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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相互依赖程度的日益加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已不再局限

于军事、经济、政治等传统领域，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国际关系新的热点问题。

发达国家凭借自身的经济优势及政治影响力，在国际环境规则的制定中处于主导地

位，企图通过环境问题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必须

大力加强自身生态文明建设，中国解决好自身的生态问题，就是对解决全球环境做

出的最大贡献。 

首先，本文将非对称相互依赖理论引入环境问题的研究之中，分析发达国家与

发展中国家在环境领域中不对称的地位。由于发达国家很早完成工业化进程，在经

济技术水平、环境治理能力及国际话语权方面都领先于发展中国家，这种不对称的

关系使得双方在全球环境问题中的观点与立场截然不同，因而产生了一系列的分

歧。 

其次，本文阐述了中国生态文明思想的演进，从“环境保护”到“可持续发展

战略”再到“生态文明建设”，我国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与探索是一个不断深化

的过程。在非对称的环境中，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也面临着诸多困境。在发展中国

家内部，由于各自经济发展水平、利益诉求与温室气体排放量存在较大的差距，导

致其内部矛盾与分歧凸显。而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环境冲突与竞争一直不断，一些西

方发达国家散布“中国环境威胁论”，损害我国环境大国的形象；设置绿色贸易壁

垒，限制我国经济发展；还向我国转嫁环境污染，进一步恶化我国的生态环境。 

最后，本文分析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从中国自身出发，我国必须在经

济、政治、社会等多个领域把环境保护放在首要位置，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在协调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时，要尽可能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持步调一致，

加强内部团结与统一，只有通力合作，才能够在与发达国家的环境博弈中持有谈判

的主动权，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中国在处理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时，应

加强彼此间的沟通与对话。将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与环境治理经验等方面的优势与

我国的人口与资源优势相结合，发挥各自的优势，弥补自身的劣势，最终实现合作

共赢。 

 

 

关键词：非对称性  环境问题  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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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global interdepend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no longer confined to traditional areas of military, economic, 

politi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become a hot issu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eveloped countries rely on their economic 

advantage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dominate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rules, 

attempt to limi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hrough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s the largest developing country, China must vigorously 

strengthen its own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hina solves its own ecological 

problem, is to make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 of the solution to global environment. 

    First of all, this paper puts the asymmetric interdependence theory into the research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alysis of the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symmetrical status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 In terms of economic and technical leve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international voice,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ahead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s asymmetry makes both sides hold different positions in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resulting in a series of disagreements. 

Secondly, the paper describes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dea, 

from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our understanding of ecological problems is a deepening 

process. In the asymmetric environment,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also facing 

many difficulties. With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because of there is a big gap in their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rest demands 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leading 

to its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and differences highlighted. The environmental conflict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continued. Some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spread "the Chinese environmental threat theory", damaging the 

national image of our country; they also set up the green barriers, limit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In addition, they also transfer thei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ggravating China'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inal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ath of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economic, political, social and any other fields, China must put enviro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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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on in a prominent position and vigorous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hen China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we 

should keep in step with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as much as possible, strengthen 

internal unity and cooperation,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have the initiative in negotiation 

with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safeguard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When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We should 

combine the capital, technology, environment experience and other aspects of advantag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with our population and resources advantages. Both sides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ultimately achieve mutual benefits and win-win results. 

 

 

 

 

 

 

 

 

 

 

 

 

 

 

 

 

 

 

Key Words：Asymmetry   Environmental Problem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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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0.1  选题背景和意义 

0.1.1  选题背景 

20 世纪中叶后，环境问题迅速从个别国家或个别区域的环境污染演变成全球范

围的环境恶化，成为关系到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国际问题。环境问题不同于人类以

往碰到的任何社会问题，这不仅因为环境问题产生原因的复杂性，影响范围的广泛

性和面临后果的严重性，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产生的根源与人类的文明方式发生冲

突。由此可以看出，环境问题不会很快从根本上解决，反而会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如今环境污染严重，自然资源紧缺，我国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显然不能继续

遵循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理念，必须尽快改变现在的粗放型工业发展

模式，在发展的同时充分考虑资源的供给能力并且格外注意环境的容纳能力，始终

坚持贯彻可持续的发展理念。中国的发展应该是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协同共进，在

生态可持续性的基础上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生态文明理念的提出，创造性地回答

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阐明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要继续发展工业文明，

又要大力弘扬生态文明。 

0.1.2  选题意义 

全球性环境问题不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所能解决的问题，如果没有世界各国

相互协作和步调一致的国际行动，无法改善全球的生态环境，也无法保证全球的发

展和繁荣。目前中国正处于工业文明中后期，对于全球环境问题的治理还无法发挥

主导优势，只能处于被动状态。中国要想在国际社会中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必

须探索“绿色”突破点，即——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分析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

选择，能够帮助我们在认清生态问题的现实情况下，加强内部团结，谋求外部合作，

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对现有的生态问题进行治理，并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生态问题进

行防控。本文将非对称相互依赖理论引入环境问题的研究之中，一方面分析发达国

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环境领域的非对称地位，鼓励中国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改变附属地

位，加强对自身生态环境的治理，让中国以绿色大国的姿态站在世界面前。另一方

面呼吁中国学者重视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填补环境非对称相互依赖理论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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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研究现状 

多年来，国内外学者给予环境问题广泛关注的同时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只是罗列出国家、区域乃至全球面临的环境问题的现状及特点，

而对环境问题的根源及对策研究的较少，关于环境非对称相互依赖的理论成果几乎

一片空白。下面笔者就其研究现状做以下具体综述。 

0.2.1  国外研究现状 

1、关于非对称相互依赖理论的研究 

如何科学准确的界定相互依赖理论的概念，学者们存在不同的看法与观点，“分

歧主要在如何使它更好地应用到不同领域和不同问题上，然而所有学者都认为各国

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都出现了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
①
相互依赖可以

定义为“国家各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制约的关系”
②
，这是学术界较权威的被

大家普遍认可的概念。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国际关系中，并不是所有的相互依赖关

系都是均等的，这需要“通过‘敏感性’与‘脆弱性’来进行评定”
③
。崔守军认

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很少表现为完全均等相互依赖，大部分情况下，各国的关系

都是不对称的。”
④
 

2、关于全球环境问题的研究 

国外对环境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只有一个地球》是国外一本较早阐述环境

问题的著作，里面写到“良好的环境是社会的公共财富。”
 ⑤
麦克迈克尔在《危险

的地球》中写到“我们今天对环境的污染与破坏必将导致我们的子孙后代在每况愈

下的环境中生存”
⑥
。肯尼思·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也提到“四‘P’问题

——贫穷（poverty）、人口（population）、污染（pollution）和核扩散

（proliferation）， 并认为“全球问题的解决无法由某一国家独立承担，而只能

由多个国家共同完成”
⑦
。 

Jared Diamond 在《Nature》杂志上发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环境——中国

与其他国家的相互影响》，文中对中国如何改善环境提了六点意见：“一是制定环

境法律与法规；二是动用市场方式治理环境；三是政府应制定激励机制；四是增加

                                                        
①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理论与历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81 
②[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M]．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9 
③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336 
④崔守军．相互依赖与国际合作的相关性考察[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2（5） 
⑤[美]芭芭拉·沃施、勒内·杜博斯．只有一个地球[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75 
⑥[英]A·J·麦克迈克尔．危险的地球[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4 
⑦[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2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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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投入；五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六是各国之间进行环境合作。”
①
 Roy Morrison 

在《生态文明是一种选择》一文中指出我们可以通过追求可持续发展建立生态文明。

②
刘经纬和孙天阳在《可持续发展》杂志上发表了《非传统外交——中国生态外交》

一文中提到“中国生态外交的瓶颈包括：中国的环境威胁论；绿色壁垒和引进外资

问题。”
③
Alan D.Hecht 等人在《创造我们想要的未来》一文中指出“如果各国能

够意识到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与人口根源，那么在改善环境问题上能够取得一定的

进展。”
④
 Pratap Bapuso Lad 写的《全球环境问题》中罗列了全球主要的环境问

题，并分别阐述了它们的影响及解决办法。
⑤
Duncan Liefferink 和 Mikael Skou 

Andersen 在《绿色成员国在欧盟环境政策制定中的战略》一文中写到“德国、丹

麦、荷兰被视为最具环保意识的成员国，是欧盟环境决策中的发动机。”
⑥
 Alexander 

Carius 在《生态和平建设》的论文中提到“由于在生态系统中存在复杂的相互依

赖关系，合作可以使利益相关者都获益。”
⑦
 

0.2.2  国内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分析环境外交与国际环境合作，大

部分的学者对环境问题的现状、原因和特点分析的很透彻，但是对如何进行生态治

理却少有研究，而对生态建设的发展路径的探索更是少之又少。现将有关生态环境

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以下分类与概述。 

1、关于环境非对称性的研究 

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方面实力不对称，双方在全球环境问题中存在很

多矛盾与分歧，对此，很多学者都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并在其著作和文章中进行了

分析。如：丁金光在《国际环境外交》一书中强调南北双方在环境领域中的矛盾主

要包括：“环境恶化的主要责任问题；保护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国际主权问题；

环境剥削问题”。
⑧
蔡拓在《全球问题与当代国际关系》一书中认为南北双方的分

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环境问题的历史责任问题；二是环境与发展的先后问

                                                        
①Jared Diamond. China’s environment in a globalizing world. Nature,2005(6) 
②Roy Morris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he Alternative. http://www.puc.nh.gov/EESE%20Board/Reference_Library/ 
Ecological%20Civilization%20is%20the%20Alternative%20-%20By%20Roy%20Morrison.pdf 
③Jingwei Liu & Tianyang Sun. Nontraditional Diplomacy---Chinese Ecological Diplomacy[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2009(3) 
④Alan D.Hecht. Policy Debate: Creating the Future We Wan. Sustainability: Science, Practice, & Policy ,2012(8)  
⑤Pratap Bapus Lad.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Golden Research Thoughts,2013(3).  
⑥Duncan Liefferink and Mikael Skou Andersen. Strategies of the green member states in EU environmental policy- 
making.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5:2 June 1998: 255 
⑦Alexander Carius. Environmental Peacebuilding .adelphi report,2006(1) 
⑧丁金光．国际环境外交[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4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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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三是环境与主权的关系问题；四是环境保护的实现途径问题。”
①
张海滨在《环

境与国际关系：全球环境问题的理性思考》一书中提到南北双方的主要矛盾在于不

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
②
程湖在《国际论坛》上发表的《全球环境问题中的南

北关系》
③
、孙文珺和戴玉才在《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上发表的《国际环境合作中

