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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石油和其他化石燃料驱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正在卷入一个危险的残

局：能源与食品的价格不断攀升、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者和政府的债务急

剧上升、经济复苏减缓。更糟糕的是，以化石燃料消耗为主的工业活动引起

的气候变化已经威胁到了地球上的生物。面对有可能发生的第二次全球经济

大崩溃，人类极其需要找到一个新的经济视角，制定一个经济可持续发展计

划，为此，人们需要更加清楚地认

识和了解能够促进社会深刻转变的

科技力量。

历 史 上 伟 大 的 经 济 变 革 都 发

生在新通讯技术与新能源系统相结

合的时期。新的能源革命促进贸易

活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同时，

通讯手段的革新为新的贸易活动提

供了帮助。在十九世纪第一次工业

革命期间，蒸汽动力驱动的印刷技

术实施和公立学校的建立为社会造

就了一批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掌握

了通讯技术，可以从事因煤炭和蒸

汽动力技术发展而不断扩大的商业

活动，引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到

来。到二十世纪，集中式的电力通

讯工具的出现，包括电话及之后出

现的广播和电视，使人们能够更好

地管理一个以石油、汽车、城市生

活 及 大 众 消 费 文 化 为 标 志 的 新 时

代 ， 也 就 是 第 二 次 工 业 革 命 的 时

代。

正如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

多方力量如何改变能源、经济和世

界》一书中所描述的，互联网技术

和可再生能源即将融合成为一股能

够 推 动 第 三 次 工 业 革 命 发 生 的 强

大力量，这股力量同时也在二十一

世纪改变着世界。在即将到来的新

时代，成千上万的人将在自己的家

中、办公室中和工厂里自己制造清

洁能源，并在“能源互联网”中与

他人分享，就如同我们现在在网上

发布和分享信息一样。可再生能源

的新机制——以建筑为承载，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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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氢能的形式储存，由能源互联网传

