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电产品绿色设计技术与评价

楼锡银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机电产品绿色设计技术与评价 ／楼锡银著 ．－杭州 ：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８

　 ISBN ９７８‐７‐３０８‐０７８９８‐６

　 Ⅰ ． ①机 ⋯ 　 Ⅱ ． ①楼 ⋯ 　 Ⅲ ． ①机电设备 －工业产品 －

无污染技术 －设计 ②机电设备 －工业产品 －废品回收

Ⅳ ． ① TH１２２ ② X７６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 （２０１０）第 １５６６４８号

机电产品绿色设计技术与评价
楼锡银 　著

责任编辑 　王 　波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１４８号 　邮政编码 ３１０００７）

（网址 ：http ：／／www ．zjupress ．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７１０mm × １０００mm 　 １／１６

印 　 　张 　 ２２

字 　 　数 　 ３９５千

版 印 次 　 ２０１０年 ８月第 １版 　 ２０１０年 ８月第 １次印刷

书 　 　号 　 ISBN ９７８‐７‐３０８‐０７８９８‐６

定 　 　价 　 ４５ ．００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９２５５９１



前 　 　言

前 　 　 言

自 ２０世纪以来 ，三种变化对世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是科学技术

突飞猛进 ，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和经济规模的空前扩大 ，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

财富 ，大大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二是人口爆炸性增长 ；三是由于自然资源的

过度开发与消耗和污染物质的大量排放导致全球性的资源短缺 、环境污染和生

态破坏 。可以说资源 、环境 、人口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 ，特别是环境

问题 ，人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由于对自然资源肆意开发 ，对环境进行了无偿利

用 ，再加上几百年来的工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累积影响 ，生产活动所消耗的资源

远远超过了工业化之前三千年消耗资源的总和 ，造成的自然生态破坏和环境污

染也远远超过了大自然自身的净化与恢复能力 ，打破了农耕时代“收支平衡”的

良性循环状态 ，并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近年来相继出现的温室效应 、

大气臭氧层破坏 、酸雨污染 、有毒化学物质扩散 、人口爆炸 、水资源短缺和污染 、

土壤侵蚀 、森林锐减 、土地沙漠化 、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各种全球性生态问题 ，耗费

了人类大量的财富 ，对人类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制约 ；产品使用寿

命越来越短（并非产品丧失了原有的功能 ，而是消费者选择了更新 、更好的产

品） ，废弃后又不能有效地回收利用 ，造成数量越来越多的废弃物 ；而资源的过度

开发和过量消耗 ，已造成多种资源的短缺甚至枯竭 ，正对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造

成严重的威胁 。

随着地球环境状况的恶化 ，人类的环保意识逐步觉醒了 ，世界各国都在积极

将环保行动付诸实施 ，积极倡导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产 、消费活动 ，尽量限制破

坏环境的行为 。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已成为一股潮流和趋势 ，绿色

消费迅速成为各国人们所追求的新时尚 。消费者在购买物品时 ，不仅仅关心产

品的功能 、寿命 、款式和价格 ，而且也更加关心产品的环境性能 ，宁愿多付钱购买

绿色产品 。据有关民意测验统计 ，７７％ 的美国消费者表示 ，企业和产品的绿色形

象会影响他们的购买欲望 ；９４％ 的德国消费者在超市购物时 ，会考虑环保问题 ；

在瑞典 ８５％ 的消费者愿意为环境清洁而付较高的价格 ；加拿大 ８０％ 的消费者宁

愿多付 １０％ 的钱购买对环境有益的产品 ；在日本 ６０％ 以上的消费者常常留意购

买对环境无害的产品 。

1



机 电 产 品 绿 色 设 计 技 术 与 评 价

机电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机电制造业一方面给人类创

造了巨大物质和精神财富 ，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活质量 ；另一方面它既是资

源 、能源消耗的大户 ，又是产生环境污染的源头产业 。自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来 ，

