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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政治术语，已在全世界流行了

近四十年；作为一个思想和理论的术语，已在全世界流行

了四十多年。从理论上探讨“可持续发展”，似乎意义和必

要性不大，因此本文只就其实践情况进行一些反思和探讨。

对一个事件进行评估的流行做法是用大量的数据资料

进行统计分析，但由于可持续发展涉及社会行为的方方面

面，不可能获取足够的数据资料来加以分析，所以很难用

数据分析的方法来加以评估。另外，即使运用大数据手段

获得了数据资料，进行分析还需建立一套指标体系和评估

标准；而这两者的建立又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不同的专家

会建立起不同的指标体系和评估标准，所计算出的结果也

会不尽相同，甚至会大相径庭。在无法进行数据分析的情

况下，只能从总体和宏观上去观察和把握。

对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当代人的发展应

不损害后代的发展能力和发展条件”，四十多年来，当今

发展所需的自然环境条件，似乎不是变好了，而是越来越

坏了。诸如，自然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的势头不但未减轻，

而且更严峻；贫富分化、阶层固化的趋势越发严重；国际

战乱日趋频繁等。四十年的实践不禁会形成这样一种看法

和实情：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愿望虽好，是否过于理想化，

不可能有什么明显的实践效果？但由于可持续发展是联合

国提出的，又得到各国政府的大力提倡，于是就不便质疑，

只能观望。本文认为当前实践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根本困难

有以下两点：

一是曾经所采取的“当代发展行为”是否可持续不能

完全预知。“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有重大缺陷，它使用的是

一个没有任何约束力的道德性语言，不具操作性。实际上，

任何一个“当代发展行为”的决策者和操作者都不会故意

选择会危害后代人生存和发展的行为，然而许多发展行为

都在若干年后被发现对后代贻害无穷。其原因在于“当代

发展行为”的决策者和操作者的认识不到位，发展观不同，

发展目的不同，因而对发展行为的选择也不同，导致的结

果也不同。这些结果中，有些实现了原定的目的，比如获

得了物质财富和利润，而有些预料之外的结果也同时出现

了，比如我们今天所遇到的自然资源枯竭、环境污染、贫

富分化乃至战乱不止的问题等等，无一不是前人“发展”

的另外一种后果，或者说是先期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后

果。这些后果导致今天的人类不得不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二是形成全球认可的协同机制和规则难度极大。为使

人类不陷落到各种危机之中并与自然实现和谐共处，可持续

发展要求全人类的行为必须协同起来，这包括各国之间的协

同，还包括各国的政府、企业、公众之间的协同。协同必须

要有机制和规则，特别是要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和追求。而问

题在于，各个国家的情况有诸多的不同，各类人群的情况也

有诸多的不同，特别是现实追求的不同。因此，共同认同并

愿意遵守的机制和规则，一时之间非常难以形成，这需要相

当长的时日。在无法形成全球的协同机制和规则之前，我们

能做些什么？怎么做？这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

当前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是，如何让可持续发展

不再成为一个空泛的口号。本文以为，我国正在一步一步、

踏踏实实地进行着已初见成效的探索。

首先，我国在国际上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

念。这一概念的提出，完善了可持续发展原有思想的不足，

奠定了全世界各国能共同推进可持续发展实践的认识基础

和逻辑前提。其次，我国在国际上最早提出了“生态文明

时代”的概念，即人类社会正在向新的文明时代过渡，人

类的一切发展行为都必须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这一理念贯彻到所有发展行为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

这既是目标又是实践可持续发展的行为要求。这两点弥补

了原有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严重缺陷。

最后，在操作层面，我国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三生

共赢”准则，即自然环境、人类生活和社会生产三者是一

种共生关系，必须共融为一体不可割裂，必须在时空上都

赢得进步。若全世界都能接受并认同这一理念、准则、标

准，并按着“三生共赢”理论提出的方法和模式去行动，

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才可能有美好的未来。这是实践

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弥补了原有提法在操作性方面的不足。

当然，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探索研究解决。比如：

如何使生态化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健康、迅速发展的原动

力？通俗地说就是如何使保护生态环境取得比工业化更好、

更快地获得物资生产和经济利益的成果。又比如：如何使

社会发展三大主体的行为，即政府行为、企业行为和公众

行为，沿着生态化的方向协同起来？其中，占主导地位的

政府行为，本质上是要起到社会的组织者和引导者的作用，

它如何运用自己掌握的资源、政策，调动其他两个主体行

为；企业行为是社会发展的主力，它应该向社会提供什么

样的产品和服务；公众行为也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它的生

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怎样才能符合生态文明的要求，公众在

推动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行方面如何更

好地发挥作用；等等。相信随着这些问题的逐步解决，新

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理念将会在生态文明的康庄大道上

迈出坚实的步伐！

可持续发展实践的再思考

叶文虎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北京� 100871）

【中图分类号】X22          【文章编号】1674-6252（2019）04-0132-01

【文献标识码】B          【DOI】10.16868/j.cnki.1674-6252.2019.04.132

扎西德吉，曾现来，赵娜娜，等

作者简介： 叶文虎（1939—），男，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政协第九屇全国委员会委员，政协北京市第十屇委员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