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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人类发展的共同目标。对于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研究和分析是评估一国可持续发展 

能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着力培育的基础动力，并可以此作为判断一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可行性的重 

要依据。通过论述中国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10年里，在政府调控能力建设、生存安全能力建设、人力资源建设、生态 

环境能力建设、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和社会发展能力建设方面取得的 巨大成果，指出在能力建设 中还存在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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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的研究报告中，可持续发展能力被表述为： 
“

一 个特定的系统成功地延伸至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能力”，它也是考察可持续发展战略 

在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具有可行性的重要 

依据。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大小 ，既是衡量可 

持续发展战略实施成功程度的基本标志，又 

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中着力培养物质能 

力和精神能力的总和。如果认为可持续发展 

“能力”是一个系统在特定时刻的数量表征 

与质量表征的综合水平，那么可持续发展的 

“能力建设”则是获得此种综合表征的“动因 

来源”和促进未来继续增长的“潜在准备”。 

就我国目前而言，“能力建设”首先要着 

眼于中国的国情，以及在中国的生态基础 、 

自然状况和地理条件等前提下，如何认识国 

家的发展成本，如何选择国家的发展道路和 

如何进行国家的制度建设。在这一方面，中 

国的决策层在审慎思考各种情况后，对于中 

国要走的未来发展道路做出了决断：沿着可 

持续发展之路，将经济 、社会与生态环境之 

间的整体关系，置于综合平衡之中，以实现 

“自然——社会——经济”复杂系统的整体 

效益最大化为基础 出发点 ，规划了发展战 

略、具体行动和一系列的体制保证，使得中 

国在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 

的成就。 

l 中国的政府调控能力建设 

1．1 经济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宏观调 

控精准 

自20世纪 90年代开始，中国的经济面 

临一系列国内外严峻的挑战，既有来自于国 

新精神的内涵所在；第三 ，各级党政领导干 

部都要抓好教育工作，要把“尊重知识 、尊重 

人才”的方针落实到位，真正做到人尽其才， 

人尽其用，激励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特别是 

要给青年人以机会 ，大胆地让他们承担起技 

术创新主力军的历史重任。由于我国教育和 

科技文化水平还不发达 ，发展也不平衡，由 

于长期存在封建主义文化残余的影响，一些 

封建愚昧和迷信落后的东西在群众 中还有 
一 定的市场，一些新形态的迷信和伪科学时 

有泛起，这些与科学的创新精神是背道而驰 

的。因此，发扬创新精神就 “要举科学的旗 

帜，坚持反对迷信 ，反对反科学 、伪科学的活 

动”，必须在全社会开展科学知识的普及工 

作。江泽民同志呼唤：“科技界应该编著一些 

介绍世界著名科学家和各种科学发现 、技术 

创新的书籍 ，以利于向广大干部群众，特别 

是青年人普及科学技术方面的基本知识”当 

他得知一百多位院士参与了 “院士科普书 

系”的编写工作并即将陆续出版时，他大加 

赞赏，认为“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因 

为科学普及工作做好了，全民族的科学文化 

素质提高了，“就可以为科技进步和创新提 

供广泛的群众基础”。 

综上所述 ，江泽民同志的创新思想具有 

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以 

科学的本质为切入点，对创新的系统性、创 

新的先导和源泉、创新的主要方面以及关键 

因素等都有颇为深刻的阐述 ，形成了有着内 

在逻辑关联的有机整体 ，的确值得我们深入 

学习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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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通货膨胀，又有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 