由于机电产品在制造 、使用 、废弃过程中 ，直接或间接导致的全球性污染 、生态危

机及可用资源的日趋匮乏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

据世贸组织统计 ，金融危机以来 ，全球新出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远远超过

贸易开放政策 。其中中国进出口的两大拳头产品之一的机电产品 ，正受到国外

贸易保护主义的严重打击 。作为我国出口产品的主要部分 ，机电产品所面临的

贸易壁垒应引起关注 。国外对华机电产品以反倾销和特别保障措施为主 。 ２００９

年 ，国外对华机电产品发起反倾销 １４起 ，特别保障措施 １起 ，没有反补贴措施 。

发展中国家对我国机电产品发起贸易救济调查频繁 。其中 ，阿根廷对我国机电

产品发起 ５起反倾销 ，占对华机电产品反倾销总数的 １／３ ，最为突出 。国外对华

机电产品发起的贸易救济案件在各行业中与纺织业并列第三 ，次于冶金和化学

工业 。

日前 ，欧盟发布了一项修改有害物质限制指令（RoHS）和报废电气与电子
设备指令（WEEE）的提案 。新指令会在欧盟官方公报刊登之日起 １８个月后 ，在

欧盟 ２７ 国实施 。 RoHS新指令涵盖所有电子电气设备（EEE） ，除非特别指明排

除在外 。新修订 WEEE指令插入了新的电子电气设备的类别及各类别的产品
清单 。 WEEE指令修订草案制定了报废电子电气设备须达到的收集和回收目
标 ，以及资金要求 。草案也规定 ，成员国应鼓励生产商承担来自私人家庭电子电

气废弃物收集设施的所有成本 。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正在设置“绿色贸易壁垒” 。

我国出口的机电产品一旦不符合其限制条件 ，将面临被召回或撤出其市场的

风险 。

由于任何一种机电产品 ，当它离开设计环境而进入实际生产时 ，其环境属性

大多已经固定下来 ，而且在其生命周期的每时每刻都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 。

因此 ，目前采用的“有污治污”的末端治理方式 ，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制造业所产生

的环境问题 。为了寻求从根本上解决制造业环境污染的有效方法 ，同时也是在

上述客观因素的重压下 ，绿色设计理念 、绿色产品应运而生 ，并成为当前的研究

热点之一 。

２１世纪是绿色世纪 。对于我国机电制造业来说 ，唯有在设计和生产中不断

改变和改进产品的结构 ，采用绿色材料 、绿色工艺 ，提高对废弃机电产品的回收

再利用率 ，降低或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才能促进企业生存和可持续发展 ，提高企

业的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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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研究过程中参考引用了大量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中只列出了其中一部

分 ，尚有许多没有一一列出 ，在此向这些文献资料的作者表示衷心的谢意 。鉴于

作者水平 ，加之绿色设计理论是一门新学科 ，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和研

究 ，因此 ，书中难免有错误和疏漏之处 ，敬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

作 　者
２０１０年 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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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总 　 　 论

1 ．1 　 绿色设计技术产生的背景

在经历了几百年的工业发展之后 ，人类进行生产活动所消耗的资源远远超

过了工业化之前三千年消耗资源的总和 ，也超过了大自然的自身净化与恢复能

力 ，打破了农耕时代“收支平衡”的循环状态 ，由此造成的自然生态破坏和环境污

染已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人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对自然资源的肆

意开发和对环境的无偿利用 ，已经造成了全球生态破坏 、资源浪费和短缺 、环境

污染等重大问题 。

１９６２年 ，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 ·卡尔逊（Rachel Carson）以枟寂静的春

天枠一书 ，揭示了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非理性经济活动所导致的环境

与发展的严重背离和危及人类和地球的严重征兆 ，该书引发了许多国家的强烈

关注 。人类逐渐认识到工业文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近年来相继出现的温室效

应 、大气臭氧层破坏 、酸雨污染 、有毒化学物质扩散 、人口爆炸 、水资源短缺和污

染 、土壤侵蚀 、森林锐减 、土地沙漠化 、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各种全球性生态问题 ，

