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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回顾了可持续发展提出的背景及研究进展 ，综台分析了可持续发展的各种主要“定义 ，同时分别研究 

了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及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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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 ergence backgrounds and advanc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re re— 

viewed，the various representative‘definitions’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re integrative— 

ly analyzed，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econom ic growth，eco— 

nom ic development，environment protection were studied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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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环境与发展领域人们最熟悉和最常采用的词汇之一 ，可持续发展也 日益成为资 

源环境管理和发展的 目标 但随着人们对可持续发 展理论研 究的不断深 入，却遇到了很多新的阿题 ，尤其 

是围绕可持续发展概念本身所产生的问题。具 有不 同知识和工怍背景 的人往往对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有着 

不同的理解，有些人甚至还总结了有关可持续发展的数十种定义。这种状况往往导致人们对可持续发展概 

念的理解有一种模糊或滥用之感，甚至有些人说可持续发展根本没有定义。因此 有必要对 可持续发展的概 

念本身做一比较系统的分析，以使得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有一个比较系统和清晰的理解，以促进可持续发 

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不断深入。 

I 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及进展 

现代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主要源于本世纪70年代初关于 增长的极限”的讨论 。《增长的极限 》(The Lin卜 

its to Growth)It]是罗马俱乐部于]968年成立以后提出的第一个研究报告，这一报告于1972年公开发表后 

迅速在世界各地传播并引起国际杜会的普遍关注和广泛讨论。这些讨论是围绕着这份报告中提出的观点 

展开的 ，即经侪的不断增 长是否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全球性的环境退 化和社会解体 。到7O年代后期 ，经过进 

一 步广 的讨论，人们基本上达到了一个比较一致的结论，即经济发展可以不断地持续下去，但必须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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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加以谓整 ，即必须考虑发展对 自然资源 的最终依赖性 

马世骏先生根据他多年从事生态学研究的实践和他对 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人 [f、粮食、资源 、能源 、环境 

等重大生态和经济问题的深入思考，于7o年代提出了将 自然 系统、经 济系统和社 会系统复合到 一起 的构 

思。他认为，从任何单一学科和单方 面的角度都 不可能透彻地分析 上述 问题，当然也就更不可能有数地 解 

决这些问题 。在70年代，他多次提出复合生态系统的思想 ，如社会经济一生态复合系统、社会一经济一自然生态 

系统一资源物质系统 、社会一经济一自然复合生态 系统等概念 ，并从复合生态系统的角度提 出了可持续发展的 

思想 。社会系统 、经济 系统和 自然系统是3个性质各异的系统 ，有 着各 自的结构、功能 、存在条件和发展 

规律 ，但他们各自的存在和发展叉受其 它系统结构 与功能的制约。因此，必须将它们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即社会一经济一自然复合生态系境加 分析和研究 分析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就是要分析复合生态系 

统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规律以及复合生态系统 中的物 质、能量 、价值 、信 息的传递和交换等各种作用关 系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复合生态系统理论本质上就是一种研究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 。 

国际 自然保护联盟 (IUCN)牵头 ，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以及世界野生基金会 (wwF)等国际组 

织一起 ，于1 980年发表了《世界保护策略~(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这份重要报告 ]。该报告 的主要 目 

的有3个：(1)解释生命资源保护对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2)确定优先保护的问题 及处理这些问 

题的要求；(3)提 出达 到这些 目标的有效方式 该报告分析了保护和发 展之 间的关系，并指出，如 果发 展的 

目的是 为人类提供社会和经济福利的话 ，那幺保护的 目的就是要保证地球具有使发展得 以持续和支撑所 

有生命的能力 ，保护与发展是相互依存的 ，二者应当结合起来加 以综合 分析 虽然《世界保护策略 》以可持 

续发展为 目标 ，围绕保护与发展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讨论 ，且反复用到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但它 们没有明 

确给出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尽管如此．人们一般认为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姥端源于此报告，且此报告初步给 

出 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轮廓或 内涵 。 

1983年1 2月 ，联合 国秘书长任命 Gro Harlem Brundtland为主席 ，成立了包括马世骏先生在 内的由22 

人组成的世 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WCED) 该委员会的任 务是要制定一个 垒球革新议程”(global agenda 

for change)，其中包括t提出到2000年及以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环境对策 ；寻找某些环境方面的途径 ， 

通过 这些途径可 形成发展中国家以及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发展 阶段的国家问的广 合作，并取得有关人 

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相互关 系的共 同和互相支持的 目标 ；寻找一些途径和措施 ，通过这些途径和措施国际 

