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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实践证明，在研究复杂的环境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理论时，并非单一学科和传统的
概念、手段所能完成的，只有加强学科间的交叉、渗透和综合集成，才能使研究达到一
定的深度。

作者从众多文献、书籍中编辑了一些公认的比较成熟的基本内容作为本书的第

１篇和第２篇，简明介绍了可持续发展的由来、内涵，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途径，如
循环经济及环境保护的基本手段与理念；环境问题已明显凸现，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途
径与方法尚已论述，而具体施行需政府的支持和推行，现行的体制已不适应可持续发
展的要求，必须进行相应改革，建立与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环保体制，在此基础上形
成了本书的第３篇；对一些正在积极探索、敏感的内容加以整理，融汇部分研究心得，
编写了第４篇、第５篇（即人地系统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生态城市的理论与实践和生
态环境保护，强调了用现代理论与方法来研究环境问题的必要性与迫切性），论述了
区域发展应采取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并重的模式。

经济—社会—环境的研究与规划是一个开放、复杂的巨系统问题，具有高阶次、
多回路、非线性、子系统数量巨大、多重反馈、结构复杂等特征，传统单一的、片面的、
静止的研究与规划方法显然不能满足要求，因此建立完善的、系统的、科学的、动态的
调研与规划方法成为必然。本书介绍的“人地系统学”是区域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
学科的基础理论之一。

城市圈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宜在生态环境现状和经济现状调研评估的基础
上，采用数字仿真和３Ｓ（ＲＳ、ＧＰＳ、ＧＩＳ）集成的一体化技术来完成，利用开放、复杂巨
系统的仿真模型对该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进行动态仿真，按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
森的理论建立的地区产业带可持续发展的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这是培育和完善高
水平的政策研究组织，建立较为规范科学的政策研究方法和机制的重大举措。

本书可作为讲授相关课程的教材，对学生掌握基本内容有一定作用；亦可供环境
与可持续发展学科研究者交流、切磋。



第二版前言

出版本书第二版的主要目的仍然是让读者熟悉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知识和
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培养解决某些环境问题的能力。与第一版相比，第二版更新
了书中的相关材料，并增加了环保体制改革方面的内容。

删除了第１篇、第２篇中陈旧和重复的材料，使内容更加清晰。
增加了第３篇内容，即环保机制与体制的改革。
对第４篇、第５篇有关方法的论述进行了通俗化的解释，使读者更易理解各种方

法的实质及在环境问题中的应用。
对第５篇中（原为第４篇）有关长江经济产业带的内容进行更新，修改为与武汉

城市圈建设相关的知识。
在书的附录和参考文献中列出了与环境保护有关的部分网站和引用的文献。
教育必须反映社会的需要。环境保护相关知识更新周期快，本书再版以环保和

可持续发展基本理论及知识为主，体现了最新的发展动向，重在培养学生环境保护意
识和解决环境问题的能力。

周敬宣对本书第二版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和构建了全书总体结构，并对第３
篇的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审阅和修改；陈庆、王茜茜参与了第１篇、第２篇内容的修改
和资料的更新；陈书忠参与了第３篇的编写，并与宇鹏、王爱武参与了第４篇、第５篇
内容的修改；李湘梅对本书的再版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全书由周敬宣统稿。

鉴于作者学识有限，书中定有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指正。书中多处摘引了不少文
献，大部分注明了出处。由于工作疏忽或有未详细注明的引用文章，盼文章作者谅
解，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编　者
２００９年７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版前言

经济发展离不开环境，保护环境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改革开放２０多年
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们也看到目前我国的经济建设处于
工业化时期，经济仍然按照粗放型模式发展，生态环境的污染与资源破坏未得到根本
的改善。我国的经济发展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中国崛起应走
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并重之路。环境若继续恶化，后果不堪设想。经济发展速度若
慢一点，虽然在未来３０～５０年内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还会存在，但发展持续性好。
这是中国发展唯一的正确方式。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发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
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文章，强调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
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
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
模式的根本变革。