送并与即插即用式零排放交通运输工

具结合——建立起具有五大支柱功能

的基础设施，将创造数以千计的企

业，提供上百万个就业机会。

整 个 体 系 相 互 作 用 、 互 相 协

调、密切相关，如果这五个支柱因素

同时发挥作用，那么就会促进一个能

够改变各国的、不可分割的技术平台

的形成。

各个国家有必要大规模投资可

再生能源技术，将众多建筑物转型为

低能耗的绿色工厂，把氢气和其他储

存技术应用到基础设施建设中，铺设

绿色电力网络，同时对汽车进行改

造，从过去由内燃发动机驱动改变为

由电力插件和燃料电池驱动。

各国基础设施的重建以及工厂

的重组要求对员工进行大规模地再培

训，这一培训可以效仿工业革命时

期对雇工的训练，在第三次工业革命

中，高技术劳动力需要熟练掌握可再

生能源技术、绿色建筑技术、信息技

术、嵌入式计算机技术、纳米技术、

可持续化学知识、燃料电池知识、数

字电网管理、氢电混合驱动运输等许

多其他技术知识。

分布化能源供给将会对人际关

系进行根本性重组，同时也影响我们

从事商业活动、管理社会、教育后

代、参与市政生活的方式。就如当年

的音乐行业，直到成千上万的年轻

人在线分享音乐，公司利益在十年间

损失惨重,音乐公司才真正明白网络

分享对音乐行业的影响。大英百科

全书不理解这种既分散又集中的力

量——正是这种力量使得维基百科成

为世界领先的参考资

源。新闻界也未认真

对待博客这种分散式

的力量，然而现今许

多出版物或从商业领

域中退出，或将其大

部分业务转移到网络

上。而公众广泛参与

分布式能源供给将对

世界产生更深远的影

响。要深入理解第三

次 工 业 革 命 给 现 有

的经济生活方式带来何种影响，只要

回想过去23年中，计算机革命给我们

带来的变化。信息和通讯的民主化改

变了全球商业和社会关系的本质，这

种改革的重要意义不亚于出版业革命

在现代化早期发挥的作用。可以想象

分布式能源供给系统和计算机网络技

术的结合将给整个社会带来怎样重要

的影响。第三次工业革命改变了社会

能源关系的根本概念，传统的中央供

给、自上而下的能源供给关系正逐渐

转向横向分布式发展，从而产生深远

影响。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传播对发展

中国家中的较贫困国家意义深远。

在这些贫困国家中，40%的居民处于

极度贫困状态，仍然每天靠两美元

甚至更少的收入艰难度日。多数人用

不上电，这意味着他们“没电”也意

味着真的很“弱势”（这是一种双

关）。拥有可靠的、人人支付得起的

电力是使数亿人脱离贫困的一个最重

要的因素之一。其他行业的经济发展

都离不开电力。因此要想改善世界上

最贫困人口的生活水

平，要先从普及电力

做起。

由于太阳能、风

能、地热能、水能和

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

都大规模地分散在各

地，第三次工业革命

很可能在发展中国家

迅速展开。尽管基础

设施的缺乏通常会阻

碍其发展，但是事实上我们发现许多

发展中国家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

入第三次工业革命，因为他们没有老

化的电网这一负担，不需要修补老化

破旧的系统，而是从零开始建立起一

个全新的、分布式供电系统，因此发

展中国家在向新能源时代的过渡过程

中可节省大量的时间和成本。第三次

工业革命中分布式电力基础设施本质

上可以将风险分散，各地区可以建立

地方电网，然后和其他电网实现节点

连接。

第三次工业革命给我们在本世

纪中叶进入一个可持续的后碳时代带

来希望。我们有知识、有技术，也有

详细的发展规划，问题在于我们是否

能充分认识和把握经济的不确定性来

如期实现目标。

“分布式供能

系统将会对人际关

系 进 行 根 本 性 重

组，同时也影响着

我 们 从 事 商 业 活

动、社会管理、后

代教育和参与市政

生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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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后，当我们重新审视2012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的时候，我