的南北问题》
④
也阐述了这方面的观点。 

    2、关于全球环境问题的研究 

大部分学者在有关环境问题的著作中都对环境问题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如：高

中华在《环境问题抉择论》中将环境问题定义为“人类活动对环境的需求与影响，

超过了它的容量和承载力，或者产生不利于人类健康和生产活动的环境效应。”
⑤
 

还有一些学者在学术期刊中总结了全球环境问题的特征，如：张海滨在《论国

际环境保护对国际主权的影响》一文中提到环境问题具有扩散性、区域性和全球性

的特点。
⑥
而张骥子《论全球环境问题对当代国家主权的影响》

⑦
一文中也认为环境

问题具有全球性的特点，这与张海滨的观点不谋而合，同时他还提出环境问题能够

超越意识形态并对现实生活构成严重挑战。 

在此基础上，很多学者分析了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如：徐再荣在其著作《全

球环境问题与国际回应》中，指出经济发展与社会矛盾是环境问题的主要根源。
⑧
马

杰在《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安全》中认为“环境问题不仅具有经济利益，还具有

政治利益，是具有双重性质的复杂的国际问题”
⑨
   

3、关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 

对于生态文明的研究，大部分学者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学科视角进行分析，只

有很少的学者从国际政治关系的角度入手对生态文明的路径进行分析。 

一些学者把研究重点放在了发达国家的生态治理上，总结它们的生态治理经

验，希望借此来指导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如：李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建设研究》一书中阐述了发达国家的绿色生态理念及其指导下的生态实践对中国

的启示。
⑩
徐冬青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经验及我国的政策取向》一文中，不仅

                                                        
①蔡拓．全球问题与当代国际关系[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126-127 
②张海滨．环境与国际关系：全球环境问题的理性思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64 
③程湖．全球环境问题中的南北关系[J]．国际论坛，2000（5） 
④孙文珺，戴玉才．国际环境合作中的南北问题[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0（1） 
⑤高中华．环境问题抉择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6-70 
⑥张海滨．论国际环境保护对国际主权的影响[J]．欧洲研究，2007（3） 
⑦张骥子．论全球环境问题对当代国家主权的影响[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3） 
⑧徐再荣．全球环境问题与国际回应[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7 
⑨马杰．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安全[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116 
⑩李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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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了发达国家的生态治理经验，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我国生态问题的对策建

议。
①
 

对于中国应该如何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一些学者对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应

采取的对策及选择的路径进行了研究，如：谷树忠等人在《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内

涵与基本路径》一文 “从目标层、路径层和策略层三个角度全面分析了中国生态

文明建设的路径。”
②
祁长松在《论生态文明与环境保护》一书中认为“公众较高

的环保理念是搞好生态建设的基础。”
③
《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一书在总

论中也提到“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④
 

总的来说，国内外对环境问题非常关注，研究成果也很多，但是大部分学者只

是提出了问题，少有学者分析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更没有对生态环境建设的政策

主张和路径选择提出过多的主张。此外，多数学者在环境治理方案的研究中，只从

本国利益出发，没有考虑到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这种观点与做法较为片面。既然

环境问题具有全球性的特点，需要世界各国共同面对，那么就需要从国际关系的视

角来研究。 

0.3  研究方法 

一、案例分析方法，本文选取环境问题中的典型案例——有关气候变化的问题，

分析不同利益集团在气候谈判中的不同立场。由于各个利益集团应对气候变化的脆

弱性不同，因而在气候谈判中，他们会有不同的优先选择，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内

部也存在矛盾与分歧。 

二、比较分析方法，本文比较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环境问题中的不同观

点与立场。发达国家在经济实力、环境治理能力、国际话语权等方面明显胜于发展

中国家，因而双方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同责任与区别责任、限制主权与尊重

主权方面存在明显的分歧与冲突。 

0.4  创新点和难点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在国际关系中，环境问题日益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

成为一个较新的、值得研究的对象。而各国之间在环境领域的相互依赖关系更是一

                                                        
①徐冬青．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经验及我国的政策取向[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3（6） 
②谷树忠．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内涵与基本路径[J]．资源科学，2013（1） 
③祁长松．论生态文明与环境保护[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9：73-116 
④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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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少有人研究的崭新的课题，用非对称相互依赖理论研究环境问题，视角独特，是

本文最突出的创新点；第二，分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环境领域中不对称的具

体表现与不对称的根本原因，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 

本文的难点在于：把非对称相互依赖理论应用于环境问题的研究中，目前还鲜

有较为全面和科学的论述，笔者尝试把这一理论应用在环境领域，无论是搜集资料

还是理论分析，都将面临诸多难题。另外，从全球环境问题的视角来分析我国生态

文明建设的路径，不仅需要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全面分析，还需对发

达国家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需要进行整体的研究与宏观的理解，这也是本文作者

面临的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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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对称相互依赖理论研究综述 

1.1  相互依赖理论 

1.1.1  相互依赖理论的缘起 

相互依赖理论形成于 20 世纪 60 年代，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到 70 年代处于鼎

盛时期。理查德·库珀(Richard Cooper)最早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对相互依赖理论

进行了理性思考与科学分析，他认为各国在经济层面上存在相互依存关系，并且一

个国家经济的增长将会导致其他国家敏感性的增强。卡尔·多伊奇在其著作《国际

关系分析》一书中指出，对国际关系的研究要充分考虑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不能

只以自己国家为中心。肯尼思·华尔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脆弱性相互依

存的理论，他在 1970 年发表的《相互依存的神话》一文中指出任何一个国家离开

一个固定的关系，必将付出一定的代价，它所付出的代价的大小就是衡量其依赖程

度高低的标准。1977 年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转

变中的世界政治》是该理论的典型代表之作，对日后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都起到

了引导性作用。书中指出：“国际政治中的相互依赖，指的是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

的行为体之间，一方的行动对另一方产生影响，即以双方行为相互制约为特征的情

形。”
①
需要注意的是，相互依赖并不一定能够使双方同时获利，也不是所有的相

互依赖都是均衡的相互依赖，在彼此的相互依赖过程中，一方的实力有可能高于另

一方，这就使得双方的依赖处于一种不均衡的状态。对不同的国家而言，当外部条

件发生改变时，需要采取的应对策略不同，所付出的代价也就不同，取得的效果与

达到的目的自然也不同。因此，通过比较各国相互依赖关系的成本与收益状况，可

以将相互依赖分为对称相互依赖和非对称相互依赖。 

1.1.2  相互依赖理论的内容 

相互依赖的理论涉及范围广、涵盖内容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广度上和深

度上都有明显的提升，已经从一些零散的观点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

系，其基本内容可归纳为八个方面： 

（1）强调国家间的相互影响与制约。依赖性的高低决定制约性的强弱，一国

                                                        
①[美]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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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依赖另一国，另一国对它的拘束力就越强。”
①
要想保持双方关系的稳定与持

久，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强彼此间的相互制约程度。 

（2）强调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如今，世界各国面临的许多问题都不是单一的

一国能解决的问题。例如，大气污染可能最初只是发源于一个工厂或国家，但是经

过慢慢扩散却会危及一片区域甚至整个世界。 

（3）传统的国家安全、经济贸易、军事战略等“高级政治”逐步向能源安全、

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等“低级政治”过渡
②
，而且随着国家间沟通与对话的增多，

相互关系日益紧密，很难区分孰高孰低。 

（4）主张对外开放。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各国必须打开本国市场，扩大

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吸收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为自己所用，反对任何以保护本

国市场而设定的贸易壁垒，尤其是在环境领域中，通过设置绿色壁垒阻碍其他国家

产品出口的行为更是不可取的。 

（5）弱化武力在国际矛盾与冲突中作用。对于国际上的很多问题来说，武力

解决并不是最好的办法，不仅不利于世界形势的稳定与团结，也不利于人民生活的

安稳与幸福，各国更趋向于采用谈判或协商的手段解决问题。在全球环境治理中，

武力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只会进一步加重环境的负担，唯有各国合作与协商，

才能有效缓解环境压力。 

（6）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主体日益多元化。在环境治理过程中，除了国家政府

发挥主导作用外，各种环境非政府组织，环保人士纷纷参与其中，并且它们的影响

力日益上升对环境治理起到了积极的效果。 

（7）国家间的紧密联系将弱化部分国家主权。相互依存的世界中，一国的内

部问题，往往能够跨越边界影响到其他地区，因此，各国在做出政治决策时，既要

考虑本国利益，也要兼顾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利益。 

（8）通过比较各国付出代价的大小，“可以将相互依赖分为均等依赖、绝对

依赖和非对称相互依赖”
③
。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各国之间的力量没有绝对的均

衡，也没有绝对的制约，因此也几乎不存在均等和绝对依赖。由此可见，非对称相

互依赖是适应当今社会现实的客观的科学的理论。”
④
 

相互依赖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际体系的客观现实情况，已经成为国际社

                                                        
①姜永泉．相互依存理论、世界多样性理论：国家关系伙伴化得理论基础[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3） 
②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336 
③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34 
④李茜．反思权力政治与相互依赖理论[J]．国际论坛，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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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处理国与国关系的重要理论依据。相互依赖理论明确指出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

济、社会等多个方面的相互联系日益增强，这种涵盖各个领域的全局性特点进一步

扩大了人们的全球视野，提高了人们的全球意识。此外，由于非国家行为主体在国

际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加强，使得国家、国际组织、企业甚至是人民大众之

间的相互依存的程度都将不断加深。由此看来，未来的国际社会不会是分裂的、隔

离的，和平、合作、互利、共赢将成为国际社会相互关系的本质要求。 

1.2  非对称相互依赖理论 

1.2.1  非对称相互依赖的内容 

在现实社会中，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多数情况下是不对称的，这使得国家

间相互关系带有明显的权力政治色彩。阿姆斯特朗指出：“依赖是权力的基础⋯⋯

小国依赖大国就导致大国对小国行使权力”。“不对称相互依赖与这种情况极为相

似，依赖性小的一方在相互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①
，通过发挥其优势水平，可以

操纵相互依赖的关系的进展，并将其作为权力的筹码与依赖较多的一方进行讨价还

价，以此让自己获得更多的收益，从而造成国家间相互关系的不平等，导致双方在

经济实力与政治地位方面存在明显的差距。这种现象使权力继续作为国际关系中的

基本因素发挥影响力。基欧汉和奈认为，不对称的相互依赖是一方获得权力来源的

基础。“衡量双方关系是对称的还是不对称的以及依赖程度的强弱，可以通过分析

双方敏感性与脆弱性的大小来判定。”
②
。 

敏感性是指“在某种政策框架内所做反应的程度，即一国变化导致另一国发生

有代价的变化的速度多快？所付出的代价多大？”
③
双方在交往过程中，应对变化

所付出的代价对社会及政府的影响是衡量敏感性的标准之一。“这里的“某种政策

框架内”指的是各个国家的国内政策和相关的国际制度；“变化”指的一国改变国

内政策时，另一国也将采取行动以应对这种变化速度的快慢，简而言之，即一国变

化引发另一国的变化；“代价”指的是一国的政策或者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改变时，

对另一国相关利益造成的影响及影响的程度。”
④
 

脆弱性是指“行为体因外部事件（甚至是在政策发生变化之后）强加的代价而

                                                        
①李茜．反思权力政治与相互依赖理论[J]．国际论坛，2000（3） 
②[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2 
③[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2 
④吴伟平．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与脆弱性辨析[J]．社会科学，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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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损失的程度。”
①
即一国在面对外来威胁时，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防范，或

者是制定新的政策加以应对，那么该国在适应这种变化并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将要

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及承担什么样的后果。这里所谓的“外部事件，主要是指当他国

在政治、经济或者军事等方面发生变化时，本国必须采取行动，避免或者是缓解这

种变化对本国造成的破坏或者打击，本国可以通过改变国内的政策或者对国际制度

进行调整，尽可能降低所遭受的损失。所谓“付出代价”，“就是本国在应对外部

变化时，无论其采取经济手段、政治手段还是军事手段，都将要付出巨大的成本，

还需要承受可能带来的间接损失。”
②
基欧汉和奈在其著作中也指出，“在一段时

间内，一国为了适应变化的环境做出调整所付出的代价是衡量脆弱性相互依赖的标

准”
③
。这种非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适用范围很广，涵盖各个领域，本文将把这种

