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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4 (b)和 5 

政策性议题：新出现的政策性议题 

联合国各次首脑会议及主要政府间会议的成果 
（包括理事会的各项决定）的后续跟进行动和落实情况 
 

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穷背景下的包容性公平绿色经济 

  背景说明 

 

内容摘要 

如不迅速进行经济和生态调整，则世界经济便可能面临危急环境门槛

和临界点，从而进一步加剧贫穷、不平等和紧张阶级关系。通过将投资转向

保护和创造“穷人生产性资产”（例如穷人赖以致富的土壤、森林、鱼、水

和其他形式的环境资产）并从应对环境挑战的活动中产生经济增长和就业来

源，包容性绿色经济办法提供各种可行的选择，同步应付多种挑战，包括在

低收入国家。 

提交本说明的目的是为了支持执行主任就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穷背景

下的包容性公平绿色经济主办的午餐时间对话。参加对话者将讨论如何为在

妥善管理下过渡到包容性绿色经济提供新的途径，以期在环境资源日趋匮

乏、经济情况越来越不稳定、贫穷状况不断恶化的世界中为所有人，特别是

穷人推动经济发展并实现富足。本说明将审查能力发展需要、知识共享以及

促进开展筹资活动，以便向那些希望采取绿色经济政策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

消除贫穷的国家提供支持。 
 

 

                                                           
* UNEP/GC.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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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穷背景下的绿色经济  