２００５年２月１９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三位一体”的“经济建设、政治
建设、文化建设”，发展为社会主义“四位一体”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
会建设”；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
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生态良好”。

近年来，党和政府一再强调科学发展观，这些内容博大精深，将可持续发展理论
与实践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使人类主体与环境客体关系和人类社会发展观、资源观
和价值观等诸方面都发生了重要变化。

近百年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飞速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不断地从其他学科中
汲取营养，得到进步。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环境科学与社会科学无一
不对认识、分析、解决环境与社会发展问题具有各自的特殊作用，为可持续发展理论
的进步提供了崭新的手段。实践证明，研究复杂的地球过程及其重大的资源、环境、
生态问题，并非单一学科和传统的概念与手段所能完成，而是应该加强学科间的交
叉、渗透和综合集成。

可持续发展观念已渗透到了各行各业，与众多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融
合和交叉在一起，催生了不少新学科，如环境伦理学、环境经济学等。相比其他很多



学科，可持续发展理论、环境科学还很年轻，相对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还不够成熟。
国内外有关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论著、文章虽很多，但要选择一本书作为２４～
３２学时的教材、体现课程特色并非易事。

为此，我们从众多文献、书籍中编辑了一些公认的比较成熟的基本内容作为本教
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第１篇和第２篇（简明介绍了可持续发展的由来、内涵，实
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途径，如循环经济及一些环境保护的手段与理念）；对一些正在
积极探索、敏感的内容加以整理，融汇我们自己的研究心得，编写了第３篇、第４篇
（即人地系统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生态城市的理论与实践、中部崛起中长江流域经济
产业带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强调了用现代系统理论与方法来研究环境问题的必要
性与迫切性）。

全书视角独特，可作为讲授相关课程的教材，对学生掌握基本内容有一定作用；
通过本书的出版，我们希望搭建一个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科研究者交流、切磋的平
台，共同为我国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本书的编写由众多作者共同完成：
陈云峰参编了第３篇、第４篇的有关章节；李湘梅、陈雷等参编了第４篇的后半部分；
罗露琴、方磊等参编了第１篇、第２篇的相关章节；全书由周敬宣统稿。

鉴于我们学识有限，书中定有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指正。书中多处摘引了不少文
献，大部分注明了出处。由于工作疏忽或有未详细注明的引用文章，盼文章作者谅
解，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编　者
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５日

·ⅱ·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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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１篇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由来与实施

第１章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由来

现代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源于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逐步认识和热切关注，其产生背
景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资源正在遭受越来越严重的破坏，人类已不同程度
地尝到了破坏环境的苦果。以往人们对经济增长津津乐道，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随
着“公害”的显现和加剧，以及传统能源的匮乏，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成为人们关心的
焦点。

１．１　增长的极限和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演化

１９７２年，以丹尼斯·米都斯（Ｄｅｎｎｉｓ　Ｌ．Ｍｅａｄｏｗｓ）为首，由美国、西德、挪威等国
的一批西方科学家组成的“罗马俱乐部”提出了关于世界趋势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
限》。报告认为：如果目前的人口和资本的快速增长模式继续保持下去，世界就会面
临一场“灾难性的崩溃”，而避免这种前景的最好方法是限制增长，即“零增长”。该报
告在全世界引起巨大的反响，人们就此进行了广泛的争论。此外，美国在１９８０年发
表的《公元２０００年的地球》等报告也支持《增长的极限》的观点。《增长的极限》曾一
度成为当时环境保护运动的理论基础。

典型的乐观派著作有朱利安·林肯·西蒙（Ｊｕｌｉａｎ　Ｌ．Ｓｉｍｏｎ）的《没有极限的增
长》（即《最后的资源》，１９８１年）、《资源丰富的地球》（１９８４年）等。朱利安认为：生产
的不断增长能为更多的生产进一步提供潜力。虽然目前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发展趋
势给技术、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带来了一些问题，但是人类能力的发展是无限的，因而
这些问题不是不能解决的。世界的发展趋势是在不断改善而不是在逐渐变坏。