理论带到环境领域中加以研究。 

1.2.2  非对称相互依赖的运用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更多情况下是一种带有依赖性质的不对称的相

互依赖。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中，每个国家都希望付出较少的代价实现最大的收益，

使自己在相互关系中处于有利地位，发挥主导优势。各国之间协调与合作、沟通与

对话的同时，也面临着竞争与矛盾、对立与冲突。现实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

家是一种典型的强国与弱国、富国与穷国的关系”
④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它

们之间这种非对称相互依赖的关系不但不会改变，反而会有进一步加深的趋势。 

尽管国际关系中相互依赖关系不断加深，但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

度缓慢，人民生活贫困潦倒，在国际格局中处于边缘地位，这些国家对国际环境的

“敏感性”和“脆弱性”并不会随着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而有所改观，它们对发达

国家经济技术的依赖要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对它们资源的依赖，这种依赖明显带有不

对称的性质，特别是在金融、技术和市场等方面。发达国家往往是工业的领先者和

技术的创新者，而发展中国家只能是原料的提供者与技术的模仿者，由于发达国家

技术水平日趋先进，可以通过开发新的能源来代替不可再生资源，因此，它们对发

展中国家的原材料依赖程度也越来越低。由此看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政治、

经济等方面的不对称地位必将影响双方在未来生态环境领域中的发展关系。 

从双方优势互补的角度来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紧密并具有合作的基

                                                        
①[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3 
②吴伟平．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与脆弱性辨析[J]．社会科学，2010（4） 
③[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3 
④王传宝．相互依赖理论与全球化时代的南北关系[J]．南京师大学报，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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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发展中国家极为丰富的人力和自然资源是发达国家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

重要条件，而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又正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

所需要的”
①
。但是，如果发达国家继续无视发展中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权益，很可

能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状将进一步恶化，很可能引发许多严重

的全球性问题，如环境污染、恐怖主义、难民、动乱等，进而连累发达国家的发展。

从长远来看，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绝不可能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与

动荡的基础上。因此，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应该

尽最大努力作出相应的妥协，发达国家应该改变其在全球事务中的主导立场，兼顾

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正视自己国家内部问题，加强制度建设和

调整经济结构，以积极务实的态度加入全球化进程中，而不是孤立在全球化进程之

外。只有这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才有可能改变，才

有希望形成平等、公正、和谐的国际关系。 

 

                                                        
①孙建中．论国际间相互依存[J]．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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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球环境问题中南北关系的非对称性分析 

2.1  全球环境问题概述 

2.1.1  全球环境问题的定义 

环境问题是指由于不可控的自然原因而引发的自然灾害，如：地震、海啸、泥

石流等，或是是由于不恰当的人类活动而造成的环境破坏，如：资源短缺、大气污

染、全球变暖、森林锐减，生物灭绝等等，其中人为因素是造成环境污染与生态失

衡的主要原因。如今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没有战火，没有硝烟，却如同战争一样，

残害着地球上的生灵，给人类的健康生活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挑

战。全球环境问题是环境问题在范围上的扩大与延伸，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逃避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总的来说，全球环境问题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环境问题不断国际化。最初的环境问题一般都是发源于某个特定的区域，

然后慢慢扩散开来，超出国界，危害整个地球和全人类的安全。例如，大气污染、

河流污染等，其影响涉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此外，全球环境问题不是一个国家或一

个地区所能解决的问题，整个国际社会必须达成共识，相互协调，进行国际环境合

作，唯有这样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才能得到妥善地解决。 

第二，环境问题趋于政治化。面对日益恶化的全球环境，各国在环境领域中的

活动日渐频繁，有关环境问题的会议、谈判、外交越来越频繁，国与国之间的沟通

与合作进一步加强。然而，由于各国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及共同责任与区别责任

等方面存在矛盾与分歧，环境问题时常引发各国之间的冲突与斗争。这些都表明，

全球环境问题作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问题，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第三，环境问题具有长期性。如今人类已经进入后工业化、信息化时代，但历

史上所产生的环境问题在地球上积累、组合，在当今社会依然存在。就其全球环境

问题造成的影响来看，它不仅威胁当代人的生活和发展，对后代人同样造成威胁。

此外，环境问题的解决也需要漫长的时间，要想恢复全球变暖、荒漠化等问题，需

要付出长时间的努力和巨大的代价。 

2.1.2  全球环境问题的根源 

一、环境问题的人口根源 

地球上的资源容不得人类无节制的开采与利用，人口过度膨胀的结果必将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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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据统计，目前全世界总人口已经超过70亿，预计到2050年世

界人口将超过90亿。发展中国家经济贫困导致它们的人口增长问题更为严重，而且

由于思想观念较为落后，人口的数量与规模也较难控制。一个地区人口规模的持续

增长，必然需要从环境中获取更多的生存所需资源，也必然会产生更多的生活垃圾

与废物，人类对资源的过度需求与消耗将超过环境供给资源的能力和净化废物的能

力，从而造成生存需求与资源供给之间的两难困局。 

二、环境问题的经济根源 

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公有资源具有共享原则，即各国有分享自然资源的权益，

同时也有管理和保护这些资源不受污染的义务。在国际公约中，对于利用南极、外

层空间等公有资源的利用与保护都有明确的规定。早在1959年通过的《南极条约》

中规定：“人类可以对南极洲进行科学调研，但是必须以促进世界和平为目的，任

何国际争端与冲突都不应在南极洲发生。”
①
1967年签订的《外层空间条约》中规

定“各国不能将外空占为己有，对于外层空间的利用应避免破坏地球环境”。
②
 

加勒特·哈丁的《公有地悲剧》中总结出：人类对世界公共资源的无节制使用

将导致公共资源过早枯竭。因为当一部人使用公共资源并获得环境利益的同时，就

减少了其他人使用这部分资源，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其他人，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温室效应，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给一些岛国带来灭顶

之灾，如马尔代夫的平均海拔只有1.5米，如果全球持续变暖，马尔代夫将从世界

上消失。此外，环境资源还与人们不合理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关，传统的经济发展模

式建立在高消耗、高污染的基础上，是不可持续的，其结果就是全球环境的不断退

化。 

三、环境问题的政治根源 

当前的环境问题不仅是人口问题与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国际政治问题，有着

深刻的国际政治根源，环境问题的国际政治根源表现为不平等性国际政治体系。在

国际政治体系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一方强势一方弱势，双方地位明显不对称， 

这种不平等的国际政治体系对全球环境问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政治上处于优势

地位的发达国家往往在环境领域也占有优势，目前很多有关环境问题的国际公约以

及环境领域的谈判大多是在发达国家的操纵之下完成，它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全球

环境领域中公平性的实现。 

                                                        
①万以诚．新文明的路标—人类绿色运动史上的经典文献[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369 
②国际环境保护总局．联合国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系列大会重要文件选编[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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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通过大量掠夺自然资源，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实现了工业化进程，他们

应该是当今环境问题的主要责任国，但是，他们对自己一个标准，对发展中国家则

另外一个标准，这种不公平的国际环境秩序，阻碍了世界各国在环境治理中合作的

积极性。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单独解决全球环境问题，进行广泛的环境合作是发达

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可否认的事实。然而，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环境合作必定要

重新分配全球自然资源与各国的环境容量，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发达国家的环境

利益。”
①
因此，发达国家并不愿意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深入的环境合作，这就很难

从根本上缓解全球环境恶化的趋势。 

2.1.3  全球环境问题的影响 

一、环境问题对国家主权的影响 

主权是一个国家对内最高权和对外独立权的统一，两者不可分割，共同构成国

家的根本属性。在环境领域中，主权原则也是不可忽视的。环境主权强调“各国无

论大小、强弱都有平等参与环境事务的权力，各国有权按照自己的环境政策开发利

用本国资源，但是不能损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环境”
 ②
。在处理环境事务时，环境

主权实质上是权利和义务的结合，是对国家主权绝对性、不可分割性的一种弱化和

限制。 

由于环境问题具有跨国界的特征，单靠各国政府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越来越

多的国际组织开始参与环境事务，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例如：“世界环境

与发展委员会、各国绿党、民间环境团体等各种环境组织在参与环境事务的过程中

对政府施加压力，从而影响国家环境政策的制定。”
③
这些权威性国际组织越来越

多的分享和限制了国家主权。除了社会组织高度重视环境问题外，各国的公民对处

理环境问题的方式和方法也投入更多的关注并广泛参与其中，使得政府在利用国内

资源、制定环境政策时必须遵从群众的意见，进一步导致国家主权的行使主体和行

使度大大弱化。此外，环保责任的国际化要求日益突出，在国际社会的监督与干预

下，一国的环境行为应本着对国际负责的态度，不影响其他国家的资源利用及全球

的生态平衡。由于一国在行使主权时需遵照国际环境公约，使得各国国家主权受到

各种各样的国际准则、规范、制度的约束和限制。因此，各国必须在保证主权完整

的前提下，在环境领域对主权做出适当的调整，适应新时期国际社会的新要求。 

                                                        
①丁金光．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新思路[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8（2） 
②王晓梅．全球环境问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J]．当代世界，2008（5） 
③李双歌．论环境问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D]．吉林大学，20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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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问题对国际安全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类面临着新的复杂的全球性安全问题，安全的范畴不再

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军事、政治安全，涉及文化、环境等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

出。安全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内容也进一步扩大，当今的国家安全不仅包括军事、

政治与经济安全，还包括资源、环境安全等多个方面，是它们的有机结合，统称为

“综合安全”。 

全球环境问题的出现对各国传统安全的破坏是前所未有的。首先，它给世界各

国及其公民带来了生存和发展的挑战。例如，全球气候变暖对一些岛国和沿海地区

的威胁是最大的，很可能威胁其生存权益。其次，环境问题是国际冲突爆发的重要

因素，容易引起紧张的国际局势，如今自然资源越来越匮乏，各国都想获得更多的

生存资源，它们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争夺，往往引发冲突甚至是战争。此外，资源的

短缺造成大量的环境难民，这些难民跨国迁移到其他国家，如果安置不妥，不仅会

加剧原来国家的动荡，还会给涌入国乃至周边地区带来不安和压力，很可能导致地

区性冲突。 

由此可见，在世界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环境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

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环境问题逐步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环境安全被

各国纳入国家安全体系，成为各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目标。美国、日本等发达国

家纷纷将环境安全列入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环境问题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把环境威胁视为一种新的安全威胁并在政治层面给予极大的关注。在发达国家制定

环境安全战略目标时，“发展中国家还在与贫困落后做斗争，在经济落后与环境恶

化的双重打压之下，发展中国家虽然也已经认识到环境安全的重要性，但是却力不

从心，没有过多的经历全身心投入到制定环境安全的战略中。”
①
 因此，对发达国

家而言，环境安全是维护安全利益、巩固主导地位的基本保障，而对发展中国家而

言，环境安全是改善落后现状、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 

2.2  南北关系非对称性的具体表现 

2.2.1  国家经济实力的不对称 

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使南北双方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中国家被迫

