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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世纪的经验与教训 

    20世纪物理学的许多重大发现，推动了世界的供应在大多数地区基本得到保证。 

    20世纪的经济增长不时地为一些事件所打断，这些事件经过长期的酝酿，遇有适当环

境就由偶然因素诱导，爆炸性地发作，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破坏性的影响。第一次和第

二次世界大战以空前的规模向人们暴露了国际社会中各种不安定因素已发展到何等可怕的

程度。1929年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则说明了在经济规模空前扩大，技术手段持续发展，

经济活动形式不断丰富，文明的多样性尚未得到尊重的时期，国际社会应当学会以一种与

前不同的方式来调整关系，建立秩序，引导经济社会向着有利于人类福利的方向前进。 

    意味深长的是，破坏严重的事件却没有阻碍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作为强大的动力，

无论在战争，建设，灾难性时期，科学技术都充分发挥了作用，并从事件中汲取有益的信

息补充了自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开始的曼哈顿计划成为20世纪人类科学技术三大创举之

一，虽然制造原子武器并非一些科学开拓者的初衷，但是由此而产生的和平应用原子能的

大量研究成果却使人类受益非浅。许多原本为军事目的开发的技术，战后大量转为民用，

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家庭中电气

咖啡壶还是难得见到的用具，但到60年代，数年之内全国就普及了电气化炊具、电视机等

家庭电器。其他许多国家，包括中国的发展，也经历过这样突飞猛进的过程。也许战争的

特殊环境，使人力资源的应用更富有效率，对技术竞争的需求也更加迫切，可以用相对较

低的投入产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对影响人类社会生存的紧迫因素分析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但是认识差异极大。大体

而言，20世纪40年代以前，调整经济结构，改进宏观管理，发展生产能力，提高投资效

益，增加劳动就业被认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凯恩斯于1936年写成的著名的

《通论》就以货币、利息和就业为名。经过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

的惨痛教训，这方面的调整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并且成立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关贸总协定等机构来调和世界经济关系；建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

挂钩的“双挂钩”汇率制度，以稳定货币。这说明，国际社会对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有

着迫切的要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经济迅速恢复并开始增长，50年代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率

达到5％左右；战后还出现了所谓“婴儿热”（abyboom)的时期，人口平均年增长率达到

1．9％；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不可再生资源的短缺和粮食生产不足。50年代的绿色革命获得

巨大成功，许多地区的粮食产量在10年之内增长了1倍。推动绿色革命的是高产良种的开发

和推广，被称为“绿色革命之父”的诺曼也于1970年获得诺贝尔奖。不可再生资源的匮乏

则刺激了技术进步，高分子化学材料不断改进，替代产品不断出现，探矿和采矿的技术也

不断提高；同时，社会对已使用过的材料回收和再利用的制度和技术也不断创新；这些进

展，从增加供给，提高效率，拓宽资源等方面有效地缓解了资源问题。 

    然而，问题还远没有解决。支持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资源是石油，不但加工

部门以石油为“工业的血液”，农业绿色革命所推广的高产良种都需要大量化肥和配套的

灌溉系统，这些同样依赖于石油的供给。上世纪50年代经济5％的年增长率建立在石油消耗

年增长7．6％的基础上，即每 9年石油的消耗量就翻一番。1972年，发生了世界性的粮食

歉收，据世界粮农组织报告，这一年全球小麦产量下降2．1％，粗粮减产2．8％，水稻减

收 5％，渔业捕捞量也减少了6．7％，这些因素的总和使当时世界粮食库存几乎耗尽，不

得不依靠当年生产维持各方面的需要。上世纪90年代，有4年世界粮食库存严重低于联合国

有关组织确定的安全线。这个事实证实了诺曼的预言，他在接受诺贝尔奖时的致词中提醒

世界：绿色革命并没有解决世界的人口增长过快的问题，只是为解决这个问题争取了30年

的时间。随着农业问题而来的是石油危机。 20世纪50至60年代，石油的价格大体在每桶2

美元左右，·但是石油储藏因无节制的消费而迅速减少，一些专家当时估计30多年后就可

达到枯竭的程度。石油输出国调整了政策，1974年石油价格猛增至9．76美元／桶，以后油

价持续攀升，1982年达到33．47美元／捅的高峰。世界经济对此反应灵敏，80年代初，年

增长率一度曾跌至1．7％，一些国家甚至跌人了负增长。这次经济衰退的原因与 30年代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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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不同，由于资源匮乏，许多国家出现了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双高的经济滞胀现象。国际

社会重新认识人口、资源、环境、发展的关系，研究相应的对策。 

    有枯竭危险的资源不仅是石油，还包括土壤和其他不可再生的资源。全球表土储量不

到3．2Tt，每年约减少230X108t，按此速度，不到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全球的表土就将