耗费了人类大量的财富 ，对人类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制约 ；越来越

短的产品使用寿命（并非产品丧失了原有的功能 ，而是消费者选择了更新 、更好

的产品）造成数量越来越多的废弃物 ；资源的过度开发和过量消耗 ，已造成多种

资源的枯竭或短缺 。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以来 ，由于工业生产直接或间接导致的全球性污染 、生态危

机及可用资源的日趋匮乏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已经成为各国政府 、制造业界和

学术界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随着人类对环境问题认识的加深和世界经济的发

展 ，对地球资源的合理使用和对人类生存环境的保护日益受到全球的关注 。保

护资源与环境 ，创造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是实施可持续发展 ，实现全球经济

良性发展的基本战略 。在这种背景下 ，绿色产品应运而生 。可以预言 ，绿色产品

的生产和营销将成为世界营销的主流 。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已成为

一股潮流和趋势 ，目前许多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都在积极制订可持续发展计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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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２年 ，以芭芭拉女士为首的一大批学者 ，以“只有一个地球”的鲜明口号 ，

再一次针对全球的整体发展 ，发出了强烈呼吁 。同年 ６ 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

开的首次人类环境大会主题就为“只有一个地球” ，大会通过了枟联合国人类宣

言枠 ，提醒人类应采取共同行动保护地球 。 １９８３ 年 １１ 月 ，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

境与发展委员会 ，１９８７年该委员会发表了枟我们共同的未来枠 ，正式提出了全球

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战略 ——— “可持续发展战略” ，它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思想已

被全世界人民所接受 。到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 ，有关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性

条约 、公约和协定已有 １００ 多项 。 １９９１ 年 １０ 月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提出了

“生态可持续发展工业”概念 ，提倡一种对环境无害或生态系统可以长期承受的

工业发展模式 ，并被视为“实现全球持续发展”在工业方面的体现 。 １９９２年 ６月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的枟环境与发展宣言枠和

枟２１世纪议程枠两个文件 ，是人类可持续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其中枟２１世

纪议程枠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阐述为 ：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在其生态和地理条件下人们和体制的能力 ，具体地说 ，能力建设包括一

个国家在人力 、科学 、技术 、组织 、机构和资源方面能力的培养和增强 ；能力建设

的基本目标就是提高对政策的发展模式评价和选择的能力 ，这个能力提高的过

程是建立在其国家的人们对环境限制与发展需求之间关系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上

的 ，所有国家都有必要增强这个意义上的国家能力 。可持续发展要求人类对于

区域的开发 、资源的利用及对自然的改造 ，都应维持在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 ，从

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生态学方向”看 ，应当以生态平衡 、自然保护 、可持续利

用等作为环境支持能力的基本内容 ，该方向的一个集中点是经济发展之间取得

“合理的平衡” 。

面对地球日益恶化的环境 ，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将环保行动付诸实施 ，积极倡

导有利于环境的生产 、消费活动 ，尽量限制破坏环境的行为 。 １９７８年 ，德国实施

了“蓝色天使”计划 ，对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都符合环保要求且对生态环境和人

体健康无害的产品 ，授予“绿色产品”标志 ，无此标志的产品在进口时要受到数量

和价格上的限制 ，到 １９９９年底环境标志认证产品类别已经达到 １００ 种 ，几乎涵

盖了机动车辆 、建筑材料 、室修 、IT 技术业 、办公用品 、园艺等多个领域 。 到

２００５年 ，德国环境标志产品已达 ７５００ 种 ，占全国销售商品总数的 ３０％ 。 １９９２

年 ，美国能源部与美国环境保护署共同推广实施了“能源之星”计划 ，其目的是降

低能源消耗及减少发电厂所排放的温室效应气体 ，此计划并非强迫性 ，自发配合

此计划的厂商 ，就可以在其合格产品上贴上能源之星的标签 。最早实施计划的

产品主要是电脑等资讯电器 ，之后逐渐延伸到电机 、办公室设备 、照明 、家电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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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加拿大 、日本 、中国台湾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欧盟各成员国都参与了该计划 。