以极低的价格出售他们的初级产品以换取发达国家昂贵的工业制成品。由于经济落

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依赖性和脆弱性较高，发达国家的任何经济调整

                                                        
①王茂涛，彭庆刚．环境安全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M]．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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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让发展中国家无所适从，进而导致南北双方在国际贸易中利益非均衡分配，结

果导致贫者越贫、富者越富，南北之间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 

由于早期殖民主义的侵略，独立后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贫困落后的状况，历

史和现实迫使他们必须选择发展经济来解决温饱问题，而他们唯一具备的发展条件

就是大自然的馈赠使它们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因此，它们把宝贵的自然资源出口

到发达国家来换取经济增长，这种只顾眼前利益的行为，进一步恶化了发展中国家

的生态环境。加之，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意识不强，没有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性，他们普遍追随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理念和工业化模式，实行向自然索取的工

业化发展战略，“最终导致发展中国家艰难的与贫困落后抗争，根本无暇顾及环境

资源的枯竭，而发达国家已经过上了享受型的生活，他们更担忧环境污染对人类的

危害，更关注的是如何保护生态资源。”
①
 冷战后，环境问题日益在国际关系中占

有重要的地位，出于对自身环境安全的考虑，发达国家纷纷展开外交攻势。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根本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提并论，因而在环境规则的制定

中，发展中国家往往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没有足够的发言权，也无法提出自己的

利益诉求，即使是客观理性的提议也很少被发达国家采纳，因而在环境领域它们只

能听从发达国家的指挥。而发达国家的强硬姿态是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做后盾的，

它们往往是环境规则的制定者，在国际环境会议中，它们不顾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困

难与客观情况，一味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标准，“制定对自己有利的环境条约，强

制发展中国家遵守与执行，或者改变对自己不利的环境制度安排，按照自己的意愿

行事，最终导致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国际环境条约与规则的约束”
②
，无

法全力加速经济发展进程，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也将进一步拉大。发达国家的这

种行为严重阻碍了国际社会进行环境合作的积极性，更打击了发展中国家参与保护

环境的热情。发展中国家并不是全然不顾环境问题，而是在经济落后的现实条件下，

发展经济才是首要任务，只有经济发展壮大，才能够在环境事务中发挥自己的优势，

在环境会议中尽可能多的发出自己的声音，改变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现实条件的环境

规则，尽早摆脱发达国家在环境领域的干预与控制。 

2.2.2  环境治理能力的不对称 

经济实力的不对称直接导致双方在环境治理能力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差距。发达

国家的环境保护工作起步较早，政府制定了严格的环境标准与环境法规，大力增强

                                                        
①钱箭星．可持续发展中的南北关系[J]．现代国际关系，1998（5） 
②任雪萍，杨素群．论当前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南北关系[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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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力度，给整个社会营造了一个严肃的环保氛围。此外，各种社会团体和广大人

民群众也积极参与其中，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与引导作用，进一步提升了国家整体的

环保意识。而发展中国家并没有给环境保护以高度的重视，在它们整体发展理念里，

解决贫困问题才是第一要务。在环境治理方面，发达国家拥有更加先进的环保技术

与环境管理经验，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支撑大力发展环保事业，如今它们的环保产

业已经快速发展成为其“朝阳产业”，更为突出的是，通过环保技术的发展，发达

国家在环境治理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它们已经把重点放在对环境问题的预防

上”
①
，从而降低日后环境问题的发生概率。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客观条件的种种限

制，在应对环境变化时往往比较脆弱与敏感，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更是无法在环境

保护领域给予过多的资金投入，虽然人口资源丰富但却缺乏环境治理方面的相关科

技人才，工业化加速前进但是并没有给环保产业过多的发展空间，发展中国家往往

承载着过多与自身实力不相称的环保义务，因而环境问题有增无减。 

除此之外，发达国家在率先完成国内环境污染治理、开发环保技术后，将其余

的环境污染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通常将破坏自然资源的企业建在发展

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生产，再通过进口的方式满足自身需求，一方面降低生

产成本，一方面又能保护自己的生态环境。发达国家倡导清洁生产，但是他们的造

纸业却是通过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纸浆来维持的，而发展中国家缺乏相关技术，无力

解决纸浆生产过程中存在的严重污染问题，导致森林面积锐减和水土流失。可见，

发达国家保护环境的手段是以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为前提的。发展中国家接受发

达国家的投资后在本国进行加工生产，是在消耗自己的资源替发达国家承担过高的

环境成本，而发达国家在此过程中不仅获得了制成品也享受到了环境利益。长远来

看，这是一种损人又不利己的行为，发达国家虽然在近期过多的抢占了全球资源，

但是自然资源的破坏将引起一系列地区性甚至全球性的生态恶果，没有任何一个国

家能够幸免，总有一天会威胁到发达国家的资源利益需求。 

2.2.3  国际话语权的不对称 

国际话语权就是指“一国凭借自身的经济政治或者军事方面的优势地位，在国

际事务中，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与意愿，按照自己的国家利益制定标准与规则，

并可以根据自己的观念与对国际事务的了解做出判断与评定，从而掌握在国际关系

中的主动权”
②
，免受他国干预。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各国围绕环保、气候等环

                                                        
①卢静．环境问题与南北关系[J]．外交学院学报，2003（3） 
②梁凯音．论国际话语权与中国拓展国际话语权的新思路[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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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问题的话语权争夺越来越激烈，只有在环境领域具有充分的话语权，才能够主导

环境事务的发展趋势。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话语权明显不对称。从20世纪80年

代到现在，国际社会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进行了多次磋商与谈判。发达国家与发展

中国家围绕责任分担、减排标准、资金技术援助等问题，进行了艰难的协商，仍然

存在分歧。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过度增长与经济的加快发展，在工业化生产中不可避

免的要消耗更多的化石燃料，对全球气候变化造成的负面影响我们无法否认只能面

对。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经济增长，扩大煤炭与石油的消费，

在世界与能源有关的二氧化碳排放中，发展中国家的排放占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

的40%多。”
①
但是 “从历史上看，发达国家过去的工业化也消耗了过多的化石燃

料，它们的温室气体排放在时间跨度上超过发展中国家。从人均排放量来看，发展

中国家的人均排放量要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由于发达国家的人们普遍过着享受型的

生活，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生活质量也高于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导致它们的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比发展中国家高出不止十倍。”
②
此外，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

体排放往往是一种基本需求，是为了生存而不可避免的排放，而发达国家的温室气

体排放却是一种超出生存需求之外的具有更高要求的奢侈性排放。因此，可以断定

发达国家才是导致全球变暖的始作俑者，应该正视自己的历史与现实，在气候变化

问题上积极主动的承担更多的责任。 

然而，一些发达国家却不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指出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

面，如果发展中国家不采取行动，单靠发达国家的努力也是徒劳。它们强调环境的

整体性，不断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共同承担责任，它们的根本目的就是想通

过制定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经济承受能力的节能减排要求，遏制发展中国家工业发展

的势头，增加其工业制成品的环境成本，降低其在国际贸易中整体竞争力，在限制

发展中国家发展速度的同时，也能保护本国的市场。在技术转让与财政援助问题上，

发展中国家最初希望发达国家承诺以“特许和优惠条件”提供技术转让，能够让发

展中国家负担得起。但是发达国家并没有遵守约定，而是在援助问题上寻找各种借

口，不仅拖延资金的援助，还在技术援助中提议以技术合作代替技术转让，声称这

是为了保护国家知识产权，鼓励发展中国家自主研发进行技术创新。发达国家凭借

其在气候谈判中的发言权，淡化“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少承担或者不承担节能

                                                        
①徐再荣．全球环境问题与国际回应[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7：212 
②邵锋．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国际利益与中国的方略[J]．国际问题研究，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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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的义务，推迟甚至放弃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援助，不但没有给发展中国家

一定的帮助与支持，反而还进一步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步伐。 

2.3  南北关系非对称性的主要根源 

2.3.1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分歧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我们需要从整体上进行分析，不能将

两者割裂开来。一方面，经济的过度发展可能会危害到生态环境，但也能提升环境

治理的能力，为保护环境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保护环境能够为工农业

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自然环境，在生产过程中免受资源及生态的约束，进而为促进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 

发展中国家强调经济发展的优先性，认为经济发展应该排在环境保护的前面，

因为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够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及其他物质条件，加大力度对环

境进行治理。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不仅经济条件贫困落后，而且环境也日益遭到

破坏，在这种双重压力之下，它们更希望尽早摆脱贫困问题。目前，大部分发展中

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以出卖劳动力与自然资源来实现的，由于缺乏科技人才，缺乏

创新技术的研发，它们资源的利用效率很低，只能过度向大自然索取资源，导致资

源的严重匮乏。加之，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环境标准低的特点，将在国内无法

生产的一些高污染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这些企业大部分为劳动密集型

企业，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对于人口过度膨胀的发展中国来说，无疑是一种发展经

济的较好的条件。然而，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与利益面前，选择了利益，必将在日后

尝到自己酿造的苦果。所以说，“对于连温饱都不能完全解决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大谈特谈环境保护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①
 

发达国家则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认为经济发展应该让位于环境保护。在环

境与发展大会的筹备过程中，一些发达国家的发言提纲都具有明显的“重环境、轻

发展”倾向。发达国家虽然承认它们过去的工业化加重了整体的环境污染，在历史

层面上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威胁，但是，它们更加突出强调发展

中国家正在揭起工业化浪潮，对环境构成了现实的威胁，而且发展中国家人口急剧

膨胀和贫困问题的加深，对环境的危害也要大于发达国家。它们要求发展中国家改

变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放缓经济发展的步伐，把环境保护放在突出重要

的位置。发达国家的这种观点并没有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条件、环境治理

                                                        
①程湖．全球环境问题中的南北关系[J]．国际论坛，2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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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等现实条件的制约，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大力宣扬环境保护，并且在国际环境领

域的行动中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这样做的真正目的是想借环境保护控制发展中

国家的发展速度。 

2.3.2  限制主权与尊重主权的分歧  

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承认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进行环境合

作共同治理，但是双方在环境合作过程中主权问题的归属上存在分歧。发展中国家

认为在环境领域各国应尽量保持主权的完整性，充分尊重彼此的主权，不能借口环

境合作而对其主权进行干涉与控制。各国对环境资源的开采与利用、环境法规的制

定与实施都属于各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容不得他国过分干预。发达国家则认为，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共同享受着大自然对人类的馈赠，全球环境恶化，没有

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幸免。各国“必须改变以往各主权国家各自为政的状态，过去被

认为是绝对的、排他的主权，在生态危机面前需要对其中一部分进行相应的限制，

各国的任何环境行为都应自觉接受国际机构的监督。”
①
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的环

境主权被国际上各种环境机制，社会中的各种环境非政府组织部分的分享与利用，

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一国的主权，因此，我们有必要改变传统的主权观念并对其

进行适当的修正。 

随着国际社会对传统主权的淡化，主权让渡与主权干涉现象日益突出。主权让

渡主要是指“一国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的最大化，将自己的部分主权转让给其他国

家或国际组织，但是这种行为必须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而且能够保证在任何情况下

收回主权。”
②
随着各国生态保护意识的深化与提升，各国积极参加国际环境会议，

纷纷参与国际环境政策的制定，大力支持国际环境合作，给主权的让渡提供了多种

可能。随后，权力逐渐从各个国家转向各种国际组织，为了本国的经济发展和加强

环境保护能力，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将一部分环境主权让渡给了国际组织及多边协

定。例如，巴西在经历了环境问题的严重危害后，“开始改变以往与自然对立的传

统观念，积极谋求与国际组织合作，共同应对亚马逊热带雨林地区森林破坏严重的

问题”
③
。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发达国家拥有

一定的现实能力在环境治理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它们不得不

在环境保护的行动中给予发展中国家额外的援助，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应给

                                                        
①程湖．全球环境问题中的南北关系[J]．国际论坛，2000（5） 
②黄全胜．环境外交综述[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20 
③[美]梅尔·格托夫．人类关注的全球政治[M]．新华出版社，200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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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适度的扶持，这其实也是要求发达国家间接转让部分环境主权。 