面对国内外复杂的不 环境，中央政府采取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刺激 内 

需 ，有力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世 

界经济的疲软甚至倒退的不利影响，保持了 

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增长速度由 1990年 

3．8％达到2000年的 8．1％ ，年平均增长速 

度超过 8．5％，这充分展示了中央宏观调控 

的力量 。 

1．2 社会发展水平稳步提高，人口增幅持 

续下降 ，人口素质不断提高 

从人文发展指数 (HDI)来看，最新公布 

的 ~2001年人文发展报告》资料显示，2001 

年中国的人文发展指数已经达到0．718，首 

次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0．7 16，排在世界第 87 

位(2000年中国排在第 99位)。此外，随着政 

府调控力度的加大和人口素质提高等综合 

因素的影响，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由 1990 

年 14．39％o降至 1999年的 8．877％c；文盲率 

从 1990 的 年 的 22．21％ 降 到 1999的 

15．14％。人口问题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首 

要瓶颈，因此人口压力的逐渐消解意味着中 

国在朝可持续发展方向的努力取得显著的 

成效。 

1．3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生活质量稳 

步提升 

自1990年以来，中国城市 、农村居民的 

恩格尔系数呈下降趋势，中国人均 GDP每 

增加 100元 (以 1990年为基准)，城市居民 

恩格尔系数平均下降 0．6个百分点 ，农村居 

民恩格尔系数平均下降 0．3个百分点。这说 

明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 ，另外， 

城市居民文化消费指数持续提高，从 1990 

年的 8．8％增加到 1999年的 12．28％，这也 

表明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 

除此之外，中国政府的调控能力还使社 

会结构日趋合理，社会功能 日臻完善，具体 

表现在：①就业结构 、城乡结构的合理化 ；② 

大力推进国民经济的信息化进程，使我国信 

息能力不断增强和提升 ；③对生态环境的保 

护和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具体为环保管理的 

制度化更强，环保投人的力度逐步增大。 

综上所述 ，自进人 2O世纪 9O年代 以 

来，中国政府的调控能力建设或者对可持续 

发展的驾驭能力建设从经济发展 、社会发 

展 、资源环境保护以及制度能力建设方面来 

看，均取得明显成效。这为中国可持续发展 

能力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是中 

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2 中国的生存安全能力建设 

生存安全能力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 

条件下，一个地区的生活资源对该地区人口 

基本生存需求 的最大满 足程度 的承载能 

力。由于生存能力主要围绕着大农业而言 ， 

所以如何高效地生产足够的、安全和富有营 

养的农产品并持续满足不断增长的人 口基 

本生存的健康需求便成为可持续发展中生 

存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 

2．1 中国生存安全能力面临的挑战 

目前，中国的生存压力主要来自以下几 

个方面：①庞大的人口压力；②工业化、城市 

化的加速推进对农业的需求压力；③生存资 

源稀缺，并且单向递减的势头仍将持续 ；④ 

生态环境恶化 已构成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 

严重威胁。另外 ，挑战还来 自于世界经济的 

全球化。由于中国农业技术落后，生产规模 

小，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生产成本高， 

总体上是农产品价格要比国外高出 10％ ～ 

70％ ，给中国农产品的出口贸易带来极其不 

利影响。综上所述，中国农业发展受到全方 

位的挑战。如何应对挑战走出目前农业发展 

的困境 ，是决定中国农业命运和前途的问 

题 ，也是能否维持中国 l2多亿人口持久生 

存乃至于整个国家能 否可持续 发展的问 

题。 

2．2 中国生存能力建设取得的成就 

(1)粮食总产量由 1990年的 3 933kg／ 

hm ；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降低，有效地遏制了 

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减轻了人口增长对生 

存支持系统的压力；人均产粮食产量和农业 

产值持续上升；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物 

能投入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 

(2)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力度不断增加， 

政府对生态建设 H益重视，投人强度不断增 

加，对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估量 

的意义；高产稳产田建设水平不断提高，有 

效地保障了粮食安全。 

(3)农民收人不断提高，以 1978年人均 

收入水平为基准(100元)，1990年为 31 1．2， 

1999年为473．5；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从 

58．8％降至 1999年的52．56％。另外，在反 

贫困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农业劳动者素 

质得到提高。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 出中国农业 

正沿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向前迈进，最终必 

将达到以农业效益的提高促进食品安全，提 

高对人口不断变化需求的承载能力。 

3 中国的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如果我们将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置于 “自 

然 、社会 、经济”的大系统中去考察，不难发 

现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总 

能力中的作用。我们利用各地区的人力资源 

能力系数与中国各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总能 

力进行拟合 ，可以发现，中国可持续发展总 

能力与人力资源能力系数呈现 出一种非线 

性的对应关系，而且当人力资源能力系数达 

到一定的临界程度 (人力资源能力指数大于 

lO)，可持续 发展 总能力提高的幅度将加 

大。所以，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对可持续发展 

总能力的提高起着一种 基础性 的支撑作 

用 。 

要增大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中国应 

进一步在控制人 口的基础上，加大人力资源 

开发力度，通过政策环境的营造，通过培育、 

培训的加强，通过提高医疗和保健水平 ，强 

化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提高人口素质，优化 

人力资源配置 ，把人口总量过大的劣势转化 

成促进经济发展的优势。 

4 中国的生态环境能力建设 

生态环境的支持能力是一个国家或地 

区的 “环境缓冲能力”、“环境抗逆能力”与 

“环境自净能力”的总和。只有维持现实环境 

的质量不超出所允许的承载标准，才能达到 

合理发展的要求。 

4．1 中国的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上仍呈恶化 

趋 势 

中国的生态环境形势十分严峻，从总体 

上看，生态破坏的范围在扩大、程度在加剧 、 

危害在加重。中国的生态破坏尽管与自身的 

生态环境脆弱有关，但是更多的是因人为的 

破坏所造成的。目前，我国水土流失严重 ，土 

地荒漠化加剧。如沙漠化面积已经达到262 

万 km ，占国土面积的27％，而且还呈扩展 

的态势；同时，资源严重短缺 ，草地退化严 

重，自然灾害频繁，经济损失重大。 

4．2 中国生态环境能力建设 

从 1973年中国环保机构 的建立到 2O 

世纪 8O年代环境保护被列为国家的基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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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再到 90年代中期可持续发展被确立为 