社会能够更有效地处理环境事物 ；确定能 为大 、 致认 同的长期环境 问题及相应的保护和 加强环境的有 

关措施。经过近4年的时间，该委员会于1 987年完胪 r《我们共同的未来MOur Common Future)这份重要的 

报告， 。该报告第一次 明确给 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 望：可持续发展是 既满足 当代人的需求，叉不 对后代人 

满 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 害的发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development that meets the needs。f the 

presentwithout compromisingthe abilityoffuture generationstomeettheir needs)。该报告 同时指出 ，世界 

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目标必 须根据可持续性原则加 以确定 ，解释可 以不一样 ，但 必须有一些共 同的特 

点 ，必须从可特续发 展的概念上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上的共同认识出发 

国际 自然保护联盟 、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野生基金会于1991年叉发表了一份重要报告——《保护 

地球一一 可持续生存战略 ~(Caring for the Eartb—— A Strategy for Sustainable Living)口]。该报告 实质上 

是《世界保护策略》内容的延伸和进一步的强化 该报告 的目的主要是试图通过如下两个方面来改进人类 

的状态 ：一方面是保证人类社会广 深入地信守可持续生存这种新的伦理观 ，井将这种伦理观的原则付诸 

实施 ；另一方面是使。保护 与“发展 ”相结合 ， 保护”要求人类的行为不能超越地球本身所容许 的范围，“发 

展”要使人类都能够享受到长期的、健康的和充实的生活 该报告同时提出了可持续生存应满足的9条原 

则 ：各种生命群体都应得到尊重和保护(即必须尊重其他人和其它的生命形式 )；不断改善 人类 的生活质 

量；保持地球的活力和多样性 ，即保持 生命支持系统 、保持生物 多样性 和保证可再生资源的持续利用 ；尽可 

能少地消耗不可再生资源；人类的活动应在地球生态系统的承载力 内进行 +必须改变人类的传统意识和行 

为方式 ，使其不断适应可持续生存的伦理现 ；使每个社 区都能够爱护他们的环境 ；在国家的水平上应具有 

综合保护与发展的总体框架．包括信息和知识基础、法律和机构框架、社 会经济政策等{建立全球合作的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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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关系。 

1992年 6月3日至l4H．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举行。参加会议的有183个国家的 

代表团、102位 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及联台国机构和国际组织的代表。这次会议是继1972年在斯簿哥尔 

摩召开的联合国几类环境大会后的 叉一次环境与发展领域的国际盛会．也是联台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 、级 

别最 高、人数最多、影响深远的一次 国际 会议=会议通过 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 

领性文件 厦《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签署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这狄会议围 

绕着 可持续 发展有关问题开展 了广泛的讨论 ，所通过的文件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并达成了这样的共 

识 ，即为了实现可 持续发展 ，各国应为建立一种新的、公平的垒球伙伴关系而采取一致 的行动 ，任何国家都 

不可能仅靠 自己的力量取得或功。这 衣会议也极有力地推动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 ，科技工作者 、决策 

者、管理^员、政府组织、非政府组 织、区域、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等在此次会议后都对可持续发展做了广泛 

的和深入的讨论和研究，同时也采取 了一些相应的行动 一些国家先后翩定 了自己本国的21世纪议程 ，联 

合国成立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负责审议各 国执行《21世纪议程 》的进展情况 ，并对联台国系统有关 

环境与发展的项 目和计划在最高层 次进行协调 

2 可持续发展的若干种 定义 

由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 很多 ，所以福难将它们一一列出 ，为了分析问题方便起见 ，这里仅列出一些 

具有一定代表意义的 定义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在其《我们共同的未来 》这份报告 中明确地 给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 

同时也从 一些不同的角度对可持续发展加以进一步的解释。由于这些解释在报告中未能完全保持一致，所 

以使 得后来很多人从不同的角度和出发点来理解和使 用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 。 

Allen认为1 ，可持续发展是要取得人类需求的持续满意(1asting satisfaction)和人类生活质量的持续 

改善 。 

Caldwell认 为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受生态、经济、社会、政治等多种因素影响的发展过程 ，其中政治因 

素起着很大的作用。他指出，家庭结构 、对工作的态度 、社会伦理道德 、行政组织机构、科学教育的 内容和质 

量及应用情况等是 町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他还从理论与实践 的角度指出 ．虽然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 

可 理论 加以描述．但实际闽题的复杂性将使问题的解决比理论描述更田难，也将使实际状况与理论 

描述 研不同。 

Pearson认 为 ，可持续发展这一重要概念的内涵非常广泛，报难给出明确的定义，并从代际公平性的 

角度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棱心是 目前的决策不应当损害后代人维持和改善其生活标准的能力 

Regier认为0口．可持续发展是宏观与微观相互作 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 。他指 出，尽管人 们的活动是在 