虽然各国为了改善全球环境，都或多或少的转让了部分国家环境主权，尤其是

发展中国家，它们在发达国家的压力之下，被迫出让国家环境主权给相关的国家环

境组织。而发达国家却在操控国际环境组织的过程中对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横加干

涉。例如，应对气候问题上，发达国家理应在节能减排行动中发挥带头示范作用，

“但是他们却在减排目标上与发展中国家讨价还价并提出各种苛刻的要求，迫使发

展中国家出卖部分主权来换取发达国家的资金与技术援助。”
①
因此，对于有利于

环境合作的行为，发展中国家有必要做出适当的让步，但对于发达国家侵犯主权的

行为则坚决不能让步。 

2.3.3  共同责任与区别责任的分歧 

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分配各自的责任，成为双

方争议的焦点。发达国家认为，在环境恶化的问题上，各国应该共同承担责任，因

为发展中国家目前的工业化进程对环境的影响并不低于发达国家历史上对环境的

破坏。而发展中国家持完全对立的观点，它们认为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 

因为无论是追溯历史，还是分析现状，发达国家对环境问题都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从历史上看，上世纪发达国家的工业革命是以牺牲地球环境为代价完成的，而

且历史上它们大量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导致如今发展中国家资源紧缺。正如《世

界资源报告》（1994—1995年）所指出的那样：“发达国家消耗自然资源并从中获

利，但是它们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大部分却由发展中国家承受。”
②
从现实来看，

如今世界污染排放总量的约70%来自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无论在人均排放量还是污

染排放总量上均超过发展中国家。而且，发达国家具备一定的经济与技术实力，有

治理环境问题的能力，发达国家应该在全球环境保护行动中起带头作用。当然，发

展中国家应抓紧解决国家内部贫困问题，妥善处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不能在环境

问题中拖世界的后腿，争取早日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发挥推动作用。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双方的责任分担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它是指在全

球环境治理方面，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都应该主动承担环境责任，共同

应对环境恶化现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责任的大小问题上应该采用不同的

标准、不同的方法加以区别，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应该承担大部分的责任。”
③
发

                                                        
①张骥．论全球环境问题对当代国家主权的影响[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3） 
②张海滨．环境与国际关系：全球环境问题的理性思考[M]．2007：235 
③金瑞林．环境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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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国家应该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例如：有些发展中国家生态脆弱性较

高，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也很高，加之物质条件与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在解决国际

环境问题中，应当给予其适当的资金支持、技术援助及较长的过渡期等特殊待遇”，

并且“适当放宽它们承担环境责任的范围”
①
。 

该原则作为指导国际环境合作的基本标准与重要原则，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却

面临一些问题与挑战，其中这些问题主要来自发达国家。一些发达国家为了尽可能

少的承担环境责任，在环境治理中过分强调共同责任，弱化区别原则，自己承担义

务的同时，还得拉上发展中国家同其一起尽环保义务，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这一

原则的合理性与公正性。 

 

 

                                                        
①姚天冲．浅析“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J]．新远见，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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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对称视角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困境 

3.1  中国生态文明思想的演变 

3.1.1  重视生态环境保护  

1972年，中国派唐克等人出席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在生

态环境保护领域开展的外交活动。此次会议使得中国深刻的认识到良好的环境对经

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中国开始重视全国的生态恶化现象。从此，生态环境保护

问题逐渐进入中国的重要议事日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

要问题，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由此艰难起步。 

1973年8月，为了积极响应我国在国际环境领域取得的理事国地位，我国在首

都北京召开了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这次会议对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具有里程碑似

的意义，是中国在生态环境领域迈出的重要一步，有效促进了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的全面开展。1974年5月，我国成立了第一个环保机构——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

小组，它的主要任务是对全国的环保工作进行统一全面的管理并开展有效严格的监

督。在此带动下，“我国各个省份、各个城市与地区的环境管理机构也陆续建立，

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污染源调查和污染防治，并制定了保护环境的长远规划。”
①
1979

年9月，我国颁布了《环境保护法（试行）》，该法律是我国在环境领域制定的第

一部正式的、具有法律效应的、带有强制性的环境保护法规，对我国的政府、企业

及个人的环保行为做了明确的规定。1983年，我国在第二次环境保护会议上将环境

保护确立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从国家政策层面给予环境保护以高度的重视，并制定

了中国环境保护的总体目标。此后，环境保护作为一条重要内容被写入以后政府工

作报告，极大的增强了全民的环保意识，对我国开展环境保护工作产生了极大的推

动作用。1989年12月26日，我国实施了新的环保法，“在1979年的试行环保法的基

础上做了一些修正与完善，这充分说明我国在环境保护法规的制定方面取得了令人

满意的成果。”
②
本阶段，中国还颁布了一系列法律、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我

国在环境立法方面做出了重大的突破并取得了有效的成果，各种有关环境保护的法

律逐渐在我国形成法律体系，这些充分表明我国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环境保

护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①张坤民．中国环境保护事业 60 年[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6） 
②张连辉．1953—2003 年间中国环境保护政策的历史演变[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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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召开将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推

广，使得可持续发展思想从一种简单的理论转变成整个国际社会的行动指南，极大

的推动了中国环保事业的发展，使得中国的资源环保事业由单纯地强调“环境保护”

阶段向“可持续发展”阶段推进。在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后，我国政府也开始关注

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问题，积极采取行动并通过了一系列相关文件。 

 

表 3-1  关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相关文件及内容 

时间 相关文件 主要内容 

1994 年 《中国 21 世纪程》 详细阐述了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将可持续发展

战略作为我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目标与保障。

1997 年 中共十五大报告 首次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保护环境的基本国

策，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
①
”

2002 年 中共十六大报告 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改善生态环境，推动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

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②
” 

2003 年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

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③
。 

 

此阶段，我国继续重视环境保护的相关工作，并在全国范围内严格贯彻执行， 

更是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长期的、完整的目标认真完成。我国在强调经济、社会

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它们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使得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可持续发展

战略的重要内容，进一步赋予了生态环境保护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更为深远而重

要的意义。 

3.1.3  提出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在全球环境不断恶化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在发达国家的

严格要求与强力约束下，为了有效的解决自身的生态问题，也为了配合世界各国开

                                                        
①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上的报告.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3/content_704808.htm 
②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上所做的报告.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11/17/content_632260.htm 
③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sbjszqh/ziliao/detail_2013_ 
10/30/30805317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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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环境合作，维护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环境大国的形象，中国积极寻求环境保护与经

济发展的平衡点。尽管我们党始终强调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但是我国环

境恶化的趋势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因此，我国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 

 

表 3-2  关于“生态文明思想”的相关文件及内容 

时间 相关文件 主要内容 

2007年 党的十七大报告 首次将“生态文明”写入党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建设

生态文明，并在全社会范围内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

①
 

2010年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 “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

水平，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增强可持续发展能

力。”
②
 

2012年 党的十八大报告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

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

全过程。”
③
 

2014年3月 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

会议 

“加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督。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

丽中国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加快生态补偿机制建设，

落实生态补偿政策。”
④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对生态环境问题及其解决途径的认识和探索，是一个不

断深化的过程。在经历了 “环境保护”阶段和 “可持续发展”阶段的不断积累之

后，我们党最终找到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之路，即建设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

并将其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这是我国在充分认识生态环境问题本质的基础上所

作出的重要决策。 

                                                        
①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4/content_6938568.htm   
②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新华社，2010-10-18.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 
67507/12984434.html  
③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网，2012-11-18http://cpc.people.com.cn/n/2012/ 
1118/ c64094-19612151.html  
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新华社,2014-3-16.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3/16/ 
c_119789928_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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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与分歧凸显 

3.2.1  内部经济发展不均衡 

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水平相似，具有共同发展理念与共同的利益需求，在环境

问题的处理中往往具有坚实的合作基础和强烈的合作意愿。其中77国集团的成立就

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谋求合作的根本体现，其目的是增强发展中国家在重大国际事务

中的发言权与谈判能力，合理合情的阐述自己的要求与意愿，联合起来与发达国家

抗争，为自己赢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与更强的发展实力，是推动南南合作的一股不可

磨灭的力量。中国虽然不是77国集团成员，但一贯重视与77国集团的合作，并与其

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发展中国家以“77国集团+中国”模式在气候问题中平等协

商并且联合行动，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权利而集体发声以求尽可能的摆脱发达国

家的压制。这种集团模式在签订《京都议定书》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制定“巴

厘路线图”中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这种集团模式在哥本哈根会议后由于部

分发展中大国的崛起而开始破裂，导致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矛盾与分歧日益凸显。 

在这个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集团中，其内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差

距。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与国际地位提升的速度超出国际社会的想象，中国

以每年 8%—10%的经济增长速度飞速发展，如今已经成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但

我国的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随之迅猛增长。由于人口过度膨胀、粗放型的经济发展

模式以及工业发展过程中过度依赖化石燃料等原因，中国已经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

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据统计，“2007 年，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排放总量的

22.7%，位居世界第一，中国能源消耗的年增长率为 4.5%”
①
，并将一直保持增长的

趋势。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经济总量、温室气体排放还是能源消耗来看，中国与七十

七集团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从而动摇了中国与七十七国集团的共同利益，使

得很多成员国都认为，以中国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有一定的条件与能力同发

达国家一起承担节能减排的义务。再加上，发达国家表示，如果其他发展中国继续

与中国合作，将无法获得发达国家的资金与技术援助。因此，对于想要获得援助的

国家来说，它们“迫切希望实力日益增强的中国能够切实减排，放弃原来以发展中

国家身份而不承诺减排的原则和做法”
②
。也正因为如此，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为

了获得生存权益的部分小岛国家与为了赢得发展权益的最不发达国家，它们突出强

                                                        
①严双伍．中国与 G77 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分歧[J]．现代国际关系，2010（4） 
②孙学峰，李银株．中国与 77 国集团气候变化合作机制研究[J]．国际政治研究，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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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中国的经济发展实力已经超过普通发展中国家，不能在减排目标上有所松懈，如

果中国继续以较低的标准要求自己只会进一步加大它们的生存压力。为了应对压

力，中国与巴西、南非、印度等部分新兴发展中国家合作，形成了新的气候集团—

—“基础四国”，使得中国与七十七国集团之间的矛盾升级。因此，我们认为，中

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崛起，明显动摇了其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使其与七十七国集

团在气候领域中的合作基础日渐削弱，甚至可能难以延续。 

3.2.2  气候谈判中利益分化 

由于发展中国家内部经济发展很不均衡，各国追求的目标也不尽相同，有的是

为了谋求生存权益，有的是为了满足基本生活，有的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强大，因此