由于《增长的极限》用词激烈，过分夸大了人口爆炸、粮食和能源短缺、环境污染
等问题的严重性，它提出的解决问题的“零增长”方案在现实世界中也难以推行，所以
反对和批评的意见很多。但是该报告指出的地球潜伏着危机和发展面临着困境的警
告，无疑给人类开出了一副清醒剂。即使到今天，人们仍不能盲目乐观。在《二○○
四年地球生态报告》中显示，西方正在以难以持续的极端水平消耗资源。北美人均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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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消费水平是欧洲的２倍，是亚洲或非洲的７倍。该报告警告说，随着这些区域的发
展及资源消耗的增加，地球资源的压力将会不断增加。但乐观派强调科技进步将使
人类获得更多资源的观点似乎充满着辩证法的智慧。

１９８０年３月５日，联合国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
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持续发展。”１９８３年１１
月，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ＷＥＣＤ），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夫人
（Ｇｒｏ　Ｈａｒｌｅｍ　Ｂｒｕｎｄｔｌａｎｄ，时任挪威首相）任主席，成员有科学、教育、经济、社会及政
治方面的２２位代表，其中１４人来自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马世骏教授。联合国要
求 ＷＥＣＤ以“持续发展”为基本纲领，制定“全球的变革日程”。１９８７年，ＷＥＣＤ把长
达４年研究、经过充分论证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Ｏｕｒ　Ｃｏｍｍｏｎ　Ｆｕｔｕｒｅ）提交给
联合国大会，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该报告对当前人类在经济发展和保护
环境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评价，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我们关心的是
发展对环境带来的影响，而现在我们则迫切地感到生态的压力，如土壤、水、大气、森
林的退化对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在不久以前我们感到国家之间在经济方面相互联系
的重要性，而现在我们则感到在国家之间的生态学方面的相互依赖的情景，生态与经
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互相紧密地联系在一个互为因果的网络之中。

１９９２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ＵＮＣＥＤ）通过的《２１世纪议程》，更是当时对可
持续发展理论认识深化的结晶，这也确定了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全球的推广。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一经提出，就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得到认同，并成为大众媒介使
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这反映了人类对自身走过的发展道路的怀疑，也反映了人
类对重新选择的发展道路、发展目标的憧憬（尽管尚有若干模糊）。人们逐步认识到
过去的发展道路是不可持续的，因而是不可取的，唯一可供选择的道路是走可持续发
展之路。可持续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可以争取实现的目标。广大发展中
国家积极投身到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中也正是可持续发展理论风靡全球的重要原因。

１．２　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可持续发展”从字面上理解是指促进发展并保证其成为可持续性，很明显，它包
括了两个概念：发展和可持续性。

１．２．１　发展

狭义的发展（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指的只是经济领域的活动，其目标是产值和利润的增
长、物质财富的增加。当然，为了实现经济增长，还必须进行一定的社会经济改革，然
而，这种改革也只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手段。

发展不应当狭义地被理解为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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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条件。如果经济增长随时间推移不断地使人均实际收入提高却没有使社会和经
济结构得到进步，就不能认为它是发展。经济增长只是发展的一部分，发展只有在使
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得到改善才是真正的发展。

“发展”一词，无论怎样理解，它至少应含有人类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生活条件
的提高，由此，问题可归结为：人类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究竟应该增长到什么程度和
如何增长才能使人类社会的发展成为可持续性的？

通常认为，发展受到三个方面的因素制约：一是经济因素，即要求效益超过成本，
或至少与成本平衡；二是社会因素，即要求不违反基于传统、伦理、宗教、习惯等所形
成的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社会准则，必须保持在社会反对改变的忍耐力之内；三是
生态因素，即要求保持好各种陆地的和水体的生态系统、农业生态系统等生命保障系
统以及有关过程的动态平衡，其中生态因素的限制是最基本的。发展必须以保护自
然为基础，必须保护世界自然系统的结构、功能和多样性。