当前 ，旨在保护环境 、实现资源和能源合理化利用的“绿色”行动在世界各国纷纷

兴起 ，“生命周期评价”（Life Cycle Assessment ） 、“绿色产品” （Green Product ） 、
“绿色设计”（Green Design） 、“绿色制造”（Green Manufacturing ） 、“清洁化生产”

（Cleaner Production） 、“再制造工程”以及“绿色消费”（Green Consumption）等
新理论 、新方法 、新概念不断涌现 。在这些众多的新思想中 ，绿色设计被认为是

解决目前环境 、人口和资源三大问题的重要手段 。因为 ，国内外专家学者普遍认

为产品的绿色性是设计出来 ，不是制造出来 。为此 ，国内外众多研究机构（MIT 、

斯坦福 、卡内基梅隆等） 、企业（Benz 、Motorola 、Volvo 、IBM 等）和组织（CIRP 、
ASME 、ISO 等）都投入大量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进行相关研究 ，并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 。

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生产实践充分展示了欣欣向荣的全球经济 。全球国民生

产总值从 １９５０年的 ５万亿美元增加到 １９９７年的约 ２９万亿美元 。在这 ５０多年

的发展进程中 ，全球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近 ６倍 ，特别是 １９９０年至 １９９７年间

的经济增长速度更是惊人 。 ９０ 年代初期 ，全球经济增长了 ５ 万亿美元 ，该数目

相当于从原始农业时代到 １９５０ 年的增长总和 ；１９９７ 年 ，世界经济总值增加了

１畅１万亿美元 ，该数目相当于整个 １７世纪经济增长的总和 。但是 ，经济的迅速

增长 ，迫使人类不得不对生态系统“寅吃卯粮” 。工业生产低效率地利用着资源

和能源 ，同时大量地产生并向环境排放各种废水 、废气 、废渣 、噪音 、电磁等污染

物质 ，使得人类的健康和生存空间受到了严重威胁 。

1 .1 .1　全球气候变暖
全球气候变暖应归咎于人类生产活动排放的诸如 CO２ 一类的物质 。这类

物质阻碍热量从地球表面以及大气层中散失 ，形成“温室效应” 。 据统计 ，自

１８００年以来 ，人类仅燃料一项 ，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就超过了 １８００ 亿吨 ，

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比工业化前提高了 ２５％ ，而且目前还以每年 ０ ．５％ 的速度

递增 。最近英国的一项研究估计 ，到 ２０５０年 ，根据一些气候预测模型预计 ，冬季

平均气温将提高 ２ ．０ ～ ２ ．５ ℃ 。气温的上升会导致冰水融化 ，海面上升 ，气候异

常 ，造成严重的生态后果 。另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 （IPCC）预测 ，到

２１００年海平面将上升 ０ ．３ ～ １ ．０m ，最佳推测估计为 ０ ．５m 。海平面上升直接威

胁到居住在海岸边 、岛屿上和河流三角洲等低洼地带的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据

估计 ，若海平面上升 １m ，仅孟加拉国就有 １７％ 的土地被淹没 ，大约 １１００万人流

离失所 。除实际淹没外 ，海平面上升还会使数百万人处于与暴风雨有关的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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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泛滥的危险中 。

