, 远远低于 3113% 的世界平均

水平, 且每年仍以 100 万公顷的速度递减。水土流失严重, 水

土流失面积已占田地面积的 1516%, 黄土高原达 90%。

自 1993 年以来沙尘暴已经第 4 次袭击中国内蒙古自治区

阿拉善地区, 受灾面积有增无减, 波及全部地区。阿拉善地区

面积 27 万平方公里, 如果这里变成不毛之地, 就意味着我国国

土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失去人的生存条件。这不仅是内蒙古和大

西北的损失, 也是中国和世界的损失。

我国海洋开发活动在迅速展现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 也带

来了一系列的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比如, 近海渔业资源

因捕捞过度使海洋资源破坏严重, 流入海中的污染物总量不断

增加, 以致某些海域环境恶化。近年来, 由于沿海一些地区盲

目滥捕现象屡禁不止, 东海带鱼及其它渔类的生态环境出现恶

性循环, 鱼群小型化, 低龄化, 提早成熟的情况。与此同时渔

船偷捕还在急剧膨胀, 越来越多的幼鱼被捕杀。我国最近出台

了《中国海洋 21 世纪议程》, 目的就在于对海洋合理开发利用,

建立起良性循环的海洋生态系统, 形成科学合理的海洋开发体

系, 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以上概略地介绍的这些情况, 说明在我国实施可持续发

展, 不仅是极其重要的, 也是异常严峻的。

五、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 坚

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为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首先必须牢固地树立可持续发

展的观点。只有对发展方针更加清晰, 思想更加明确, 才能在

行动上更加坚定不移, 努力贯彻。无庸讳言, 在对待可持续发

展问题上, 还存在不少的模糊认识、以至错误的观点。

有些同志所以忽视可持续发展的方针, 只考虑经济增长的

效益, 不重视对环境污染带来的危害, 是因为他们认为先把经

济搞上去了再说, 环境保护等等无关紧要, 可暂时先放在一边。

或者认为经济发展了一切都好办, 等经济发展了再来治理被污

染了的环境。这种观点无疑是错误的和有害的。世界发展史上

一个严重的教训, 就是许多经济发达国家走了一条严重浪费资

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 结果造成了对世界资源和生态

环境的严重损害。当前地球上的一些难以治理的环境污染, 大

都与此有关。我们应该引以为训, 决不能再走这样的路子。当

代环保的最大问题是高消费、高能耗等现代生活方式的单向流

向, 即厂家只顾生产, 居民只顾消费, 很少考虑环保后果。对

于这种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倾向, 作为正在发展中的我国, 是

应该及早就有清醒的认识并加以克服的。

要认识可持续发展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致性。《远景

目标纲要》规定: “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关键

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 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

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二是经济增长

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并指出,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

经济建设的长期战略任务。‘九五’期间, 要切实把经济工作的

着重点放在转变增长方式上, 取得明显成效。”但转变经济增长

方式, 从粗放增长转到集约型和效益型增长上, 正是可持续发

展战略所要求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高耗低效、环境污染

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增长率虽然较高, 但结

构水平和经济增长质量很低, 经济增长主要是靠高投入换来

的。1953-1980 年, 我国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增加 22 倍,

但国民收入仅增加 511 倍。1981-1993 年, 固定资产投资增加

1367 17% 国民生产总值仅增加 32615%, 实现利税仅增加

270106%。我国科技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 不仅比经济发达国

家低, 在发展中国家也算是低的。在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质量

较低条件下取得的高速度, 能源的消耗必然很高。有资料表明,

我国钢铁、炼油、烧碱、纸、玻璃、电力等产品的能耗比国外

先进水平高出 112 倍至 217 倍。能源的高消耗必然会造成环境

污染的后果。因此, 从节约能源, 保护环境出发, 必须转变经

济增长方式, 将高耗低效的粗放型增长方式, 转变为高效低耗

的集约型增长方式, 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然的话, 总有一

天会耗尽我们的资源, 给我们的经济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事, 从一定意义上

说, 它本身就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体现。走可持续发展道

路, 就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从粗放型增长转到集约型和效益

型增长上来, 把投资重点引进外资的重点以及各方面工作的重

点转到内涵扩大再生产上来。只有从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来认

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才能提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自觉性。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必须建立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暂

时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统一的观点。在局部、暂时利益和整体、长

远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 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 暂时利益

要服从长远利益。从局部、暂时来看是有利可图的, 但对整体、

长远来看是有害的, 这种事情坚决不能做。不能急功近利, 只

顾眼前的局部利益, 损害和牺牲长远的全局的利益。一些企业,

特别是乡镇小企业, 由于设备条件、技术水平都比较落后, 其

粗放型的生产方式消耗高、污染严重, 往往会对生态环境、宝

贵资源造成极大破坏和污染。关闭一些这样的企业, 虽然减少

了一些产值和收入, 但从大局、从长远来看, 却是值得的。我

们既然选择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就应当坚定不移地贯彻下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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