在节能减排的目标上发展中国家内部出现了很多不和谐的声音，这种分歧在发达国

家的挑拨下进一步加深，甚至难以调和。目前，这些发展中国家主要分化为“最不

发达国家”、“小岛国联盟”、 “欧佩克”、“基础四国”等不同利益集团。 

在气候谈判中，中国虽然一直保持与发展中国家相同的立场，但是由于各国本

身发展的差异性与复杂性，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并不能始终一致。由于发展中国家内

部各国由于地理位置、工业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导致它们对气候变化问

题的敏感性与脆弱性也不尽相同。发展缓慢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它们的经

济水平低，因此温室气体排放量很小，没有减排的压力，主张全面的减排工作；小

岛国家联盟由于环境脆弱，海平面低，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更大，加之自身的排放量

也很小，也提出了更为苛刻甚至难以达到的减排标准，在没有考虑各国现实发展状

况的前提下强烈呼吁世界各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从而给发展中大国带来了巨大

的减排压力。欧佩克成员国则担心节能减排会影响到国际石油市场，进而影响其经

济发展，而且经济结构与减排结构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故欧佩克在节能减排问

题上表现消极，一再拖延；而对中国而言，“中国既想本着为全人类负责的态度在

全球变暖的问题上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又担心过早地承担硬性减排目标会

影响或限制其未来的经济发展空间”
①
，在这种两难的困境下，中国很难给予世界

一个明确的答复和承诺一个具体的标准。可见，中国与七十七国成员在国际气候谈

判中存在较大的分歧，一些观点与立场也很难在短期内协调成功。 

在节能减排目标方面，由于小岛国家联盟地理位置特殊，生态环境的变化致使

其付出的代价过高并且承受的损失巨大，它们最担心全球海平面上升对自身生存的

                                                        
①肖兰兰．气候领域的“G77+中国”[J]．世界环境，2009（11） 



 28

威胁，从而导致该利益集团对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特别敏感。它们认为，“控制温

室气体排放量对于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或许只是发展问题，而对于它们小岛国家而言

却是生存问题”
①
，因此它们对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指标比其他各国的要求都高。

早在2009年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小岛国家就提出了1.5°C和350ppm的限排目标，

而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接受发达国家2°C和450ppm的减排要求”
②
。中方的

这一限控目标与部分小岛国家的目标要求相差较大，这使得小岛国家为了自身的生

存，逐渐背离发展中国家阵营，谋求与发达国家的合作。 

在国际气候援助资金分配上，最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因而温室气体排

放量很小，它们主要关注自身经济发展的问题，急需国际社会的资金与技术援助。

在有限的资金援助下，每个发展中国家都希望获得尽可能多的资金援助。加之，“发

达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支持，较多的采用“市场”的方式来完成，”

③
这必定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的竞争。由于经济水平、自然环境和政治实力等

方面的优势，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要比小岛国家与不发达国家获得更多的援助，

这更加剧了它们对中国的不满。这些小岛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很可能为了暂时的利

益向发达国家低头，成为发达国家制衡发展中国家的一颗棋子，进一步导致发展中

国家内部矛盾分化。 

3.3  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冲突与竞争加剧 

3.3.1  散布“中国环境威胁论” 

伴随着中国逐渐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国的经济、军事、科技等各个

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中国的发展模式甚至已经成为不少发展中国家效仿的典范，

中国崛起的势头日渐明朗，逐渐成为国际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方力量。然而随着中

国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及国际话语权的迅速提升，各种形式的“中国威胁论”日益高

涨。“中国环境威胁论”就在这一背景下被发达国家抛出加以利用，鼓吹中国的环

境污染正在严重威胁周边国家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安危。 

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陆续掀起了“中国环境威胁论”的浪潮，

成为“中国环境威胁论”的主要推动者。发达国家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广大民众，都指

责中国低效率的能源利用加重了全球能源紧缺现象，无论是新闻界还是学术界，都

传言中国不注重环保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美国认为，中国对美
                                                        
①张莉．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及影响[J]．现代国际关系，2010（10） 
②曹亚斌．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小岛国家联盟[J]．现代国际关系，2011（8） 
③严双伍．中国与 G77 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分歧[J]． 现代国际关系，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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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军事与经济威胁在全球化背景下日益减弱，而生态环境威胁却不可控制的逐年

上升。日本、韩国作为中国的邻国，出于地缘政治及本国利益的考虑，对中国充满

指责与抱怨，认为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很容易危及到它们的环境安全，并认为它们

所遭受的酸雨、沙尘暴等问题主要来自中国，这些国家毫无根据的言论进一步助长

了“中国环境威胁论”。 

西方发达国家散布的“中国环境威胁论”，实际上是从发达国家的自身利益需

求出发，夸大了中国环境问题的负面影响。中国的“环境威胁论”绝不是指中国的

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到危害他国的地步，也不能说是中国有意利用环境问题威胁他

国，其中隐含着强烈的政治意图，“主要目的是限制经济实力日益强大的中国的发

展，限制中国的发展所需要的环境容量。现实情况是，世界上某些发达国家完全可

以通过环境因素掌握话语权和国际环境规则的制定权，从而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空间。”
①
 “中国环境威胁论”试图将中国定义为过度消耗全球资源、严重污染全

球环境的不负责任者，这样当中国为进一步发展经济提出环境容量要求时，一些国

家便有理由认为中国已经拥有过量的环境权利，以此来拒绝中国对环境资源的正当

要求，对中国进行环境遏制，限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它们却忽视了中国环

境治理方面历史不利、地理不利、发展不利的现实困难。”
②
发达国家的这种说法，

忽略了中国在环保方面的努力，在没有对中国生态保护进行客观公正的分析的前提

下，就向整个国际社会宣称中国是环境污染大国，中国政府对生态环境是不负责任

的，并且“要求中国接受它们提出的各种苛刻的不符合中国客观实际的要求，严重

阻碍了中国的发展步伐”
③
 ，给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环境外交设置了舆论和道德障

碍。 

3.3.2  设置绿色贸易壁垒 

绿色壁垒是指世界各国在进行经济贸易往来时，“制定一系列严格的环境标准

和苛刻的环境法规，对有关生态破坏或环境污染的贸易行为进行管制，从而在一定

程度上阻碍了自由贸易的顺利进行。”
④
如果一国设置的绿色壁垒是以保护生态环

境为目标，那么这种绿色壁垒就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是一种合理的保护手段，有

利于保护全球生态环境免遭破坏，因而应予以肯定。但是，大部分发达国家却把设

置绿色壁垒作为保护本国市场并且阻碍国际市场自由竞争的一种贸易保护手段。 

                                                        
①于宏源．国际气候环境外交：中国的应对[M]．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3：56 
②范亚新．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的历史进程[D]．中国政法大学，2011 
③于宏源．全球环境治理的两重性与“中国环境威胁论”[J]．国际政治论坛 2008：48 
④王前军．国际环境合作问题分析[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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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工业化程度都比不上发达国家，因而它们的产

品在环境指标方面也很难达到发达国家的严格要求。因此说，“并不是所有的国家

都可以适用绿色壁垒，设置绿色壁垒的前提是本国国内有严格的环境制度和较高的

环境标准”
①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没有这样的科技水平，无法采用这种手段保护

本国市场。随着传统的关税壁垒的影响力及对发展中国家的限制作用日渐退化，发

达国家为了更好的发展本国经济贸易，不得不寻求新的手段，而绿色壁垒的出现在

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发达国家的利益需求，成为发达国家在国际市场上阻碍自由竞争

的最好的实施手段。在人力、资源等不占优势的加工生产领域，发达国家可以利用

绿色壁垒保护本国相关市场免受发展中国家的威胁，而在技术、研发等具有优势的

新兴科技领域，发达国家就大力呼吁绿色贸易，制定发展中国家以目前能力无法达

到的环境标准，增加发展中国家的生产难度与生产成本。由于发展中国家能力有限，

在环境标准的设定上往往低于发达国家，使得发达国家乘机将本国污染严重的企业

建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一方面能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能源资源，另

一方面又能减轻自身的环境压力。所以说，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才是绿色

壁垒的最大牺牲者。 

具体到中国的国际贸易实践，我国生产的大部分产品技术含量较低，通过为发

达国家加工零部件赚取微薄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产品对国际市场的环境

变化带有更加强烈的敏感性，因此，发达国家设置的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本来就脆

弱的产品而言是致命性的打击。此外，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进程以后，十分注重

国家的生态环境保护，很早就开始了环保行动，而且民众的环保意识普遍较高，他

们对于产品的环保性能及指标都有严格的衡量标准。和这些国家比起来，我国环境

指标较低，因而生产的很多产品在自己国家内部符合标准，却无法达到国际市场上

发达国家的“绿色标准”，进一步阻碍了我国的国际贸易顺利进行。 

3.3.3  转嫁生态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转嫁是指环境标准高的地区通过贸易、投资等形式将污染企业、产品、

设备等污染物转移到环境标准低的地区，“其目的就是将自己造成的环境污染推卸

给他人，减轻自身的环境治理压力，让他人承担更多的环境治理责任，从而使自己

利益最大化。”
②
污染转移在世界范围内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一部分国家经济

发展足够强大，与另一部分国家的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的情况下产生的。就目前来看，

                                                        
①郝园园．绿色壁垒的滥用与缺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博弈[J]．经济与管理，2006（2） 
②于宏源．国际气候环境外交：中国的应对[M]．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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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处于这样一种不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之下，因此，污染转

移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 

污染转嫁的途径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转移污染物和劣质产品，属于直接的危

险废物的输入。发达国家将发展中国家视为低劣产品的倾销地，将在本国工业生产

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有害废物输送到发展中国家，从而节约大量的用于环境治理的资

金，缓解其国内的环境压力。另一种是最为常见的形式就是通过投资的方式转移环

境污染企业、行业和设备，属于间接的污染转嫁，相对于直接污染物质的转移，跨

国公司转移污染产业的现象更隐秘而且难于规制。由于发达国家公民环保意识、环

境标准、环保法规都比发展中国家要求严、标准高、内容全，发达国家的公司为了

降低生产成本，就利用发展中国家急于发展经济的心情，将破坏环境的工厂转移到

发展中国家。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达国家向我国输出了大量污染物质，并将其高污染企业

转移到我国，这种行为在改革开放初期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这种经济

增长却是以资源的快速枯竭和环境严重污染为代价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具备发展

中国家的一些普遍特征，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以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的制造业为

主，基本上不掌握对核心技术的研发以及关键零部件和设备的生产，这从根本上决

定了工业化发展道路只能依赖于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低成本的资源环境优势和低

技术水平的产品加工组装优势，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又通过贸易形式把这种资源要素

出口到发达国家。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重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发展模式造

成的实际后果就是使中国资源和环境的压力陡增。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实际是把环境

资源容量过度地出卖给发达国家，资源早晚有耗尽的一天，这不仅加重了中国的环

境压力，也会间接影响到全球范围内的环境。这充分说明中国要从根本上摆脱环境

持续恶化的境况和“环境威胁论”的基调就必须对工业化进行升级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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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非对称性视角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4.1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 

4.1.1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迄今为止，虽然我国的经济发展总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是我国的经济增长却是

在资源粗放型的发展方式的基础上完成的。我国应该改变过去那种只注重经济增长

而忽视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逐渐向资源集约

型发展方式转变。我国应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使得双方相互协

调、相互促进、齐头并进。 

一方面，加大力度调整目前落后的产业结构。过去我们过多的关注企业发展所

能带来的经济效益，忽视了资源成本与环境容量。如今，我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就要摒弃传统依靠大量劳动力和各种环境资源的老路子，将现代高科技手段引入其

