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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绿色经济：通向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各种途径 - 面向政策制
定者的综合报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结论概述 
将全球生产总值的 2% 投资于 10 大主要经济部门可以加快向低碳、资源有效的绿色经济

转型。联合国环境署的新报告显示，从现在起至 2050 年，每年将全球生产总值的 2%（目

前约值 1.3 万亿美元）投资于主要经济部门中，包括农业、建筑、能源、渔业、林业、制

造业、旅游业、交通、水和废物管理，便可实现绿色经济转型。然而，这些投资必须得到

国家和国际政策改革的激励。 
 
这份由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机构和专家撰写的报告非常及时。该报告证实，在绿色经

济情景下，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性并不矛盾。相反，绿色经济可创造就业机会并促进经

济进步，并且可避免大的负面风险，如气候变化的影响、水资源短缺和生态系统服务的丧

失等。  
 
绿化经济不仅会促进经济增长，特别是自然资本方面的增长，而且也会推动国内生产总值

包括人均生产总值的增加。模型显示，在 5-10 年内，在绿色投资情景下所能实现的年增

长率将高于常规情景。这种经济增长的特点是它与环境影响明显脱钩。预计全球生态足迹

与生态承载力的比例将从目前 1.5 水平下降到 2050 年的不足 1.2（更接近可持续阈值 

1），而在常规情景中，这一比例将会上升至 2。  
 
全球能源需求有所上升，但到 2050 年会降到目前的水平，大约比常规情景预期的水平低 

40％，这是因为能源效率将会大大提高。根据绿色投资情景下的预计，到 2050 年与能源

有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与目前的水平相比，将减少约三分之一。到 2050 年大气中的排放

浓度应低于 450 ppm，这一水平对于有机会将全球变暖限制在 2˚ C 的 极限值内至关重

要。  
 
 
绿色经济认可自然资本的价值并对自然资本投资。在报告的分析中，绿色投资的四分之

一， 即全球生产总值的 0.5%（约合 3250 亿美元）被分配给如下的自然资本部门：林

业、农业、淡水和渔业。森林工业的附加值到 2050 年将比常规情景增加约 20％。如果 

2010 年至 2050 年期间每年对绿色农业投入 1000 亿至 3000 亿美元，将会不断提高土壤质

量，增加全球主要作物产量，比常规情景下可能实现的水平高 10％。农业、工业和市政部

门的效率将提高，可于 2050 年前将水资源需求量相对于预测趋势减少五分之一，从而减

轻地下水和地表水资源所面临的近期和长期压力。  
 
 
绿色经济有助于减少贫困。鉴于贫困人口直接从自然资本中获益，减少贫困与对自然资源

和生态系统进行明智管理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在低收入国家里特别重要，因为

在这些国家中，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不但是农村贫穷社群生计的主要构成部分，还是提供

抵御自然灾害和经济冲击的安全网。 
 
 
在向绿色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新的就业机会将会不断涌现，最终超过从“褐色经济”中失

去的工作岗位数量。这在农业、建筑、能源、林业和交通部门里特别明显。然而，在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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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严重枯竭的渔业等部门，实现这些部门的绿化将在中短期内导致就业机会和收入减少。

但这是出于补充天然种群，防止在这些部门永久地丧失收入和就业机会的需要。另外，可

能还需要对劳动力的技能再培训和再教育方面进行投资。 
 
在将政府投资和支出优先投入到可刺激经济部门的绿色转型领域方面，我们正处在一个十

字路口。改革所有部门昂贵的不良补贴将为绿色经济转型开辟财政空间， 腾出资金。仅取

消能源、水资源、渔业和农业部门补贴，每年就将能节省相当于全球生产总值 1-2％的财

力。例如，据估计，渔业补贴每年大约为 270 亿美元，它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福利所造成的

破坏超过了长期收益。对化石燃料的价格和生产补贴总额在 2008 年突破了6500 亿美元，

而这种扶持妨害了向可再生能源的过渡。 
 
利用各种手段，如税收、奖励和可交易许可证来促进绿色投资和创新也是不可或缺的，对

能力建设、培训和教育进行投资也是如此。加强国际治理和全球机制来支持绿色转型至关

重要。2012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里约+20 峰会）将是一个机会，可为更可持续、更

安全和公平的世界确定新的方向。 
 
绿色经济转型所需的融资规模是巨大的，但其数额小于全球年度投资额。在这方面，值得

指出的是，本报告模拟的全球生产总值的2％，只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一部分（2009 年
全球资本形成总额占全球生产总值的22％）。明智的公共政策和创新的融资机制可以筹集

到这笔款项。资本市场的快速增长，市场对绿色举措兴趣的日益增加以及新型的金融手

段，如碳融资和小额信贷等，正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大规模融资打开空间。然而，与所需的

总额相比，这些款额仍然不足，迫切需要扩大规模。 
   
迈向绿色经济的步伐正在以前所未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展开。预计2010年清洁能源的新投资

将达到创纪录的1800 – 2000 亿美元，超过2008年的1730亿美元和2009年的1620亿美元。

推动这类投资增长的非经合组织国家越来越多。它们占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总额的比例从

2007年的29％上升到了2008年的40％，其中巴西、中国和印度占了大部分。 
 
预计将产生的增长和就业至少相当于常规情景下的发展，甚至超过常规情景，中长期的经

济表现更是如此，同时可明显地带来更多的环境和社会效益。然而，这种绿色经济转型不

是没有风险和挑战的， 这包括如何“绿化”传统褐色部门以及在一个受碳制约的世界里

满足迅速变化着的市场需求。因此，世界领导人、民间社会和主要企业必须共同重新思考

和重新确定对财富、繁荣和福祉的传统衡量标准。但明确无误的是，继续保持现状才是最

大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