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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环境署以
自身的行动推动全球

环保实践。本出版物采用
不含氯的再生纸，印刷油墨自植
物中提取。刊物的发行将尽最大

可能减小环境署的碳足迹。

2012全民可持续能源国际年

中文版特别致谢
《我们的星球》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出版的关于全球环境与可

持续发展状况的刊物，每季出版一期。每一期《我们的星球》关注一

个特别议题，由来自联合国各机构、各国政府、非政府机构、商业和

学术领域的领袖撰文。

联合国环境署2012年9月刊《我们的星球》总结了里约+20会议

的主要议题及会后反思，意义十分重大。此刊的翻译印刷和发布工

作，一直在紧张筹备中。此次中文版的翻译离不开为此付出辛勤工作

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同济大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的协调支持。

可持续发展学院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同济大学于2002年共同

成立的。十年来，可持续发展学院已成长为集教育、科研和国内外交

流培训为一体的平台学院，是同济大学推广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旗舰，

也是环境署领导下全世界高等教育机构共筑可持续发展教育事业的中

心。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全球的传播，可持续发展学院承担了本

刊物的中文翻译出版工作。

特别感谢联合国副秘书长、环境署执行主任Achim Steiner先生的

鼓励和支持。感谢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新闻司司长Nick Nuttall先生，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中国事务顾问王之佳先生的大力支持，在翻译和编辑

过程中，他们给与多方支持。同时也感谢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区域合

作司司长Tomoko Nishimoto女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亚太地区代表朴

英雨博士，Mahesh Pradhan 先生和刘建先生；北京办公室的张世刚主

任，张文娟主任助理，以及蒋南青博士。感谢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

程学院院长戴晓虎教授和黄翔峰教授，以及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国

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张伟贤教授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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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环境展望5》

1995年，在联合国系统内，为了支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对全球环境状况进行连续评估（

参见1972年11月的联合国大会2997号决议），环境署理事会提议针对全球环境状况发布一个

全新的综合报告，即之后的《全球环境展望》（GEO）。GEO对全球环境进行综合评估，为

决策者提供最科学有效的信息，助其做出明智决策。该评估成为科学技术与政策制定之间的

桥梁。环境署运用综合环境评估方法（IEA），发布了一系列的“全球环境展望”报告，分析

了全球和各区域范围内的环境状况和发展趋势，描述了对未来不同时间段的环境展望，并提

供了决策建议。随着评估工作的进行，报告也不断总结经验，持续改进和更新。

《全球环境展望5：地方政府区域化地解决全球问题》

发布于2012年6月的《全球环境展望5》是“全球环境展望”系列中最新的一

部，它设定了与全球环境状况和趋势有关的国际公认目标，评估了实施过程中的

障碍与差距，也提出了为尽快实现目标而必需的切实可行的建议措施。

《蓝碳在阿拉伯半岛的初步尝试》

诸如红树林、盐沼湿地和海草草甸等海岸带自然生态系统，为包括阿拉伯半岛在内

的全世界沿海地区带来了广泛的协同效益。这些自然生态系统所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主要体现在风暴气候下对海岸带的防护，减缓土壤侵蚀和海平面上升，改善水质，提供渔

业资源，以及带给当地居民生态旅游、娱乐的空间和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等。在蓝碳理念

下，生态系统通过沉积作用和生物生产实现碳汇功能。

《减贫工作中的可持续性消费与生产》

这篇文章讨论了实现可持续性消费与生产（SCP）与消除贫困和实现可持续发展间

的联系。发展专家通过对经验数据进行分析阐释，对自然资源和环境对发展过程的支撑

作用进行了理论框架的构建。大量的能源、农业废物处理和城市发展等核心经济领域内

的案例研究使得这套理论框架能更真实地反映现实。这些案例研究肯定和量化了SCP模式

转型后取得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效益。论文也探讨了发展指标和SCP指标之间的关