中。推进节能减排，大力开发环保技术，给予环保产业、生态旅游等新兴产业足够

的发展空间。逐步提升绿色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把绿色、生态作为产业结构

调整的抓手，使得产业结构建立在节能减排，生态良好的基础上。 

另一方面，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通过经济手段激励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生

态补偿机制的提出要求人们改变生态资源是公共物品并且可以无偿使用的观念，它

是一种全新的生态环境管理手段。过去人们认为环境的污染者就应该是环境的治理

者，而现在人们需要在这种理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生态保护意识，如今要想在环

境中获得一定的收益必须支付一定的费用，这已经成为资源有偿使用的基本要求。

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进行收费，使得很多企业不能像过去那样无节制的消耗资源，而

应在生产过程中将资源的消耗纳入到生产成本中，从而迫使许多企业改变过去的经

营管理模式，提高企业开发新能源的技术以达到尽可能的充分合理利用现有资源的

目的。只要这样，才能把资源的消耗与占用率降到最低，在提升企业整体竞争力的

同时，为保护自然资源尽一份力。 

中国在传统的环境污染治理方面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政策体系，但是这些法

律基本上都是按照“污染者付费”的原则进行事后防治，未能对环境保护起到预先

控制的作用。因此，在生态保护领域，我们需要在对生态环境问题的事前预防方面

开拓思路，生态补偿机制将过去政策上的拘束手段转变为如今经济上的激励手段，

在一定程度上调动大家保护生态资源的积极性，进一步加快生态良好社会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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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我国有关生态建设的经济激励政策还不够完善，相关

主体利益分配不公平的现象时常发生，因为任何市场手段都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因

此，我国的生态补偿机制应该将政府引导与经济激励结合起来，在充分发挥市场激

励作用的同时，还应该加强政府的调控手段，“按照“谁受益谁补偿、谁开发谁保

护”的原则，逐步加大补偿力度”
 ①
，完善补偿内容，丰富补偿形式，推进我国的

生态补偿机制日益规范，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为实现生态良好的文明社会

做出应有的贡献。 

4.1.2  完善生态法律体系 

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政策法律的支持，多年来，我国政府不仅积极参加

国际环境条约的制定，并且严格履行国际公约中规定的义务，在自己国家内部也制

定了许多生态保护法规，这些法律法规涉及生态自然的方方面面。但是，我国生态

文明法律体系还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需要进一步改善。在立法理念上，我国的一些

环境保护法规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缺乏对生态文明建设内在要求的考虑，

未充分体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所提倡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一些生态保护法规的内

容，阐述的不够详细，对相关行为主体的行为概述的较为笼统，各方责任没有细化，

因而在实际操作过程往往让一些环境破坏者逃脱责任。在执法过程中，我国环境保

护部门之间缺乏沟通与合作，执法手段较为单一，单靠政策强制管理而忽视道德宣

传教育，使得环境法规不能让公众信服，从而影响我国生态法规在现实应用中的公

平性。 

在指导思想上，我们应该将生态文明理念贯穿到生态法规制定与实施的整个过

程中，“使得每一部有关生态保护的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都体现可持续发

展的理念，将我国的生态法律体系制定成为一套“绿色”的法律体系”
②
。在生态

立法方面，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法律体系，对环境法律法规进行整理，积极修订现行

的政策法规，摒弃重复繁杂的条款，只有与时俱进的政策法规才能切实的解决现实

中错综复杂的环境问题。还要制定一批新的法律，加强空白领域的环保立法，填补

环境保护领域的法律空缺，如“野生植物保护法”、“湿地保护法”等。此外，应

重视市场的激励机制，加强有关生态经济法律的制定，加强生态补偿制度建设，继

续完善征收排污费制度、环境税收制度、环境标准制度等。在生态执法方面，生态

问题的执法者应该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秉公执法，对于破坏环境的企业与个人给予严

                                                        
①如何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N]．中国经济时报，2005-12-26 
②余海洋．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J]．生态文明法制保障，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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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处罚，提高生态法规在公众心中的权威性、公正性。在生态管理与监督方面，

我国应完善环境法律监督机制，中央环境执法部门应适当放权、授权，给予地方环

境保护部门更多的发言权与执法权，同时也应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与团体的监督管理

作用，加大新闻媒体的舆论宣传作用，提供公众的生态文明意识，从而使公众通过

适当的方式和途径参与生态法规的制定与监督，充分保障我国的生态法律体系满足

整个社会的各方利益主体的需求。 

4.1.3  发挥公众参与作用 

生态文明建设单纯依靠政府、企业以及环境非政府组织等自上而下的努力是不

够的，我们应该将政府主导作用与广大人民群众基础性作用结合起来，只有这样，

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才能在依靠群众的同时贴近群众。“公众不仅是生态问题的受

害者，而且是生态问题产生的责任者，因此，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是每个公民的

权利也是其应尽的义务”
①
。 

如今，“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公众是否参与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参与程度的高低，

直接反应了该国或该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好坏以及生态管理水平的高低。”
②
，

公众参与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与意义也越来越凸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第一，公众参与能够提高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与责任意识。通过让公众充分认

识与了解自己生存的生态环境，培养人们保护生态的自觉性与自律性，从而将生态

文明理念融入到人们的生产与生活中去，引导自己的社会行为。第二，公众参与能

充分发扬民主，维护公众自身的生态权益，在有关生态问题的决策中发挥主人翁作

用。公众通过参与可以了解和掌握环境资源信息，在环境决策中合法合理的表达自

己的意愿和利益诉求，从而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与参与权，做好环境资源保护工作。

第三，公众的参与能够有效监督政府的生态决策及相关生态保护行为，使得政府的

决策能够符合民众的利益诉求，更加科学、合理、民主。通过法律形式将公众参与

的内容、形式、范围确立下来，从而对公民的行为起到强制性、规范性和引导性的

作用，提高他们在面对生态破坏行为时的维权意识。公众作为一种民间力量，可以

自下而上的向政府表达民意，使政府的生态决策反映社会现实情况，从而使“公众

由消极的观望着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
③
。 

                                                        
①秦书生．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探析[J]．中州学刊，2014（4） 
②李宏伟．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研究[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12） 
③王越，费艳颖．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机制研究[J]．新疆社会科学，2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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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加强协商与合作 

4.2.1  提供经济技术援助 

虽然发展中国家内部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分歧，但双方仍存在合作的经济、政治、

文化基础，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环境问题中具有诸多的共同利益，“无

论是在臭氧层保护、气候变化等全球环境议题上，还是在资金技术的转让、环境治

理经验的分享上，发展中国家之间都存在广泛的合作空间和坚实的合作基础。”
①
  

一直以来，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本着“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精神，不

断加大在气候变化问题中的对外援助力度，为有关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物质支

持，进一步增加赠送物资的种类，向有关国家提供节能节水技术、可再生能源利用

设备和气象海洋卫星预测预警设备等。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开发创新生态技术，

并共同分享绿色经济发展与生态治理的经验，支持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能

力建设方面加强合作。 

从 2005 年至 2011 年，这六年来，中国一共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项目 121 个，

实施培训项目 93 个，共培训气候领域的相关人员近 3000 人。在 2012 年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大会上，时任总理温家宝宣布，中国将在未来三年提供 2亿元人民币支持

南南环境合作，大概每年向小岛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提供 1000 万美元充分支持和

帮助它们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国在 2014 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

会上承诺，“从 2015 年开始，我国的资金支持在原有基础上翻一番，向发展中国

家投入 2000 万美金，全方位、持续性的支持南南环境合作，并加大力度推动建立

南南环境合作基金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②
对于发展国家的援助，我国主要结合

各个地区的发展需要，在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等方面提供援助。针对非洲不发达

地区，我国加强对人力资源的培训，在沙漠化防治、新能源开发、森林资源保护等

方面加强合作，并继续加大对非洲水资源利用与管理技术、粮食种植与农业生产技

术项目上的支持。针对小岛国家，我国则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港口与海岸防护、气

象检测等领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加强其应对台风、风暴等自然灾害的能力。    

我国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技术援助，不仅能够加强受援国应对气候变化

的能力，更能够树立我国在环境领域中的良好形象。小岛国家联盟与最不发达的国

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在脆弱的生态环境面前无法自保，我国的物质与技术援

助不仅能够改善受援助国的生态环境，更能够提高它们摆脱外部的压迫寻求自主发

                                                        
①周国梅，李霞和解然．打造中国南南环境合作共同体[N]．中国环境报，2014-7-7 
②张高丽出席联合国气候峰会并发表讲话．新华网，2014-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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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能力。此外，中国的对外援助，有利于维护和巩固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团结和正

当权益，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我国与小岛国家联盟在温室气体排放目标中一直存在

现实分歧，对这些国家提供资金与技术援助，维护其生存权益，有利于弱化彼此间

的矛盾分歧，增强彼此在国际气候领域中的政治互信。 

4.2.2  构建区域合作机制 

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环境合作中，中国在环境政策、环保产业与技术合

作等领域展开了积极的实践。以中国—东盟环境合作为例，中国与东盟都同属于发

展中国家，在保护环境资源与遏制生态恶化方面具有共同目标与合作的可能性。开

展环境保护合作也符合双方的政治经济利益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需要，对于实现

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极为有利，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前景。2010 年 3 月，中国—

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成立，负责实施双方环保工作及具体合作战略。在 2011 年

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上，东盟副秘书长米斯然·卡尔梅指出，“中国与东盟各

国环境类似，双方应该在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保护、危险废弃物跨境转移等问题

上，建立联动机制并进行技术交流与合作。”
①
自中国—东盟绿色使者计划实施以

来，很多东盟国家代表前来中国交流学习，加强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在环境领域的

人员交流，促进了发展中国家之间分享环境治理的经验，极大的推动了中国与东盟

的环保意识的提升与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  

非洲作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中国推行南南合作的重要实践

区域。中国与非洲的环境合作历史悠久，在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双方在

污染防治、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水资源管理、尤其是人力资源的管理与培

训等方面，取得了许多积极成果。2014年6月25日，中非环境合作部长对话在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总部召开，这是中国推动发展中国家之间生态环境合作的新起点。中

国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就“中非环境合作升级、构建绿色使者计划、开展环境技

术交流”
②
三个方面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也提出了对未来的期望。此次中非环境合作

部长对话意义深远，在合作形式上，借助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这一第三方平台，在

切实增进了中国同非洲各国在生态环境领域合作的同时也加强了发展中国家同联

合国的合作与交流，构建了多领域、多层次、多渠道、多主体的中非环境合作新格

局，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寻求南南环境合作的新动力。 

                                                        
①李新雄．“2011年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达成共识[N]．广西日报，2011-10-23 
②中非展开环境合作部长级对话 共同应对挑战推动绿色发展[N]．国际在线，2014-6-26 



 37

4.3  中国与发达国家沟通与对话 

4.3.1  倡导“中国环境贡献论” 

“中国贡献论”是对“中国威胁论”的有力反击和正面回应，是国际社会以一

个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的崛起，“是对中国较为正面、理性和科学的认识”
①
。