中国的基本发展战略，以及环境政策和环境 

法律的演变和框架体系的建立，环境污染治 

理和生态建设力度的加大，标志着中国生态 

环境能力建设在不断的加强，主要体现在 ： 

政策、法律、制度、结构调整、能力的技术支 

撑体系、环境综合整治、生态建设等方面。 

从总体上看 ，尽管 目前生态环境的治理 

力度不断加大，但是治理速度还跟不上生态 

环境的破坏速度，生态环境能力总体上仍呈 

下降趋势。这说明中国的生态环境能力建设 

是任重道远的。当前 ，要使得生态环境能力 

加强，不仅要从加大治理资金的投人人手 ， 

而且还要从培育科技能力建设的技术支撑 

体系人手；不仅要从法律 、政策等制度体系 

的建设和健全人手 ，而且更要重视从加大法 

律政策制度的执行力度着手；不仅从产业结 

构的调整人手减轻环境污染，而且还要从公 

民生态环境意识的提高人手；不仅要保持经 

济的增长速度，更要提高经济增长的素质。 

只有采取综合有力的措施，才能实现生态环 

境能力的提高，才能有助于可持续发展战略 

的实施 。 

5 中国的社会保障、社会有序能力 

建设 

5．1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建立在计划经 

济的基础上 

中国目前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以及 

因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而导致的就业压力 

增大等问题正在 向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提 

出了严峻的挑战。比如 ，经过国家大规模扶 

贫开发和减贫措施的综合运用，中国农村贫 

困人口显著减少，但是随着城镇失业人口的 

增加，城镇人口的贫困范围在不断扩大，成 

为社会保障不容忽视的问题。在诸多挑战 

下，必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的社会保 

障体系，转变社会保障机制。由“福利全包” 

向 “基本保障”转变 ，实行国家、集体和个人 

共同分担保障基本需求的社会保险模式 ，进 

行利益调整和制度创新。健全“社会统筹”与 

“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制度 ，建立健全以社会统筹为主要内容的失 

业 、工伤和生育保险制度和统一的社会保障 

管理体制，逐步规范社会保障基金的营运和 

监督制度，加快社会保障的法制化进程 ，实 

现社会保障的全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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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有序是可持续发展的运行基础 

可持续发展只有运行在有序和平稳的 

过程中，才有可能被实现。因此，社会稳定是 

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是现实社会 

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 ，它们是引 

发社会失序和动乱的潜在因素。一旦这些因 

素被“累积”和“激活”，即可能引起社会的不 

稳定，成为破坏可持续发展的直接障碍。因 

此，除采取社会经济政策加强社会公平能力 

和社会保障能力建设，应从宏观上强化政府 

调控作用并建设十大调控体系 ：①社会财富 

公正调控体系 (社会稳定的基础)；②区域发 

展均衡调控体系 (空间互补的基础)；③国民 

教育普及调控体系 (人力资本的建设)；④社 

会保障制度调控体系 (社会安定的基础)；⑤ 

生活环境舒适调控体系 (利己利他的平衡)； 

⑥社会道德认 同调控体系 (自律互律的基 

础)；⑦社会抗逆能力提高的调控体系 (自助 

互助的基础)；⑧科技 、文化提高的调控体系 

(抵御风险的社会基础)；⑨可持续发展的综 

合调控体系(社会有序发展的保障)。同时从 

微观上人手，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双管 

齐下，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良好的 

社会氛围。另外，还要注重社会进步能力和 

道德约束能力建设。 

6 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近 l0年来，在 “科教兴国”战略方针的 

指引下，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建设与培育取 

得了长足的进步 ，为有效缓解中国人口、资 

源 、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尖锐矛盾， 

促使中国“自然一经济一社会”协调发展，发 

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为中国可持续发展能力 

稳步提高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优先培育、 

建设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已成为中国政府 

成功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力武器。 

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建设与培育成果 

主要表现在：①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持续加 

大。近年来，我国努力营造科技金融支撑体 

系，各类风险投资资金、融资担保金、科技贷 

款贴息金政策不断出台，使面向创新的资金 

融资取得很大进展。②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 

高。专利的申请与批准 ，特别是发明专利的 

申请与批准是表征一个国家技术创新水平 

高低的重要标志。我国自 1985年正式引入 

专利制度以来，到 1999年专利申请受理增 

长了 8．3倍。这表明我国的技术创新水平已 

有较大的提高。③科技创新的制度建设取得 

重大突破。20世纪 90年代以来 ，我们科技创 

新体系的制度建设为培养与建设科技创新 

能力奠定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开创了科技作 

为第一生产力大发展的新局面，为 2l世纪 

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 

通过以上对 中国各方面可持续发展能 

力建设状况的分析，我们知道，可持续发展 

战略在当代中国不仅是迫切需要的，更是切 

实可行的。要增强这种可行性必须首先从经 

济可持续、自然可持续 、社会可持续人手，加 

强总体理论建设。理论的缺乏会使我们难以 

有效地和全面地规划和设计可持续发展能 

力建设的国家战略，从而影响我国可持续发 

展战略 的顺利实施 和战略 目标 的早 日实 

现。另一方面 ，如果没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建 

设理论的有效指导 ，我们所希望的对经济 

“发展质量”和发展政策的综合评价以及相 

应的工具体系也就难以真正建立起来。其 

次，要研究和制定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国 

家规划以及相应的动态监测体系，对这个过 

程实施规范的评估与监测是检测可持续发 

展战略实现程度的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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