地球生命保障系统的保障力量究竟有没有极限呢？这就是所谓“环境承载力”问
题。环境承载力是指一定时期内，在维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环境资源所能容纳的人
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的大小。显然，地球的承载力绝不是无限的，因为最基本的一点
是：地球的面积是有限的。我们的活动范围必须保持在地球的承载力的极限之内。

“发展”这种人为改变环境的活动，既要使环境能够更有效地满足人类的需求，又
必须立足于自然界的可再生资源能够无限期地满足我们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需求以及
对不可再生资源的谨慎节约的使用。

１．２．２　可持续性
“持续”（ｓｕｓｔａｉｎ）一词来源于拉丁语ｓｕｓｔｅｎｅｒｅ，意思是“维持下去”或者“保持继

续提高”。针对资源与环境而言，则意味着保持或延长资源的生产使用性和资源基础
的完整性，使自然资源能够永远为人类所利用，不至于因其耗竭而影响后代人的生产
与生活。

可持续性的最基本的、必不可少的原则是保持自然资源总量存量不变或比现有
的水平更高。从经济学角度讲，单纯使用存在银行里的本金所产生的全部利息就是
一种可持续的过程，因为它保持了本金的数目不变，而任何比这更高的资金使用速度
则会减少本金。

１．可持续性的定义
从普遍意义上说，任何一种行为方式，都不可能永远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在一

个有限的世界里，它总会受到这样或那样的限制。每当人类面临这一时刻，总会意识
到该有新的行为方式的诞生，并通过替代物的出现、技术的进步和制度的创新来完
成。人类的历史进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为迄今为止人类发展本身在某种意义上
就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无视以往的教训，盲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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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车到山前必有路”。事实上，自然界已经发出了警告，而可持续性正是一种新的
行为方式。此外，通常所讲的持续，只是在人类现有的认识水平上的可预见的“持
续”，现实世界还有许多不确定和尚未为人所知的东西。因此，对可持续性的定义不
应拘泥于当前的状态，而应定义出一个范围，在此范围内可以有较大的灵活性。以下
介绍几种关于可持续性的定义。

① 大卫·皮尔斯（Ｄａｖｉｄ　Ｗ．Ｐｅａｒｃｅ）和克里·特纳（Ｋｅｒｒｙ　Ｔｕｒｎｅｒ）在１９９０年给
出的定义是：在维持动态服务、自然质量的约束条件下，它是经济发展净收益的最大
化。

②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ＩＵＣＮ）在１９９１年给出的定义是：可持续地使用是指使用
一种有机生态系统或其可再生资源在其可再生能力（速度）的范围内。

③ 在生物地球物理中的定义是“维持或提高地球生命保障系统的完整性”。为
了维持生物圈，为了当代和后代的经济和社会的进步，应当为将来提供尽可能多的选
择，包括：提供足够的措施以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合理使用生物圈的大气、水和土
地资源，并保持其完整性。

④ 摩翰·穆纳辛格（Ｍｏｈａｎ　Ｍｕｒａｓｉｎｇｈａ）和杰弗利·Ａ．麦克尼利（Ｊｅｆｆｒｅｙ　Ａ．
Ｍｃｎｅｅｌｙ）的定义为：动态的、人类的经济体系同更大的、动态的，但通常变化较慢的
生态系统之间的一种关系。但是为了不破坏生命保障系统的多样性、复杂性及其功
能，人类活动的影响应该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⑤ 世界银行副行长伊斯梅尔·萨拉格丁（Ｉｓｍａｉｌ　Ｓａｒａｇｅｌｄｉｎ）给出的定义是：“可
持续性是指留给后代人不少于当代人所拥有的机会。”然而，如何测定机会？在经济
学中，人们可以使用“资本”（ｃａｐｉｔａｌ）这个概念来表示“机会”。为了理解可持续性的
核心内涵，萨拉格丁认为必须扩大对资本的理解。至少有四种类型的资本：