1 .1 .2　同温层臭氧耗竭和地面臭氧污染
同温层臭氧是防止紫外线 ，特别是紫外线 － B ，对生物圈中各种生物造成伤

害的天然的有效屏障 。然而 ，人类生产活动排放的氯氟烃类物质正在使那里的

臭氧日益损耗 。臭氧层的破坏将增加地球表面紫外线照射量 ，从而使得白内障

和皮肤癌等疾病的发病率大幅度增加 ，同时还有可能导致许多不耐紫外线的浮

游生物的死亡 ，而代之以耐紫外线的生物 ，从而大大改变水生生态系统 。在现有

条件下 ，世界气象协会预测 ，在北半球中纬度地区（包括北美和欧洲） ，地面紫外

线 －B辐射在冬季和春季将增加约 １５％ ，在夏季和秋季约增加 ８％ 。南温带地

区预计地面紫外线 － B将增加 １３％ 。同温层臭氧耗竭问题已开始受到科学家

的高度关注 。

地面臭氧是覆盖许多城市地区的光化学烟雾的主要成分 。它不是直接被排

放的 ，而是当燃料燃烧时氮氧化物和大气中的未燃烧的汽油或油漆溶剂等挥发

性有机化合物（VOCs）反应时形成的 。随着汽车和工业排放的增加 ，地面臭氧

污染在欧洲 、北美 、日本以及我国的许多城市中成为普遍现象 。作为有力的氧化

剂 ，臭氧能够与几乎任何生物组织反应 。呼吸 ０ ．０１２ppm浓度的臭氧（许多城市

中典型的水平） ，能够使呼吸道发炎 ，损害肺功能 ，引起咳嗽 、气短和胸痛 。研究

表明 ，臭氧水平提高 ０ ．０５ppm ，入院就医人数平均上升约 ７％ ～ １０％ 。

1 .1 .3　大气污染
据统计 ，现在每年排入大气的硫氧化物 、碳氢化物 、氮氧化物 、一氧化碳和二

氧化碳等有害气体多达 １０亿吨以上 ，排入大气中的吸附着许多有毒有害金属 、

无机物和有机物的成分复杂的颗粒物质也高达 ５亿吨以上 。目前 ，全世界大约

有 ９亿人暴露在对健康有害的二氧化硫浓度超标的环境中 ，有 １０亿以上的人暴

露在超标的悬浮颗粒物中 。据报道 ，从 １８７３ — １９７３年这 １００年间 ，全世界发生

过 １９起重大空气污染事件 ，直接死亡人数近 ２万 。在我国 ，几乎所有的大城市

都存在着大气污染问题 。大气中总悬浮微粒平均值高达 ４３２微克／立方米 ，其中

近 ３０％ 未经处理 。随着煤炭消耗量的增长 ，二氧化硫排放量每年还在增加 ，增

长率高达 ５％ 。 １９９８年 ，全国废气中二氧化硫的排放总量为 ２０９１ ．４万吨 ，其中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为 １５９４ ．４万吨 。全国酸雨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 １／３左右 ，

并呈扩大趋势 。有些城市更是“十雨九酸” ，pH值低于 ４ ，最低时竟达到 ３左右 。

大气污染不仅会诱发呼吸道炎症 、支气管炎 、肺气肿等疾病 ，严重危害人们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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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还会腐蚀金属制品 、油漆涂料 、皮革制品 、纺织衣料 、橡胶制品和建筑物等 。