小的局部范围内进行的，但应该考虑 到受其影响的整体和全球 (think g1obally and act locally)。只有这 样， 

可持续发展才有可能实现 ，否则，可持续发展其能是一句空洞的 口号。 

Clark将地球比作一座“花园”(garden)口 ，并据此提出两个问题 人类希望得到何种“花园 ?人类能够 

得到何种“花园 ?他认为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可持续发展，鄙可持续发展是人类所希望得到的“花匿 ； 

而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性闻题 ，它取决于人类知识、技能和认识水平等。 

瑞辨前首相 Brundtland 1986年lO月8日在她 的一次演讲中指出 ．如果我们关心 自然 ，自然也会关 心我 

们。如果裁们要拯救系统的一部分，我们就必须拯救 系统本身 这就是可持续发展的精髓 。 

Brown等认为 。，虽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对可持续发展加以定义，但其中都应体现以下几项因索：持 

续地保证人类在地球上生存、长期维持生物 资源存量和农业系统 的生产力 稳定的人 口、经济的有限增长 

(1imited growth economy)、地区范围的 自立(selfreliance)、维持环境和生态系统的质量等 。 

世界资源研究所(The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l从资源管理的 角度指 出，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有教地 

管理各种资源和 资产以求不断增加财富和 福利的发展策略。世界银行在《世界银行关于环境管理 的要求 

(The Environmental Requirement ot World Bank)报告 中也认为，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有赖于 环境管理的有 

效性 ，并将环境准则体现在其资助 的项 目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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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land和 Ledec认 为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社 会和经济结构转变 (ep发展)的模式 ，这种模式可 以优 

化当代的经济和社会福利 ，同时叉不危及未来类似福利实现的潜力 。他 们还指出，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包括 ： 

可再生 自然资源的利用要求不使这些资源退化或消失 ，否则未来世界的人类将无法利用它们 ；非再生矿产 

资源的利用要保证 未来世代的人类能够容易地得到它们 ；非再生能源的利用应保持较慢的速度 ，以保证在 

耗尽它们之前人类社会能够有序地过渡到利用可再生能蹲。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前 主任 Tolba认为m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包括 ：帮助非常贫 困之人·这是由于他们 

除了毁坏他们的环境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在 自然资源约束之内自我(selireliant)发展的思想4采用与传统经 

济准则不同的成本一有效 (cost—ellect[ve)发展的思想 ，即发展不应使环境质量下降 ，同时从长远的观点分析 

也不削弱生产力；健康控制、合适技术、食品自足、清洁水和居住等重要问题 以人为中心的创造精神，即人 

类是可持续发展的资源 

Pearce等认 为 ]，如果将发展视 为一个理想社会 目标的 向量 ，这一向量 的元素包括：人均实际收入的 

增加、健康和影响状况的改善、教育成就 、资源获得 、收入的公平分配和基本 自由的增加，那么可持续发展 

意昧着发展向量随时间单调 增长。这种“定义”遇到 的问题是．如果发展 向量的某些元素上升(或改善)，同 

时另一些元素下降(或恶化 )，那么怎样去分析可持续发展。这一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是经常发生的a 

Pea e等认为 例．可持 续发展意昧着人均效 用或福利随着时间的推 移不断增加，Pezzy认 为 ，可持 

续发展意味着社会福利或效用不减 (non—declining utility)。这种 定义”遇到的问题是 ，如何度量整个社会 

(如某一国家)的社会福利。 

《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对噩告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 ：保证人类生活在支撑其生存的生态系 

统的承载力范围内并不断改善人类生活质量的发展(improving the quality ot human life while living with— 

in the carrying capacity ot supporting ecosystem)。 

Opschoor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 ，这种发展模式并不削弱资源再生系统和废弃物 

吸收系统的功能，同时非再生资源的利用应由可再生或可以再造的等量物的增加而得到补偿 

除了以上这些“定义”外 ，还有一些从可持续性及可持续经济增长等角度来给 出或分析可持续发展 定 

义 的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 展会议之后 ，人们从整体上基本接受 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冶出的可持续 

发展的概念，关于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讨论 日趋减少。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如何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理论 

体系 ，特别是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度量或评价 问题啡 ，以适应可持续发 展实践的迫切需要 。同时 ·由 

于联合 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了《91世纪议程 》这一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文件，人们开始努力探索如何在 

不同的时空尺度上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目标 。 

3 可持续发展“定义”的辨析 

如前所述 ，一些人认为可持续发展有许多内容不尽相同的 定义”。而实际上 ，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 比 

较明确的 ，那就是《我们共同的未来 》报告中所给 出的可持 续发展定义 ，它是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正式给 

出的官方定义 ，这一观点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之后基本上为各界所接受。显然，《我们共 同的未 