如果说“中国威胁论”是美日等发达国家限制中国经济发展与遏制中国崛起的一种

手段，那么“中国贡献论”则为中国向世界展现良好的大国形象提供了有力的契机。

“中国贡献论”无疑是最正面的评价，“它的提出有利于巩固和拓展中国良好的国

际形象，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赢得更多的外部舆论支持”
②
。“中国贡献论”主要是

指中国为世界所做的整体贡献以及发挥的整体作用，而“中国环境贡献论”就是指

中国在环境领域做出的贡献。 

在这样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我国与世界各国面临的许多环境问题都是相互影

响的，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各国共同参与，中国在2011年的“十二五”规划中明确

表示，“我国要进一步降低主要污染物质的排放量，并提高全国各地的整体森林覆

盖率并尽可能的增加森林蓄积量”
③
。这些目标都是中国在2009年气候谈判中向世

界做出的承诺，“十二五”规划将这些目标进一步明确化，中国的一些环境政策要

比历史上相同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更为严格，部分环境政策也达到了如今发达国家

的标准，这些充分说明中国积极承担保护全球环境的国际义务，也表明了中国谋求

绿色发展的坚定决心。2015年3月7日，我国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在回答记者问中

表示，“中国切实履行在全球环境保护中的义务”
④
。目前，我国正处于现代化、

工业化、城市化全速发展时期，我国同历史上的发达国家一样，都经历过温室气体

排放的高峰期。但是，中国政府一直以来都没有忽视对生态的治理与保护，我们已

经充分认识到污染源于发展，也应该在发展中解决的道理。 

在环境外交领域，中国一直是积极的参与者，在推动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方面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解决好自身的环境和发展问题，既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需要也是对全球环境的重大贡献。因此，我国应进一步提高环境外交在中国外交战

略布局中的重要地位，把国内的环境整治与环境外交结合起来，服务本国环保事业

的同时，扩大中国在国际生态环境领域的影响力，为中国在国际上赢得更大范围的

                                                        
①董鲁晓．充实“中国贡献论”，开辟外宣新天地[J]．青年记者，2009（29） 
②林文佳．“中国贡献论”分析[D]．中共中央党校，2007：34 
③中国将对世界环境保护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国际在线，2011-5-25 http://gb.cri.cn/27824/2011/05/25/ 
5311s3258689_1.htm 
④陈吉宁．中国切实履行在全球环境保护中的义务．中国新闻网，20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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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权和主导力。 

在全球环境合作方面，我国应主动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引进先进环保理念、

管理经验、法律和法规为我所用。总体而言，我国参与国际环境管理体制与合作对

我国利大于弊，通过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能够提高我国环保工作的管理和科

技水平，推动我国的污染防治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通过借鉴发达国家有关环境保

护的法律法规，如环境影响评价、污染者付费、排污许可证、清洁生产等，能够带

动我国在生态法律体系制定方面更进一步。在区域及双边环境合作方面，我国应积

极参与周边国家的相关环境合作机制，共同分享信息交流经验，通过对话和交流，

增信释疑，加强同周边国家的务实合作，共同解决跨境污染问题。我国应加强与发

达国家的战略对话，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拓展与西方大国的合作，然而，对于部分

发达国家推行的环境利己主义，如转嫁环境污染、绿色壁垒等贸易保护主义，我国

也应坚决抵制。中国作为一个环境大国，积极谋求在全球环境合作、区域环境合作

和双边环境合作中发挥更有利的影响，可以说，中国在环境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

位，解决好自身的生态问题就是对全球环境作出的最大贡献。 

4.3.2  发展绿色低碳经济 

发达国家在生态治理的过程中，纷纷“制定和推行了一套以低碳经济、绿色经

济和循环经济为核心的‘生态经济’”
①
，推进“绿色”可持续发展。英国是最早

提出“低碳经济”的国家，因而被称为是低碳经济的引领者与推动者。英国的生态

治理主要是通过市场激励政策完成的，英国于2001年4月1日提出实施气候变化税，

对国内使用的化石燃料进行征税，而使用可再生能源则可以减免税收，通过这种税

收奖惩机制鼓励国内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此外，“英国还建立了碳基金、可再生能

源配额政策，加大力度开展节能减排工作”
 ②
。2007年，“一直以汽车制造业和工

业机械设备而闻名于世的德国提出了“生态工业政策”，引起了世界环保组织的广

泛关注”
③
。德国政府将加大力度扶持生态工业的发展，最迟到2020年，德国的绿

色工业将主导工业市场，使其发展成为引领世界的先进产业。美国总统奥巴马自上

台以来，大力推行“绿色新政”，主要是指通过发展可再生资源，利用可替代能源，

进行能源战略转型，以期实现经济的低碳化发展。“绿色新政的提出，不仅可以在

                                                        
①徐冬青．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经验及我国的政策取向[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3（6） 
②廖红英，孙志威．发达国家低碳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J]．生态经济，2011（5） 
③ 德 国 提 出 “ 生 态 工 业 政 策 ” ． 新 华 网 ， 2007-6-13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6/13/content_ 
62379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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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领域增加社会就业，还可以限制传统能源的使用，确保美国的能源安全”
①
。

日本作为一个小岛国家，资源紧缺，95%的能源供给要依赖进口，所以，日本一直

以来都十分注重国内的生态环境。由于受地理条件等自然原因的限制，日本对环境

问题的敏感性远远大于其他发达国家。日本积极谋求建立低碳社会，希望通过转变

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行技术创新，来实现低碳发展，成为日本低碳战略形成的正式

标志。在日本政府的大力倡导下，建设低碳社会已经成为每一个日本人所共同追求

的目标。 

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在资金技术上仍然有很大的缺口，重

型化的产业结构短期内很难改变，我国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压力。因此，我国也应该

像发达国家那样，大力推进自身经济转型，向生态经济转变。我国必须培育壮大绿

色经济发展的模式，以节约资源和环境友好为主要目标，按照清洁生产的方式，提

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回收和循环利用各种废旧资源，对能源进行综合利用，以绿色

发展为契机，在政策约束与政府主导的前提下，加大经济激励手段的作用，将调整

经济结构转变为自觉的行动，加快形成有利于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推进绿色技术

的研发与创新，在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中寻求良性发展，尽可能的破解能源资源的

制约瓶颈。 

“低碳”作为一种新的约束条件要求各国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前提下保

持经济持续发展。全球持续升温已经成为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如何实现经济增长

与低碳发展的双赢发展模式，成为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重点。当前，全球

有限的大气容量已经被发达国家的高人均排放所挤压，我国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排

放空间已经严重不足。在这一大背景下，我国作为碳排放大国，必须自力更生，建

构自己的低碳发展之路。我们必须明确“应对气候变化在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战略定

位，大幅度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严格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开发新能源，使用可

再生资源，建立并形成可持续利用的能源体系，向低碳化发展转型。”
②
 

4.3.3  共享生态治理经验 

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以后，就在全国上下开展生态保护工作，它们在生态治

理方面积累了广泛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解决环境

问题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制定了全面的环境法律法规以及严格的环境标准并在国

                                                        
① 如 何 看 待 奥 巴 马 “ 绿 色 新 政 ”. 新 华 网 ， 2009-8-16.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8/16/content_ 
11890103.htm 
②赵凌云，张连辉等．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道路[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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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内强制执行，这些限制性的措施对于治理国内环境起到了严格的规范作用。美国

的环境立法范围广泛、内容全面，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就已经开始重视环境

立法的实施与应用，其中涉及大气、水污染、固体废弃物、噪声、有毒物品和危险

生物、生态自然资源、野生动植物、环境质量和管理的等等环境法规。英国也频繁

出台环境法律和环境行政计划来促进地区的生态治理。伦敦烟雾事件对英国人造成

了极大的伤害，使得他们在痛苦中反思空气污染的严重后果，为了控制烟雾排放，

英国于1956年颁布了《清洁空气法》，针对工业中产生的废气与生活中产生的有害

气体的排放加以严格的控制，该法律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治理与防控空气污染的

法律，引领整个社会都开始关注空气质量问题并加强防范。此后，英国还颁布了一

些列法律法规，对保护城市环境及控制大气污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充分说明，

在环境污染严重的时期，我们更应该依靠法律的强硬手段对人们的行为进行严格拘

束。 

此外，发达国家还特别重视对公众的生态教育与宣传，它们的公民普遍具有较

高的生态保护意识与责任感，这也是发达国家生态治理的成功经验。美国“是世界

上第一个通过法律这种强制性手段制定环境教育法的国家，强烈督促整个国家开展

环境教育以提升整体国民环保素质。”
①
德国虽然没有像美国那样的法律约束，但

是它从小就开始培养公民的生态意识，环保教育从幼儿园开始起步，一直延伸到小

学、中学、大学，贯穿一个人成长的整个过程，形成了完整的环保教育体系。日本

对于环保教育也十分重视，除了政府推动和引导外，日本企业界也积极开展“环境

经营”，将节能作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表现。除此之外，各类自然保护活动与

民间团体也经常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自然保护思想的宣传普及活动，各种渠道的环保

教育使日本民众的环保意识大大增强。发达国家的生态治理经验表明，人们的环保

意识与环保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我国政府除了在立法与监管方面，通过环境法律约

束人们的环保行为外，还应大力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宣传，让人们在思想观念上认识

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从小培养公民树立尊重自然的道德规范与保护自然的行为习

惯，让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 

 

                                                        
①贾峰，田烁．美国环境教育法发展历程回顾（下）[J]．世界环境，2013（11） 



 41

结 束 语 

全球环境问题的不断恶化，进一步加深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相互依赖程

度，但是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影响力还是文化发展程度、社会基础建设，发

展中国家都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这种实力的非对称性直接导致双方在环境

领域的地位悬殊。发达国家凭借自身的优势条件，主导国际环境会议的发展，左右

环境规则的制定，控制环境谈判的标准，阻挠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合作，导致发展

中国家在环境领域的国际话语权缺失，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与想法，面临巨大的环

境压力。这种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增加了南北环境合作的难度，更进一步加剧了

南北双方在环境问题中的矛盾与分歧。从根本上来讲，环境问题的最大受害者是包

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是工业文明的引领者，但同时也是环境问题的制造者。发达国家在获

得工业化带来的经济成果时，也尝到了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的恶果。因此，它们

在进入“后工业时代”后，开始反思过去，通过转变发展方式，发展绿色经济，推

动环保产业等方式，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先后步入“生态文明时代”。尽管这

些发达国家在生态治理的过程中，凭借自身经济技术及政治军事优势，掠夺发展中

国家的资源，转嫁环境污染，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为代价来完成。

但是，发达国家的生态治理所取得的成效，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

文明转变，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走生态文明之路，是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 

中国虽然是工业文明的迟到者，但却是生态文明的积极倡导者。我国的工业化

进程较发达国家晚了一大步，还处于工业化的高速发展时期，但同时也面临着严重

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问题。因此，我们更应该加快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

将“新型工业化道路”与“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相结合。目前，我国的生态建设还

处于初始阶段，还有很多理论需要研究，很多实践需要进一步执行。全球环境问题

背景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破坏与环境危机进行反思后的自

主选择。正确认识和把握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要分析国内因素，还需要在经济全球

化、国际环境秩序等大背景下看待中国的生态问题。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应具有国

际眼光与全球视野，地球只有一个，环境没有国界，我们应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环境

合作。我们不仅要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在环境治理中的先进经验，同时还要结合自

身的客观实际，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自身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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