另外 ，大气污染还会导致农业减产 ，危害巨大 。

1 .1 .4　水体污染
全球环境监测系统水质监测项目表明 ，全球大约有 １０％ 的监测河流受到比

较严重的污染 ，BOD（生化需氧量）值超过 ６ ．５毫克／升 ，氮和磷含量也严重超标 。

据报道 ，挪威南部的 ５０００个湖泊已有 １７５０个变成无鱼湖 ；瑞典 ３５０００个大中湖

泊中竟有 １４０００个遭到生态破坏 。我国的水污染也相当严重 ，据 １９９８年统计 ，

工业废水排放量为 ２００ ．５亿吨 ，占全国废水排放量的 ５０ ．７％ 。国内的河流湖泊

不同程度地受到污染 ，其中以太湖 、巢湖 、滇池和淮河等最为严重 。由于工业生

产所产生的大多数液体废物和固体废物都最终汇入海洋 ，因此海洋也受到了严

重污染 ，海洋生物大量减少 ，不少鱼 、贝类濒临绝迹 。据报道 ，美国向海洋排放的

工业废弃物约占全世界的 １／５ ，仅废水每年就高达 ２００ 亿吨 ，耗氧量为一般城市

废水的 ３ ～ ４倍 ，而且这些废水中含有高浓度的氰化物 、酚等剧毒物质和铅 、镉 、

铜 、汞等金属以及总量为 １００ 多万居里的放射性物质 。由于近海污染严重 ，约

８０％ 的海滩上的贝类不能食用 ，其他鱼类的汞含量也很高 ，因此已经危及海洋渔

业的发展 。

1 .1 .5　资源枯竭
（１）生物资源

环境污染已严重威胁到生物的多样性 。据估计 ，地球上的物种约有 ３０００万

种 。由于环境的破坏 、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引进外来物种等原因 ，地球上的物种正

在不断消失 。自 １６００年以来 ，已有 ７２４个物种灭绝 ，目前还有 ３９５６个物种濒临

灭绝 ，３６４７个物种为濒危物种 ，７２４０个物种为稀有物种 。在我国 ，生物多样性也

同样受到严重威胁 。例如 ，在脊椎动物中 ，受到威胁的有 ４３３种 ，灭绝和可能灭

绝的有 １０种 ，形势十分严峻 。人类活动不仅造成生物物种的消失 ，而且使得生

物在数量上也迅速萎缩 。 １９５０ 年至 １９８０年的 ３０ 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一

半 。动物资源也是如此 ，仅北冰洋 ３０ 种主要鱼类中 ，就有 ２７ 种数量大幅度下

降 。我国长江口鳗鱼苗 ，由于毁灭性的狂捕滥捞 ，鳗鱼苗年产量已从最高年份的

４０００万尾锐减到 １９９７年的 １００ 万尾 ，严重影响了我国每年价值数亿美元的鳗

鱼出口 。

（２）矿产资源

地球上的许多自然资源（如原油 、煤炭 、金属矿产等）是不能重新生成或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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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形成的 ，因此被称为不可再生资源 。然而当今工业生产

主要依靠高投入 、高消耗 、高污染的粗放型方式谋求经济的增长 ，社会生产对资

源和能源的摄取消耗能力远远地超过了环境对经济的承载能力 ，从而造成了资

源枯竭危机 。比如美国几乎已经用尽了探明的锰 、铬 、镍 、铝土等矿产资源 。据

国外一些资料统计 ，按照当前的资源消耗率和开采量 ，在现有探明的矿产资源

中 ，估计石油可供使用 ３０年 ，铁可供使用 ９３年 ，天然气可供使用 ５８ 年 、煤可供

使用 ２２６年 。在我国资源枯竭问题也十分严重 ，我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不足世

界人均资源占有量的 １／２ 。据估计 ，到 ２０２０年 ，我国绝大多数矿产资源将短缺 ，

前景不容乐观 。

（３）土地资源

土地退化是当代最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之一 ，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口高速

增长 、农业生产规模和强度不断扩大 、滥伐森林和过度放牧等 。据专家估计 ，全

球约有 ２９％ 的陆地呈现荒漠化 ，３５％ 的土地处于荒漠化威胁之下 ，严重荒漠化

的土地已占 ６％ 。与此同时 ，水土大量流失 。据统计 ，全世界每年流失的土壤约

达 ２４０亿吨 ，仅我国每年因土壤流失而损失的土地营养成分就高达 １３ ．３９亿吨 ，

相当于 ４６ ．７亿吨化肥 。

面对上述环境问题 ，科学家们在枟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枠中痛心地写到 ：

“地球不是我们从父辈那里继承来的 ，而是从我们后辈那里借来的 。”这句话发人

深省 。我们这一代人不能因为自己的私欲而肆意滥用资源 、污染环境 、破坏生

态 ，把一个破损 、污秽不堪的地球留给我们的子孙 ，让他们谴责我们的无知 、贪婪

和短视 。应该意识到“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

1 .1 .6　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
为了维持现有的经济增长速度和人类的物质需求 ，人类变本加厉地对生态