来 》报告所给出的可持续发展 定义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简洁性，缺少直接的和实际的可操作性 。所 以，很多 

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往往根据 自己的理解和工作需要 ，从不同的角度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做了进一步 

的解释或展开，这些解释常常被认为是 定义”。从上面列出的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定义 人们会发现，生态 

学家往往从生态系统结构一功能的观点去解释可持续发展的 内涵 ，环境学家往往从资源环境可能利用程度 

或范围的角度阐述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经济学家往往从经济发展或社会福利的角度去描述可持续发展 ，社 

会学家往往从需求和发展过程本身谈可持续发展 虽然这些解释和 阐述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具有 

重要的作用 ，但它们不应被视为可持续发展 的定义 。 

4 可持续发展与持续发展 

目前，在我国环境与发展领 域的文章或报告中，有些是 采用“持续发展”一词 ，有些是 采用“可持续发 

展一一词 ，还有的是二 者混合用之。这样常常使人有一种不够明确之感 可持续发展 与“持续发展”二者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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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同一英文词组“sustainable development”。由于 拉们共同的未来*这一报告 的中文本采用的是“持续发 

展”一词 ，I~]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 会通过的各种文件的中文本 采用的是“可持续发展”一词 ，所 

在1992年联台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前我国采用的都是 持续发展”一词。环发大会 后，我们国家在制订《中 

国21世纪议 程一中国2l世纪^ 口、环境与发展 白皮书》的过程中，根据外交部 的建议 ，正式采用 了“可持续 

发展”一词 。在此 以后 ，“可持续发展 一词开始被广泛使用。 

s 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是否相同及二者之 间的关 系如何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有的认为这两个概 

念是相 同的，有的认为这两个概念在通常的情况下是相同的，有的则在似乎应当用 发展”一词的地方却使 

用了“增长 ”一词 ，有的则认为二者是不相同的 。发展经济学认为，应该有区别地使 用这两个概念，现在越来 

越多的人开始接受这一观点 。 

发展经济学认 为．经济增长是 指一个国家或者一十地区在一定时期 内包括产 品和服务在内的产出的 

增长。目前较多的是采用 人均 的方式定 义经济增长 即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中地区在一定时期 内 

(通常为1年)̂ 均实际国民生产总值 GNP(或 国内生产总值 GDP)水平 的增长。经济 发展是指伴 随着经济 

结构、社会结构等改善的经济增长，即除了产出量方面的增长外，还意味着一些结构方面的进步 ，其中包括 

投入结构、产出结构、产业结构、分配结构、消费模式、社会福利、文教卫生、公众参与、自重自爱以及知识和 

技能等方 面的进步 。 

显然 ，经济增长是一个偏重 于数量的概念 ，而经济发展则是一个融数量和质量于一体的概念 ·即经济 

发展是经济增长 、结构改善 、素质提高 、效益上升等方 面的综合统一体 所以经济增长未必导致经济发 展· 

但一般认 为，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经济发展 ，很难 没想没有增长的发展 但由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 目前 

采用的经济增长指标 GNP(或 GDP)的不足，特别是来 自环境科学领域的挑战 ，所 以人们一直在不断地 思 

考和研究并重新认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从前面的讨论中可以知道 ，可持续发展不仅要考虑经济方面的问题，同时也要考虑社会、资源环境、机 

制等方面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种新的伦理观，即公平性的伦理观 。这种公平性的伦理观有三 

层意思：第一层是处于不同区域或不同状况的当代人之间的公平性}第二层是代际公平性，即可持续发展 

不仅要从需求方面考虑当代^的利益，同时还要考虑未来世代人的利益；第三层是人类与自然界的公平 

性，即人类应以同等的地位击看待自然和关心自然。 

显然。可持续发展分析 问题的时间尺度和 空间尺度都远远超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分析问题的时空 

尺度，且可持续发展的内瓶和外延要比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更丰富、更广阔。因此，应当从更高的层次上和 

更广阔的意义上去理解和研究可持续发展 

6 结语 

上面的分析表 明 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是有其特定内涵的 ，它是针对整个 区域 系统而言 的+而不是指 

区域系统的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部门。所以，“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或某一个部门的可持续发展等说法应当尽可能避免 

另外，除了上面所分析的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外 ，还应 当正确理解可持续发展与 

环境保护的关系啡]。可持续发展的提出虽然源于环境保护领域 ，但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环境保护。环境保 

护是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 内容 ，但不是可持续发展的全部 

关 于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讨论 已经进行了很多年 。甚至可以说 。从可持续发展概念一经提出就开始 了关 

于其定义的讨论 +也很可 能会再持续一段时间。无论怎样 ，都应当 科学的态度 ，严格和准确地使用可持续 

发展这一概念。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保证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实践工作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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