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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现在到 2030 年，经济社会发展将如何驱动环境变化？ 需要什么样的政策应对主

要环境挑战？ 经合组织和非经合组织各国应怎样最好地合作以迎接这些挑战？ 

 经合组织至 2030 年环境展望提供了至 2030 年经济、环境趋势的分析，及应对主要

挑战的政策行动模拟研究。 若不采取新的政策，我们面临的风险是不可逆转地损害

经济增长、生存幸福所必需的环境、自然资源基础。 政策不作为的代价将是高昂

的。  

 同时展望也显示，应对今天面临的主要环境挑战，包括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

失、水资源匮乏及污染对健康的影响等问题，既是技术上可及的，也是经济上可行

的。 展望突出介绍了能以成本有效方式对付这些挑战的政策组合。 与 2001 年一期

相比，本期展望侧重范围有所扩大，内容包括经合组织各国和巴西、俄罗斯、印

度、印尼、中国、南非的发展情况，以及它们在解决全球、本地环境问题上如何改

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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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组织至 2030 年环境展望，以对 2030 年经济、环境趋势预测为依
据。 未来的主要环境挑战以交通灯形式表示（见表 0.1）。展望也介绍了
应对主要挑战的政策行动模拟，包括其潜在的环境、经济、社会影响。  

表  0.1. 经合组织至 2030 年环境展望 

 

 
[绿灯] 

 
[黄灯] 

 
[红灯] 

气候变化 

 

  降低每单位国内生产

总值温室气体排放量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 

 气候已经发生变化的证据增加  

生物多样性及

可再生自然资

源 

 

 经合组织各国森林面

积 

 

 森林管理 

 受保护面积 

 生态系统质量 

 物种丧失 

 外来入侵物种 

 热带森林 

 非法伐木 

 生态系统割裂 

水资源 

 

 经合组织各国水资源

污染的点上状况（各

工业、各城市） 

 地表水质和污水处理  水资源匮乏 

 地下水质量 

 农业用水及污染情况 

空气质量 

 

 经合组织各国二氧化

硫及氧化氮排放量 

 威力物质及地面臭氧 

 道路交通废气排放 

     城市空气质量 

废物及危险化

学品 

 
 

 经合组织各国废物管

理  

 经合组织各国氟氯化

碳排放量 

 城市废物产生 

 发展中国家氟氯化碳

排放量 

 

 危险废物管理与运输  

 发展中国家废物管理 

 环境及产品中的化学品含量 

解读： 绿灯 = 正在妥善管理的环境问题，或是近年来管理有重大改善但各国仍需警觉的环境问

题。 黄灯 = 依然形成挑战但管理正在改善的，或目前状况不确定的环境问题，或是过去曾妥善管

理但现在有所退步的环境问题。 红灯 = 未得到妥善管理、状况恶劣或在恶化中、须要紧迫关注的

环境问题。 凡未特别说明的趋势均指全球性趋势。 

 

采取行动是可行的：政策方案和成本 

展望突出阐述了一些亟需紧迫处理的“红灯”问题。 本期展望介绍的方
案提出了应对挑战的现有、可行的政策及技术。 采取有雄心的环保政策
行动，能提高经济效率，减少卫生保健成本。从长远看，在多项环境挑
战方面尽早采取应对措施都很可能是利益大于成本。  

作为例子，本研究采用了设想的全球性“经合组织环境展望一揽子政
策”（详见第二十章）。 它显示，通过一些具体政策行动组合，某些关
键性环境挑战可以得到处理，所付成本仅略高于 2030 年全球国内生产总
值的百分之一，使至 2030 年的平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降低约 0.03 个
百分点（见图 0.1）。  由此 2030 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将比现在提高
97%，而不是近 99%。 在这种情景下，2030 年氧化氮、氧化硫排放量将
下降约三分之一，而在不采取新政策的基线情景下排放量将很少变化。
在采取和不采取新政策情景下，至 2030 年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将分别增
加 13%和 37%。  

 

 

 

 

 

 

 

 

 

 

 

 

 

 

 

 

 

 

 

 

 

 

 

 

 

 

 

 

 

 

 

 

 

 

 

[图 0.1] 2005-2030 年年均

GDP 增长  
 

 

 

 

 

 

 

 

 

http://www.oecd.org/dataoecd/20/56/40108495.pdf
http://www.oecd.org/dataoecd/20/56/4010849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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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采取比环境展望一揽子政策雄心更大的政策行动，才能使温室效应
气体浓度稳定在国际上考虑的水平（见图 7.5）。 另一项模拟的运行基础
是，需要采取什么政策才能将大气层二氧化碳当量浓度稳定在 450ppm，
国际讨论中提出的最具雄心的目标水平。 模拟显示，要达到此目标需要
所有国家均采取行动，将 2050 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小到比 2000 年
排放量低 39% 的水平（见图 0.2）。 采取这样的行动将使 2030 和 2050

年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比基线预测低 0.5%和 2.5%，相当于平均国内生产总
值年增长率减少 0.1%。 参加气候变化减缓行动的国家和经济部门越多，
全球温室效应气体的减排就越经济有效。 但如图 0.1 所示，减排成本在
各地区之间的分配并不均匀。 这表明需要在保护全球气候的国际合作框
架内有一个分担负担的机制。 在经合组织各国率先带头的同时，与更多
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巴西、俄罗斯、印度、印尼、中国、南非进一步合
作，将能以较低成本实现共同的环境目标。 

 

不采取环境政策行动的后果 

若不采取新的政策行动，在今后几十年内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环境基
础受害、 经济繁荣难以为继的风险。 为避免这种局面，必须采取紧迫行
动，尤其是针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水资源缺乏和污染、危险
化学品的健康影响等“红灯”问题（见表 0.1）。 