们能否将其看为全球重视自然财富，

转向包容性的绿色增长模式的起点？

世界银行有着充分的证据可以

证明，绿色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正确道路，低收入国家能够负担得

起，其他国家也可以施行。本次会议

通过的绿色经济文本意味着这一理念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同。

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里约会

议后，金融、发展、农业、水资源和

渔业规划以及环境各部门的部长们会

做出怎样不同的决策。同样地，除了

负责可持续发展的副总裁们，各大公

司的首席执行官和运营官们，是否也

应该采取些不同的措施？市长和政府

领导又会作何反应？我们又会怎么改

变？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职责，我们

已经有自己的计划。

尽管消极评论铺天盖地，但我

离开时还是充满着坚定的信念。这并

不是因为会议文件中的政策或者会议

的过程，而是在里约会议中心和里约

市各处，我看到各行各业、社会各部

门和各地都存在的领导力量——他们

没有等待任何批准而是在众多活动中

做出了实际的、有意义的努力，做出

了艰难的选择。

事 实 上 我 们 有 了 两 个 里 约 会

议——一个是由193个成员国参加的

正式会议，这次会议力争在解决重大

议题方面达成共识，其中许多共识都

已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而某些重

大议题依然亟待我们达成共识。比如

说，虽然在今天，女性通过现代避孕

方法和掌控自己身体的能力，已经能

够在根本上决定人口的变化速率以及

我们急速增长的人口的福祉，然而，

有关女性生殖和性健康的经济、社会

和人权议题却仍没有引起重视，这着

实令人沮丧。这种害人害己的行径再

次说明我们在寻求全球共识的时候应

该分出轻重，找准方向。

第二个里约会议——这是一个

非正式会议，吸引了成千上万人士参

加，组织了几百场正式会议和非正

式活动。来自70个国家的300位议员

为了“首届全球立法者峰会”相聚一

堂，期望能够建立一种全新的机制来

审查和监测各国政府履行里约协议。

同样，全球很多大公司的首席

执行官们都在公司可持续发展论坛中

和其他商业领域活动中建言献策，他

们在融资方面务实的承诺体现出全世

界企业界在过去二十年间取得的进

展，可持续发展已深深地渗透到各个

经济部门的核心竞争力中。

各城市的市长们也表示他们正

在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包括绿色建

筑、公共交通、垃圾填埋场沼气收集

利用以及宜居生活的设计等。在里约

会议上，人们被各种可行的方法和设

想所吸引。私营部门和城市联盟强调

两个里约会
议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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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行为并不是亡羊补牢，而是为了

抓住有可能在将来的市场、产品、员

工、投资商等所有的竞争形式中出现

的机遇。这些机遇，与可持续发展息

息相关，具有同样的价值。

世界银行曾发表过《包容性绿

色增长：通向可持续发展之路》的报

告。这一报告成为许多会议辩论议题

的来源，也促使人们重新关注自然资

本核算，这一包容性绿色增长的重要

组成部分。62个国家、90多家公司和

17个民间社会组织均支持世界银行发

起的“50：50运动”，这说明现在是

时候将这一议题付诸实践。围绕新能

源的讨论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回应，

政府、议会和民间组织都强调各国不

能只关注和强调GDP。确实，新能源

和对新能源议题的关注才是“里约

+20”峰会中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

“两个里约会议的故事向

我们展示了国家、公司、民间

组织、科学团体和城市如何

在享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同心协

力，齐头并进。”

虽然我们已经拥有了联合国认

可的自然资本理论框架，但20年的科

学分析证明，要将这一理论付诸实

践，仍有很大困难。世界银行集团应

抓住机会，帮助各国理解自然资本的

真正价值，并采取切实的措施，优化

决策过程，同时更多地同私营部门开

展相关活动。

世界银行集团及其合作伙伴将

积极协助各国进行能力建设，已使其

可以根据自然资本核算来规划下一阶

段发展。有些国家进一步要求我们帮

助其加强基于事实基础的的决策能力

建设。这次会议之后，我们会在自然

资本的核算方面采取更多的实际行

动。

“里约+20”峰会也对其他能够

影响和改变可持续发展事业的倡议和

方法给予大力支持。这次峰会上对海

洋保护和海洋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广泛

讨论，甚至有人称这次峰会是一次“

海洋峰会”。世界银行支持的“全球

海洋伙伴关系”（Global Partnership 

for Oceans）规模不断扩大，已经有

105位成员。这一组织很好地宣传了

恢复海洋健康状态、增加海洋生产力

的紧迫性，以及发展可持续的水产养

殖的需要。

在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发展可再

生能源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支持的

同时，也应提高能源的可获得性，这

引起了新一轮的争论。为了响应联合

国有关可持续能源的倡议，各个国

家、私营企业和民间团体签署了100

多份承诺书。世界银行集团宣布计划

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一倍能源贷款，尤

其是对低碳能源方面的贷款，从80亿

增加到160亿。

我们强烈地感觉到，不能坐等

国际协议而不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

情。两个里约会议的故事向我们展示

了国家、公司、民间组织、科学团体

和城市如何在针对全球共同关注的问

题上同心协力，齐头并进。

国际协议帮助我们以必要的速

度和规模向前进展，但是不管这些协

议是否存在，我们都必须认识到什么

会给贫困人民带来利益，什么会给脆

弱的环境带来生机，并且要为此做出

努力。可持续发展是每个人的义务，

我们在世界银行集团的工作就是同我

们的委托人一同展示变化是如何发生

的。

因此，世界银行计划在本次会

议之后，开展如下方面的工作：提高

自然资本核算的能力建设、支持恢复

海洋健康、建设可持续发展城市、提

高经济规划效率、撤销不良补贴并开

发可持续能源、治理短期环境污染

物。

那么你在保护环境方面又有什

么计划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