人造资本（ｍａｎ－ｍａｄ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通常被认为是财政和经济；
自然资本（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指自然资源等；
人力资本（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指对个人的教育、卫生健康和营养方面的投资；
社会资本（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指一个社会发挥作用的文化基础和制度等。

例如机器、工厂、道路是人造资本，知识和技能则属于人力资本。

２．可持续是可以做到的
穆拉辛格等人认为，只有当全部资本的存量随着时间能够保持一定增长时，这种

发展途径才是可持续的。如果收益的获得是通过使环境付出高额代价才得以实现
的，那么它就不是可持续的。如果经济增长只是指数量上的增长，那么从逻辑上讲，
星球上的有限资源使其不可能实现无限的可持续发展，而如果经济增长是指生活质
量的进步，并不一定要求对所消费的资源在数量上的增加，这种对质量进步超过对数
量增加的追求则是可持续的，从而可以成为人类长期追求的目标。

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实际上只能说明人类对其利用的—种历史性。在人类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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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历史时期，由于技术的、经济的、社会的、自然的因素的限制，可供人类利用的资
源确实有限，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范围也将扩大。“薪柴→煤
炭→石油→核能”的燃料发展谱系和“木材、石块→青铜→钢铁→合成材料”的材料发
展谱系，都证明自然资源的利用范围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的。

１９８０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ＩＵＣＮ）、联合国环境署（ＵＮＥＰ）和世界野生生物基
金会（ＷＷＦ）的结论认为：可持续性需要维持基本的生态过程和生命保障系统，保护
基因多样性，可持续地利用物种和资源。保护基因多样性、可持续地利用物种和资源
是维持基本的生命过程和生命保障系统的基础。世界银行行长巴伯·科纳布尔
（Ｂａｒｂｅｒ　Ｃｏｎａｂｌｅ）有一句精炼的话：和谐的生态就是良好的经济。

尽管可持续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然的状态或过程，但是不可持续性却往往
是社会行为的结果。人的一切需求，归根结底也都是社会的需求。现代人的一切活
动，都是受社会调节的。

综上所述，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从环境和自然资源角度提出的关于人类长期发展
的战略和模式，它不是在一般意义上所指的一个发展进程要在时间上连续运行、不被
中断，而是特别指出环境和自然资源的长期承载能力对发展进程的重要性，以及发展
对改善生活质量的重要性。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从理论上结束了长期以来把发展经济
同保护环境与资源相互对立起来的错误认识，并明确指出了它们应当是相互联系和
互为因果的。

广义的可持续发展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福利能连续不断地增加或保持。

１．３　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及原则

以上分别介绍了发展的内涵和可持续性的内涵及定义，以下介绍不同机构和专
家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这些定义大体方向一致，但表述有所不同，要注意避免混
淆可持续性和可持续发展两种概念。

① 对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较普遍的定义可以表述为：在连续的基础上保持或提高
生活质量。一个较狭义的定义则是：人均收入和福利随时间是不变的或增加的。

② 从经济方面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最初由希克斯·林达尔（Ｈｉｃｋｓ　Ｌｉｎｄａｈｉ）提
出，表述为“在不损害后代人的利益时，从资产中可能得到的最大利益”。穆拉辛格对
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在保持能够从自然资源中不断得到服务的情况下，使经济增长
的净利润最大化。这就要求使用可再生资源的速度不大于其再生速度，并对不可再
生资源进行最有效率的使用，同时，废弃物的产生和排放速度应当不超过环境自净或
消纳的速度。

③ 在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ＷＥＣＤ）于１９８７年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
告中，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

·５·第１章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由来



力的发展。这个定义鲜明地表达了两个基本观点：一是人类要发展，尤其是穷人要发
展；二是发展要有限度，不能危及后代人的发展。

④ 美国有人对可持续发展的表述同 ＷＥＣＤ相似：满足现在的需求而不损害下
一代满足他们需要的能力。进一步说，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主张：从长远观点看，经济
增长同环境保护不矛盾；应当建立一些可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时接受的规则，
这些规则既能使发达国家继续增长，也能使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却不致造成生物多
样性的明显破坏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海洋、淡水和森林等系统的永久性损害。