如无进一步政策，至 2030 年将出现如下环境问题： 

 预计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再增加 37%，至 2050 年增加
52%（见图 0.2a）。 这将导致 2050 年全球气温比工业化
前水平上升摄氏 1.7-2.4 度，导致热潮、旱灾、风暴、洪水
增加，重要基础设施和作物严重受损。 

 今天查明的动植物物种中，有相当数量将可能灭绝，很大
程度上是由于基础设施和农业活动扩大，及气候变化（见
图 9.2）。 粮食和生物燃料生产共需全球增加农田 10%，
使野生生境进一步丧失。生物多样性不断丧失，可能使经
济增长、人类福祉所需的宝贵生态系统支持能力受到限
制。 

 由于对水资源的不可持续使用和管理及气候变化，缺水问
题将进一步恶化；生活在严重缺水地区的人数预计将增加
十亿，达到三十九亿人（见图 0.3）。 

 

 

 

[图 7.5]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

演进: 与 2100 年实现 稳定

途径相比照，至 2050 年的

基线与缓解情况1
 

 

 

 

 

 

 
资料来源；经合组织环境展望基线

及政策模拟，及 van Vuuren et al., 

2007. 

 

[图 0.2] 1970 2050 年温室气

体总排放量(按地区分)
2
 

 

 

 

 
 

a)经合组织环境展望 基线   

b) 稳定在 450ppm水平的政策

模拟 

 

[图 9.2] 至 2030 年平均物种

丰度丧失原因 

 

 

 

 

 
 

资料来源： 经合组织环境展望基线 

 

[图 0.3.] 2005 和 2030 年生

活在缺水地区的人数，按缺

水程度分 

(单位百万人) 

 

 

 

 

                                                      
1 注：OECD 2008 = 所有经合组织国家采用每一吨二氧化碳当量收取 25 美分的温室气体税； Delayed 2020 = 所有国家

收取此税，但仅从 2020 年开始； Phased 2030 = 经合组织各国 2008 年开始，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

2020 年开始，世界其他各国 2030 年开始收取此税； All 2008 = 所有国家从 2008 年开始收取此税； 450ppm 

= 将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 450 ppm二氧化碳当量的情景 ；在收税 25 美分的所有情况下，第一年后每年

递增约 2%。 

2 注：BRIC = 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ROW = 世界其他各国。  

 

http://www.oecd.org/dataoecd/21/39/40109244.pdf
http://www.oecd.org/dataoecd/21/39/40109244.pdf
http://www.oecd.org/dataoecd/21/39/40109244.pdf
http://www.oecd.org/dataoecd/21/39/40109244.pdf
http://www.oecd.org/dataoecd/20/57/40108527.pdf
http://www.oecd.org/dataoecd/20/57/40108527.pdf
http://www.oecd.org/dataoecd/21/41/40109307.pdf
http://www.oecd.org/dataoecd/21/41/40109307.pdf
http://www.oecd.org/dataoecd/21/38/40109217.pdf
http://www.oecd.org/dataoecd/21/38/40109217.pdf
http://www.oecd.org/dataoecd/21/38/40109217.pdf
http://www.oecd.org/dataoecd/21/38/401092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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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在全球都将增加，由地面臭氧造成
的早夭人数将翻两番（图 12.2），微粒物质造成的早夭人
数增加一倍以上。 非经合组织国家化学品产量在迅速提
高，尚无足够资料对环境及产品中所含化学品造成的风险
进行充分评估。 

发展中国家受到的环境影响将最大，因为它们的管理、适应手段较少。 

但在这些领域不采取行动或推迟行动的经济社会成本十分巨大，而且已
经对包括经合组织国家在内的一些经济体产生了直接影响（如通过增加
公共卫生服务成本），和间接影响（如通过降低劳动生产率）。 不采取
政策行动在生物多样性（如渔业资源）和气候变化方面可能造成巨大代
价。 

 

关键政策选项 

在采取重大政策变革以应对主要环境问题、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现在
具有一个机遇窗口。 今天作出的投资选择需要以更佳的环境前景为指
向，尤其是那些将“锁定”今后几十年能源模式、交通基础设施、基本
建设的投资选择。 采取以下行动是至关紧要的： 

 采取互补性组合政策以应对最具挑战性复杂性的环境问
题，尤其偏重税务、可交易许可等基于市场的工具，以降
低行动成本。 

 在能源、交通、农业、渔业等导致环境恶化的关键部门优
先采取行动。 环境部长无法单独担此重任，环境关注必需
贯彻到包括财政、经济、贸易的所有相关部委决策中，体
现在一切生产、消费决定中。  

 确保经济全球化能促进更有效使用资源，发展、推广环保
创新技术。 企业、工业界需发挥领头作用，但政府必须提
供明确一致的长期政策框架，鼓励环保创新技术、捍卫环
境、社会目标。 

 加强经合组织和非经合组织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以应对
全球性环境挑战。 因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在全球环境
压力中的份额均与日俱增，巴西、俄罗斯、印度、印尼、
中国和南非尤其是关键性伙伴。 经合组织和非经合组织各
国之间加强环保合作，有助于推广知识和最佳技术实践。 

 强化国际环境治理，更好地对付跨国界、全球性环境挑
战。 

 在发展合作计划中更重视环境问题，促进更协调一致的政
策。 

 

 

 

 

[图 12.2] 2000 和 2030 年因

城市臭氧污染早夭人数 

 

 

 

 

 
 

资料来源：合组织环境展望基线 

 

 

 

 

 

 

 

 

 

 

 

 

 

 

 

 

 

 

 

 

 

 

 

 

 

 

 

 

 

 

 

 

http://www.oecd.org/dataoecd/21/42/40109332.pdf
http://www.oecd.org/dataoecd/21/42/4010933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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