系，强调了两者之间功能的重叠和互补。论文的结论重点突出了发展中国家在向SCP模式

转型中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指出SCP模式也有助于维持自然的可持续生产能力。

《清洁水，为未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水资源行动概要》

该书介绍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及其合作伙伴在保护地球有限的水资源、提

高人类生活质量上所做的贡献，并着重介绍了生态系统方法在这一过程中的应

用。案例研究包括人类活动在地表对水系的实际干预，也包括国家、地区和全

球层面的标准制定研究工作。书中案例介绍了环境署在全球、地区、国家、流

域及子流域等不同层面开展的工作。目前的案例尚不包括区域间平衡问题。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出版物 www.unep.org/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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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九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及

促进可持续发展而言意义非凡，各成员国自此开始执行

今年六月召开的“里约+20”峰会上的决议——“我们憧

憬的未来”。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确定和建立一套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步入一个合作的

新纪元。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近日宣布了可持续发展解

决方案协作网的建成，这是一个集研究机构、大学和技

术中心于一体的新型全球独立网络，为可持续发展提供

途径和方案。该网络将协助一个高级工作组在明年发布

2015年后的发展规划。

“里约+20”会议的另一个积极成果是构建了可持续

消费与生产的十年框架，涵盖领域从旅游业到农产品（

包括控制食品浪费和废弃物），再到可持续采购。

经合组织各成员国每年的公共采购总额超过4700亿

美元，占GDP近20%。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更高。例

如印度政府每年花费3000亿美元在采购上，而这一数字

还在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

里约+20会议期间，包括巴西，丹麦，瑞典和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在内的超过30个政府与机构共同宣布了一项

新的全球性国际可持续公共采购计划（SPPI），旨在提

高具有最大化环境和社会效益的商品与服务的公共支出

水平。

 另一项决议提出为了超越GDP的局限性，应采用一

项新的指标来表征全球财富，要求联合国统计委员会联

合包括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内的联合国其他机构，共同

采纳新的方法评估发展，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试点。

一些国家，包括巴西，哥伦比亚，德国，印度和英

国，已经或者正在对其自然资产进行了国家级评估。这

也是由环境署发起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研究工

作的一部分。同时，基于世界银行调整后净储值指标，

包容性财富指标正在发展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国家财富

指标，它不仅涵盖了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

更囊括了关键的生态系统。

里约+20峰会还鼓励政府要求公司汇报其在环保、社

会和治理方面所做的工作。这些工作都是基于环境署金

融倡议项目（UNEP FI）和由环境署协助创立的全球报告

倡议组织（GRI）的相关内容而开展的。

与此同时，由巴西最高法院、联合国环境署及其他

的国际组织共同举办的环境可持续发展司法、管理与法

律世界会议，致力于利用国际和国家法律，促进可持续

发展，加强人类和环境主权以及促进环境条约的实施。

加强和改善联合国的环境项目，包括相关财务资

源，也将是一个重要的议题。这至少对于那些发展包容

性绿色经济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来讲尤其重要。

里约+20峰会一致认为环境署应通过全球环境展望

（GEO）等项目建立自然科学与决策管理之间良好的桥

梁，应建立更为有效的机制来更好地促进农民、妇女、

土著居民、商界人士、科学家和地方政府等全社会各层

面的广泛参与。在区域和国家级层面，环境署应当发挥

更加积极的作用，争取更多的成员国加入。

尽管如此，里约+20峰会在一些方面的成果仍低于预

期，比如如何根据科学事实寻求人类正常生活的最低底

限，如何对全球70亿人口的发展方向进行分析，以及面

对众多发展轨迹如何选择等问题上，都没有做出很好的

回答。

但是，如果各个国家、城市、公司和社区居民都朝

着大会的积极方向努力，将“我们想要的世界”变为我

们现实的未来就有可能实现。 

阿奇姆·施泰纳
联合国副秘书长
环境署执行主任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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