消耗殆尽。种种原因还造成土地质量的下降，加剧了土壤资源的危机，在自然条件下再生

表土层的速度很慢，据美国科学院的估计，自然状态下在美国300年只能生成25 mm的表土

层。由于土壤资源的大量流失和退化，联合国将沙漠化的概念扩大到荒漠化，在1992年世

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各国一致同意将防治荒漠 

 化列为优先采取行动的领域。据联合国的统计，全球陆地面积的1／3受到荒漠化的影响，

耕地、草原、森林都在受到威胁，10亿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荒漠化地区。 

    有的资源不一定枯竭，但供给赶不上需求的增长。水是一种最基本的资源。地球上的

生命起源于水，生物界的存在依赖于水，人类社会的发展也离不开水。在干旱地区，人们

建造水库储存淡水，将淡水从遥远的水源引到用水地点，这些努力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也

带来某些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对水资源利用的认识仍在不断深化中，许多知识是从教训中

得来。21世纪争夺水源，将成为许多地区冲突的根源，保护水源，合理分配，协调行动是

唯一的出路。水是人类离不开的资源，但也可给人类带来灾难。特别是当人类的活动破坏

了自然界的平衡，污染了水资源时，会带来一系列与水有关的疾病，如疟疾、伤寒、霍

乱、血吸虫病等。更不用说洪水泛滥带来的直接破坏了。许多地区面临缺水的威胁，中国

是联合国列出的世界水资源最匮乏的 12个国家之一，问题更加突出。导致认识转变的不仅

是资源匮乏，还有生态系统的损害和环境污染所造成对人类生存条件的威胁。C02的大量排

放造成温室效应，C02排放量不断增加导致酸雨和广泛的污染，还有水土流失，许多生物加

速灭绝，超标噪声污染导致生活环境的恶化，臭氧层受到严重破坏造成的长期危害等明显

威胁着人类社会健康、持续发展等问题，促使国际社会日益关心社会、经济、环境、资源

的协调发展。 

    我们的生存环境质量与生态系统密不可分。据统计，1 hm2森林每天可吸收

1 000 kg C02，产生 750 kg氧。为了平衡c02及氧气，城市居民平均每人需要5 m2的绿化

树木和25 m2的草坪。为了防止水土流失，制止荒漠化的发展，减少水和空气的污染，创造

适于人类生存的环境，都必须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国家环保局报告，中国荒漠化土地已

占国土面积的27．32％；草地退化面积达到 105．23X10‘km2，并仍在以年增长2％的速度

发展，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区的退化耕地已占全部耕地面积的40．6％，对我们的生

产、生活带来极大危害。30％的国土受到酸雨威胁，80％以上河流段受到不同程度的污

染。这些数字使我们感到心惊。 

    20世纪60—70年代，随着工业生产的日益扩大，无节制的生产和消费产生了大量污染

环境、损害健康、破坏生存和生活条件的副产品，出现过日本水银中毒的水俣病，美国芝

加哥的空气污染，多种污染物对时代海滩的污染，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爆炸的放射性污染

等触目惊心的案例。日本因工业废水污染海湾，大量水银进入鱼类体内，又通过食物反馈

至产生污染的人类；美国时代海滩由于大量废物随处倾倒，医学用废弃针头、绷带等狼

籍，以致一个有名的休假地被迫关闭，当清理人员进入现场时不得不佩带防毒面具。越南

战争中美军大量使用落叶剂，造成氯疮蔓延，它是强烈的致癌因素，对居民健康有严重危

害。近年美国在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战争中使用的贫铀弹，已在当地居民和曾接触过有毒

环境的士兵中造成许多伤害，专家认为当被幅射污染的尘埃被吸人体内时，其影响是致命

的。 

    19世纪以来人口的加速增长更使得问题变得更加迫切。世界人口从10亿增加到20亿花

费了 100多年，然而从50亿再增加10亿人口只花了12年。1950年到1970年，世界人均年经

济增长率为 3．1％，1980年到1990年降至1．1％，而在90年代初却成为负增长。60年代

起，不少学者已经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认识到世界不可能支持无限膨胀的需求。70年代

中期，开始出现可持续发展的名词，1980年，在国际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问题，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对可持续发展给出了明确的

定义。迄今为止，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至少已有70多种，这说明了大家对这一问题的严

重关切，但是，由于问题的复杂性，还没有任何一种被普遍公认为是权威的。为国际社会

提到得较多的是 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所提出的：“在不损害未来世代满足其发展

要求的资源基础的前提下的发展”。这种定义不一致的情况正好说明了当前国际社会虽然

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却还缺乏深入研究和统一协调的分析，更不用说对解决问题

的对策采取联合的行动了。 

    环境污染不仅影响了人类的居住条件，还直接对人类繁衍生息构成威胁。本世纪60年

代以来，医学家发现，有的经济发达国家中男子性功能减退。40年代男子每毫升精液平均

有6000X104个精子，近年来已降低到2000X104个，与此同时，睾丸癌的发病率上升了1倍

多，有些西方国家发现这种现象已使本国生育能力受到严重影响。滥用激素造成许多地区

儿童性早熟，甚至发生变性，这种情况所造成的长远后果难以准确估计，但无疑是十分严

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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