系统进行掠夺 。经济持续发展 ，但生态系统却不堪重负 。环境和社会经济协调

发展的问题已经逐步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

（１）环境与法律法规

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以及绿色问题进入政治领域 ，导致世界各国纷纷制

定约束企业经营行为的国际 、国内环境标准和法律法规 。到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 ，

有关环境的国际性条约 、公约和协定已有 １００多项 ，如枟海洋法公约枠 、枟蒙特利尔

关于臭氧层空洞化备忘录枠 、枟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枠等 。其中 ，１９９１ 年 ４ 月 ，国际

商会（ICC）通过了枟可持续发展商务宪章枠 ，明确地对企业提出了 １６条环境管理

要求 ，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而各国和地区间制定的诸如枟保护消费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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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枠 、枟产品质量法枠 、枟环境保护法枠 、枟就业法枠等各种环境和社会立法更是不计其

数 ，如欧盟仅 １９８９年制定的环境法规就达 ２９项之多 。企业必须按照这些法律

法规行事 ，才能获得持续发展 。

（２）环境与产业

面对各种环保法规和热情高涨的公众环保运动 ，产业界不得不反省自己的

企业行为 ，不得不转变自己的生产经营策略 。

首先 ，企业如果一意孤行 ，仍然采用污染环境 、浪费资源的生产技术 ，生产污

染环境的产品 ，必将招致政府和公众的强烈反对 。

其次 ，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必将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 。一方面 ，为了满足法

律和社会的要求 ，企业不得不花费大量的资金用以治理环境污染 ，如购置环保设

备 、交纳各种排污费等 ；或迁移到人口稀少的地区 ，从而带来昂贵的迁移成本 。

另一方面 ，随着资源枯竭问题的日趋严重 ，那种免费使用自然资源的时代将成为

历史 ，资源的生产成本将不断上扬 ，原材料价格将不断增加 ，从而导致产品成本

的增加 。

再者 ，环境问题还将影响企业的竞争环境 。一方面 ，为了鼓励企业保护环

境 ，实施清洁生产 、绿色制造 ，政府往往会采取一些鼓励策略 ，如给予实施清洁生

产 、绿色制造的企业资金资助 ，或给予它们政策优惠 ，使这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

处于有利地位 。另一方面 ，在社会和环保法律的压力下 ，企业将不得不改善自己

的环境行为 ，例如通过重组企业的供应商队伍和销售渠道 ，将那些具有环境问题

的供应商和销售商排除在供应和销售网络之外 ，从而实现市场重组 。

最后 ，环境问题在迫使企业转变经营理念的同时 ，也增加了新的市场机会 ，

开辟了新的生产领域 。例如 ，由于水污染的日益严重 ，使得饮用水产业（包括矿

泉水 、蒸馏水 、纯水等）得到了高速发展 。据统计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世界饮用水生

产年均增长率达 ２０％ 以上 。又如 ，由于人们对环境的关心 ，使得全球废物处理

行业在 ８０年代年均增长率达 ４０％ 。再如 ，由于人们对产品安全与卫生的要求 ，

使得天然添加剂的开发正逐步取代人工添加剂的生产 。

可见 ，对产业界来说 ，环境问题既是挑战 ，也是机遇 。

（３）环境与贸易

随着环保问题的全球化和市场的全球化 ，环保和国际贸易的关系日益密切 。

然而贸易与环境问题涉及各国的根本利益 ，因此许多发达国家利用环保作为贸

易保护借口 ，即设置绿色贸易壁垒 ，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平等的贸易环境中 。所

谓绿色贸易壁垒（也称绿色保护主义）是指进口国政府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由 ，以

限制进口 、保护贸易为目的 ，通过颁布复杂多样的环保法规 、条例 ，建立严格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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