⑤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国环境署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在１９９１年共同发
表的《保护地球———可持续性生存战略》中对可持续发展提出的定义是：在生存不超
出维持生态系统后容纳能力的情况下，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

⑥ 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在１９９２年提出，可持续发展就是建立产生极少废料和
污染物的工艺和技术系统。

⑦ 普朗克（Ｐｒｏｎｋ）和哈克（Ｈａｑ）在１９９２年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为全世界而
不是为少数人的特权而提供公平机会的经济增长，不进一步消耗世界自然资源的绝
对量和涵容能力。普朗克等人认为，自然资源应当以如下方式被应用：不会因对地球
承载能力和涵容能力的过度开发而导致生态债务。

⑧ 世界银行在１９９２年度《世界发展报告》中称，可持续发展指的是：建立在成本
效益比较和审慎的经济分析基础上的发展和环境政策，加强环境保护，从而导致福利
的增加和可持续水平的提高。

⑨１９９２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ＵＮＣＥＤ）在《里约宣言》中对可持续发展进
一步阐述为：人类应享有与自然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成果的生活的权利，并公平
地满足今世后代在发展和环境方面的需要，求取发展的权利必须实现。

⑩ 英国经济学家皮尔斯（Ｐｅａｒｃｅ）和沃福德（Ｗａｒｆｏｒｄ）在１９９３年所著的《让世界
无末日》一书中提出了以经济学语言表达的可持续发展定义：“当发展能够保证当代
人的福利增加时，也不应使后代人的福利减少。”

瑏瑡 北京大学教授叶文虎、栾胜基等人认为可持续发展一词比较完整的定义是
指：不断提高人群生活质量和环境承载力的、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
其需求能力的、满足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人群需求又不损害别的地区或别的国家
的人群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内容很丰富的概念。就其社会观而言，主张公平分配，既满足
当代人又要满足后代人的基本需求；就其经济观而言，主张建立在保护地球自然系统
基础上的持续经济发展；就其自然观而言，主张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综上所述，可
持续发展所体现的基本原则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公平性原则
所谓公平是指机会选择的平等性。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性原则包括两个方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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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代人之间的公平，即代内之间的横向公平。可持续发展要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
求，给他们机会来满足他们要求和美好生活的愿望。而当今世界贫富悬殊、两极分化
的状况完全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因此，需要给世界各国公平的发展权、公平的
资源使用权，要在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消除贫困。二是代际间的公平，即世代的纵向
公平。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当代人不能因为自己的发展与需求而损
害后代人满足其发展需求的条件———自然资源与环境，要给后代人以公平利用自然
资源的权利。

２．持续性原则
可持续发展有许多制约因素，但其主要制约因素是资源与环境。资源与环境是

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离开了这一基础和条件，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就无从谈
起。因此，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人类
发展必须以不损害支持地球生命的大气、水、土壤、生物等自然条件为前提，必须充分
考虑资源的临界性，必须适应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换言之，人类在经济社会的发
展进程中，需要根据持续性原则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确定自身的消耗标准，而不是
盲目地、过度地生产和消费。

３．共同性原则
可持续发展关系到全球的发展。尽管不同国家的历史、经济、文化和发展水平不

同，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目标、政策和实施步骤也各有差异，但是，公平性和可持续性原
则是一致的。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总目标，必须争取全球共同的配合行动。这是由
地球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所决定的。因此，要致力于达成既尊重各方的利益，又要保
护全球环境与发展体系的国际协定至关重要。正如《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所述：“今天
我们最紧迫的任务也许是要说服各国，认识回到多边主义的必要性”，“进一步发展共
同的认识和共同的责任感，是这个分裂的世界十分需要的”。这就是说，实现可持续
发展就是人类要共同促进自身之间、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协调，这是人类共同的道义和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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