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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全球环境与发展议程
”

赵 其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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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议 章介绍 了里9 叭年在 维也纳召开的
“
1 2世纪全球环境 与发展议程

”

国际会议 的背景
、

内容
、

科学作用
、

建议

与政策等
。

1 2世纪的全球环境与发展状况如何
,

是举 世瞩 月共同关注的一大课题
。

1 99 1年 7 月及 11

月
,

我两次参加由国际科联 ( CI S U )主持
,

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的
“
21 世纪环境与发展议

程
”

的国际会议
,

并参加了该会背景报告之一的
“

农业土地利用与退化
”

的编写工作
。

由于这

次会议的主题涉及到全球性发展战略
,

因而受到我国科学界
,

特别是地学界的重视与关注
。

本

文仅就这次会议的背景
、

内容
、

科学作用
、

建议与政策等问题作一简介
。

一
、

背 景

根据联合国大会 4 4 / 2 2 8决议
, 1 9 9 1年 3 月联合国在日内瓦成立了

“

环境与发展 国际会议
”

筹备处
,

并决定于 1 9 9 2年 7 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
“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 国际会议
”
( U N C -

E D )
,

这次会议的宗旨是寻求一个共 同的行动基础
,

以保证人类有一个更加持续发展的公平

的未来
。

在这次会议上
,

除各国政府将围绕贫困
、

环境和发展问题作国情报告外
,

联合国有

关机构
,

也将围绕耸问题提出文件
。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
,

为保证开好这次会议
,

筹备处还决

定制定一份
“
21 世纪议程

”
( A S C E N D 2 1 ) 即

“

21 世纪全球环境与发展议程
”

的总报告
,

着重就

世界进入 21 世纪后总的发展布署与计划内容做 了说明
。

这是一项全球性的战略计划与设想
。

为

写这编份报告
,

联合国委托国际科联主持
,

于 19 9 1年 7 月及 1 1月邀请世界 70 多个国家
, 2 50 名

学家科在维也纳召开
“

21 世纪环境与发展议程
” 几

国际会议
,

集 中讨论与编制今后 10 一 20 年世界

环境与发展的科学议程问题
,

最后完成 了 16 份背景报告及 1份全会报告
,

并由英国剑桥大学

正式出版
,

作为 1 9 9 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主要文稿
。

下文综述的内容
,

就是这两次会

议讨论的一些重要资料与报告的简介
。

二
、

意 义 与 内 容

一个稳定的社会
,
需要对产生全球性环境问题和阻碍社会发展的复杂因素有深刻的理解

。

近几十年来
,

世界环境变化的速度和规模极为显著; 它已经影响到地球的局部或全局
。

例如
,

人口压力
、

过度消费
、

土地退化
、

森林滥伐
、 ’

气候变异
、

生物种的灭绝
、

水资源与能源消耗
,

特别是由北半球释放的氟里昂引起的南极上空平沐层中臭氧洞的出现等
,

所有这些表现
,

`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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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初步的警示
,

科学家们 已经认识 到
,

如果人类不改变其行动与采取防治措施
,

前所未

有的环境危机
,

将会在世界上 目前人 口中一半人 口还活着的时候降临
,

伴随着这种危机
,

还

将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

即
:

世界人口 在 35 年内将增到 10 0亿
,

移民和城市化对沿海地 区产生悲

剧性的影响 ;
能源消费的持续增长对全球生态系统的重大压力 , 气候变异及海平面上升对生

物圈的影响
,

产生不可逆的生物总量的急剧减少多 自然资源库质量的不断减退和恶化 (包括

土地退化及化学污染 )等
。

产生这些危机的原因
,

是因为当今世界面临着严重的不平衡 (政治的
、

经济的和环境的 )
,

在国际间及各国内部
,

这种不平衡的原因是复杂的
,

随着人们消费比率的增加
,

发生了连续

的
、

难以令人接受的贫困和退化过程
,

加之
,

人 口的高增长率
,

更加剧了这一过程的 发 展
:

无地可种
,

无家可归
,

为了生存
,

人们不可避免地破坏了自然资源的稳定性
。

在一些国家
,

!1

前正在耗尽他们 自然资源的贮备
,

其中包括农林资源
,

并将农地转为城镇和工业用地 多 因石

化燃料及其他废弃物引起水体
、

土壤
、

大气的严重污染 , 特别在一些发展中国家
,

由于贫穷

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

居民
,

尤其是儿童的生命正在受到威胁
,

营养不 良
,

疾病和传染病均有

发生
,

所有这些均直接影响着整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
。

针对这些问题
,

首先迫地需要对付世界人口 的不断增长
,

改善居民
,

特别是妇女的生活

和教育标准
,

降低婴儿死亡率
,

提出易于接受的避孕方法
。

其次
,

应提高工业化国家的管理

水平
,

及能源和原材料的利用率
,

制定人均资源消耗的政策
,

此外
,

不少科学家还指出
,

环

境道德问题
,

包括代间平等以及居民与科学家在环境方面的道德职责等
,

也是应该解决的重

要问题之
一 。

在明确上述问题基础上
,

这次会议围绕
“

21 世纪全球环境与发展议程
”
组织了 3 个中心议

题
,

共包括 16 个题目进行分组讨论
,

具体内容如下
:

(一 )环境和发展问题 (共包括 5个题 目 ) 1
.

影响人 口与自然资源利用的主要因素
; 2

。

农

业土地利用与退化 , 3
。

工业与废弃物 , 4
。

能源 , 5
.

健康
。

(二 )地球系统的科学认识 (共包括 6个题目 ) 1
。

全球循环 ; 2
.

大气与气候
, 3

。

海洋与

海岸系统 , 4
.

陆地系统 , 5
.

水资源 , 6
.

生物多样性
。

(三 )科学对环境与发展战略的作用 (包括 5个题目 ) 1
。

生命质量 , 2
。

公共知识
,

科学与

环境
, 3

.

居住能力 , 4
.

技术政策 , 5
.

规章制度
。

三
、

科 学 在 世 界 环 境 与 发 展 中 的 作 用

科学对环境与发展的作用是无庸置疑的
。

地球是唯一有生命存在的星球
,

但这只能在地

球保持其支持生命功能的前提下才能持续下去
。

陆地
、

海洋
、

大气 3 部分共同组成地球系统
。

全球系统的近期研究表明
,

人类引起的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变化
,

已将人类及其后代置于相

当大的危险之 中
,

但另一方面
,

人类对干预地球系统的主要机制 (包括资源利用
,

农业及工

业 )及对其控制的策略
,

均有足够的认识水平
。

例如
,

通过对大气中硫和氮化合物的研究
,

对

酸性沉积物对大气中C O
:
的影响有深入了解多 通过对地球生物群体生物化学循环的研究

,

发

现这种循环是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

当前
,

世界已出现了许多从事地球系统调

查的研究机构
,

如 I G B P
、

M A B
、

W C R P
、

S C O P等
,

它们从不同方面搜集并传播新 信 息
,

并对地球系统某些部分建立模型与模拟
。

说明人类对地球系统的认识已经开始
,

如果这项研

究不断加强
,

则将对 21 世纪世界的稳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

此外
,

科学还能帮助解决 地 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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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和全球规模的发展问题
,

并能预测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
,

包括预测全球及地区性大气

和海洋污染及其变异影响等
。

由此可见
,

科学技术在提高生产力和促进 21 世纪环境与发展方

面
,

具有重要作用
。

最近的研究表明
,

为 了防止因工业生产与产品制造过程中引起自然环境的退化
,

必须对

以下 6 个方面的问题引起注意
: 1

。

应对地球系统及其承载力与环境变化有充分了解 ; 2
.

应

对竞争发展和经济
、

生态效益评估间的优势进行科学支持 , 3
.

注意研究防止 自然与人 为 灾

难 (暴雨
、

洪水
、

干早及战争 )影响的途径 , 4
.

对环境 (包括生态因素 ) 成本与效益的长期适

应特点进行经济分析 , 5
。

研究提高资源利用率与环境支出的技术等新工程 ; 6
.

注意认别发

展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与地区性的紧迫问题
。

最后
,

为了使科学技术在 21 世纪世界环境与发展 中起明显影响
,

不少 国际团体
,

愿意与

世界环境与发展组织
,

在下列领域进行全面合作
:

自然资源系统的建立
、

资料信息的利用与

通报
,

人类对全球和地方变化的影响行为
、

与资源环境和财富 (包括专利 )有关的法律以及 与

自然 有关的道德标准间题等
。

四
、

建 议

共有以下 5 方面的建议
:

1
。

开展地球系统监测研究
。

首先必须对地球系统中所有组分 (包括大气
、

海洋
、

陆地表

面
、

低温圈
、

水圈
、

生物圈 ) 进行详细监测
,

并将其作为勘察与预测环境变化的基础
,

这就

需要加强对 由G A W
、
G E M 和 G O O S等单位设计的地球系统观察的计划进行全面支持

,

并需

研究对观察资料进行统计
、

分析
、

贮存
、

传播的适宜方法
。

其 次
,

要注意辨别由自然波动和

人类活动引起的环境变化研究
,

并将其作为早期预警变化的前提
。

此外
,

围绕地球系统监测
,

应对以下有关方面开展研究
:
地 区和区域性水循环及水资源利用技术

、

气候变化对自然和受

控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影响
、

沿海地 区捕鱼和海水养殖对污染物质及海洋生物的影响
、

生物

圈的动态变化及生物变异性
、

脆弱地区 (山区 )生态影响的退化与防治
、

地球系统承载力的评

价
、

大气
、

海洋
、

沿海地区和生物圈中环境的区域性及全球变化等
。

2
。

土地利用对环境
、

土地发展和提高生产率选择影响的研究
,

其中包括城镇化
、

土地分

配
、

土壤肥力损失
、

农业及林业对生物变异承受力的稳定性及影响等
。

3
。

废弃物和污染对公众健康和生态系统影响的研究
,

其中包括
,

控制固
、

液
、

气体污染

选择性模型及应用经济机制提高废弃物循环功效的研究等
。

4
.

开展与饮食模式和营养状况 有关的流行病学
,

新菌苗生产及其控制的研究
,

其 中 包

括
:
制定和贯彻疾病和改进健康的指标

,

新 旧疾病传播和控制因素的研究等
。

5
。

工
、

农业和运输业有效能量供应体制和较低能源消耗途径 的研究等
。

五
、

机 构 与 政 策

1
.

建立一个国际法庭
,

以促进科学家和发展机构之间的良好联系与合作
。

2
。

在发展中国国家
,

建立一个新的科技机构
,

着重研究环境退化危机带来的挑战
,

并提

出对环境与发展的新途径
。

3
.

不断努力建立科学
、

商业
、

工业及消费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与桥梁
,

( 下转第 12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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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施肥对不同潮土上作物氮积累量的影响 g (/微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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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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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
.

7

2
.

2

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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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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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施肥对作物籽粒产量的影响

处理
籽粘产耸 (g / 微区 )

土坡

砂

黑…
-

1 401 {

1 9 9 0年 吧些土里生
1

:::
9 7 2

1 0 2 6

3 0 47

379 1

土

1 5 6 2}

1 5 7 6

1 7 7 6

— —
一 )

” 8,
}

’ 2 , 3

{
` o` 6

“ 9 2

1
` 5 5 0

{
连 6 , 8

竺旦生…三竺1 …二些1
8 7 2

1 1 13

7 37

1 5 5 1

1 67 5

5 0 3

7 2 2

1 0 6 5

1 2 6 4

1 1 8 6

8 5 0

5 5 3

11 1 9

1 2 9 5

9 9 2

2 2 2 5

2 3 8 8

2 9 2 1

4 1 1 0

3 8 5 3

理间的差异十分明显
。

如砂土上高化肥处理较

低化肥 的籽粒累计产量增加33 % 多 砂壤土增加

31 % , 粘壤土增加最多
,

为 60 %
,

在高 化 肥

加猪粪的微 区中
,

砂土
、

砂壤土和粘壤土上的

籽粒累计产量
,

分别较相应的低化肥加猪粪的

微 区增加 22 %
,

72 %和 38 %
。

在高化肥条件下
,

施用稻草微 区的籽粒累计产量较之未施用稻草

的微 区有明显的增加
,

增加的幅度稍低于施猪

粪的微区
。

( 参考文献略 )
。

砂壤土

8 8 0

1 1 3 1

1 4 68

1 4 3 0

5 7 4

8 0 0

8 9 2

1 0 8 0

7 2 1

8 1 7

1 1 2 1

1 2 9 2

2 1 7 5

2 7 4 8

3 4 8 1

3 80 2

( 上接第 1 1 5页 )

促使科学家同政策制订者及公众之间进行直接

联系
。

4
。

建立世界经济区和大西洋管理机构
,
以

推动该区环境的改善与经济发展
。

5
。

有关国际科技团体
,

应对以下问题
,

如

1工乙八几J`4粘壤土

自然的内在价值 , 公众的环境权利
;
代时权利

; 共 同财富 (大气
、

海洋等 )的公共权利 , 行为

的环境规范
,
科学家和社会团体的道德职责及有关环境道德等

,

进行一次广泛的评价
,

并制

订出相应的系列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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