1. 里约会议 20 周年的成果文件《我们希望的未来》 1  中着重指出， 可持续

发展和消除贫穷背景下的绿色经济这一概念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重要工

具。各国吁请联合国系统通过寻求适当伙伴和提供工具、方法及平台来支持有

兴趣发展绿色经济的国家。 

2. 以里约为出发点，本文件提供一些要点和问题以助组织和支持就以下议题

进行的部长级讨论：关于特别是在绿色经济地区推动执行里约 20 周年成果文

件、并将之作为消除贫穷工具的问题。本文件涵盖向包容性绿色经济过渡方面

的一些重大问题，包括筹资、投资、减贫和促进社会公平等。 

3. 穷人成功致富、发展事业和创造财富与自然生产能力息息相关。虽然全球

国内生产总值（国内总产值）在过去十年的后期已超过 58 兆（万亿）美元，

世界最贫穷 40%人口的生产值不足全球收入的 4%。而这 40%人口中的绝大多数

（约为 30 亿人）生活在小农庄、沿海地区并靠近森林，他们依靠自然（土

地、森林、鱼、水、生物多样性等）谋求生计、营养、健康、就业、收入和创

富机会。自然资本占穷人生产能力和低收入国家总财富的主要部分。据生态系

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估计，生态系统服务和其他非市场货物占“穷

人国内总产值”的 47%至 89%。穷人生产性资产削减因缺乏现代基础设施（例

如能源、道路和市场）而加剧、这种削减形成贫穷圈套，使得进一步陷入削减

加剧和贫穷恶化的困境。  

4. 可以采取包容性绿色经济办法，多管齐下，同时处理环境退化、经济挑战

和贫穷等问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2011 年绿色经济报告，《迈向绿

色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穷之路》以及各国绿色经济研究结果表明，集中

投资于发展自然资本和生态系统服务并通过政策改革来提供支持有助于穷人创

造收入、生计和安康生活。这些改革也带来经济增长、促进增加可持续生产品

并创造就业。例如广泛审查来自非洲和亚洲的数据后发现，支持绿色农作方法

的投资和政策改革导致产量增加 59%至 179%。2 《绿色经济报告》示范性假设

指出，比起一般商业假设针对绿色农业的投资，可在未来 40 年内创造 4700 个

额外职位。乌干达尽管是一个依靠小型农业的最不发达内陆国家，现已成为非

洲有机产品的主要出口者。各项研究估计，农村产量每增加 10%就会导致非洲

贫穷程度减少 7%、亚洲减少 5%以上。3  

5. 许多国家在向包容性绿色经济过渡方面所面临的一大挑战与公共部门和私

营部门的供资和投资有关。需要资金来：（a）创造穷人的生产性资产并在以

自然资源为基础的经济部门，包括小型和中型企业内创造就业机会;（b）增加

低收入群体享用发展基础设施的机会，例如可靠绿色能源、清洁饮用水、环境

卫生和市场基础设施；以及（c）保护穷人使免受环境和气候风险，包括健

康、生命和资产风险。基本上，投资是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主要动力。现在

的投资将确定未来 20 至 30 年的生态足迹、人的能力及经济体的社会结构。 

6. 环境署《绿色经济报告》探讨未来 40 年将多达 2％的全球国内总产值

（2011 年约为 65 兆）用于启动全球经济绿色转化所带来的影响。大韩民国是

至 2013 年的五年计划中在国家一级上分配这一拨款的国家之一。在中国，

                                                           
1  大会第 66/288 号决议，附件。 
2    《迈向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穷之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1 年。 
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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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5 五年计划期间投资于绿色发展的款额预期将为 1.29 兆美元。2010

年内，投资于非洲可再生能源的百分比数额增加了 36 亿美元，是除巴西、中

国和印度以外发展中国家中数额最大者。  

7. 针对绿化经济的投资正在迅速增加，必须采取行动扩大其对穷人福利的涵

盖范围。全球而言，2004 年至 2008 年间年度绿色投资以 37%的复合率增长。

尽管由于金融危机，2009 年这一类型投资的增长率降至 4%，但 2010 年又回升

至 30%。可以采取许多政策使这些投资用于增进社会公平。例如，逐步减少矿

物燃料津贴可导致实现全球碳指标的一半，如国际能源署所预测的那样，而津

贴改革的节余则可专为社会服务方面的投资，目前印度尼西亚正在讨论这个问

题。将税款负担从劳工转至资源使用和碳排放也会诱发资源效率和低碳技术方

面的投资，为增进就业带来更多好处。最近澳大利亚已实施此种政策。  

8.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公司和社区创造了可供仿效的模式，促进投资并导致

经济部门、新的绿色体面工作方面的增长并增加穷人的国内总产值。中国可再

生能源部门增长、乌干达有机农产品产量和贸易增加、巴西库里提巴成功整合

城市和工业规划、卡拉奇推行 Orangi 试点项目、尼伯尔发展社区林业以及基

多市保护生态系统以确保清洁水供应等都是绿化经济、增进穷人福祉和创造新

就业的实例。 

9. 不过，在谋求取得成功的道路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和障碍，其中包括资

金和治理方面问题，资源禀赋有限、能力限制及技术传播和吸收等问题。关于

绿色经济，作为回应里约成果文件的一个部分，环境署提议建立绿色经济行动

伙伴关系，帮助那些有兴趣的国家克服其障碍并开辟可持续发展新道路。圆桌

会议将提供平台讨论利用绿色经济方法减贫方面的挑战和障碍以及克服这些挑

战和障碍方面的成功经验。 

 二、 需要讨论的问题 

10. 在里约 20 周年成果的基础上，特别是其《成果文件》中第 66 段所载协

定，各国在谋求利用绿色经济作为减贫工具方面有哪些主要限制？绿色经济行

动伙伴关系如何为克服这些限制作出贡献？  

11. 各国在利用绿色经济办法减少贫穷并促成经济增长的同时改善自然资源方

面有哪些具体经验?投资和资金在可此方面发挥何种作用？如何调动这些因素? 

12. 可分享哪些模式以求通过绿化经济为穷人创造就业和收入机会，特别是在

最不发达和低收入国家? 

13. 各国政府在将必要规模的公共和私人投资转至绿色活动方面，包括建设碳

基础设施和加强生态系统复原力方面面临哪些主要挑战？各国有哪些经验教训

和政策可供分享？环境署和联合国系统可如何最有效地应对这些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