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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是地球公民” 
 

2007年2月2日至3日，国际环境会议将在巴黎召开。法国总统邀请了五十多个

国家的代表参加会议。此次会议的目标既简单又宏伟：向全世界发出庄严呼吁，成立

一个保护环境的联合国组织（ONUE），如同联合国科教文组织（UNESCO）、世界

卫生组织（OMS）和世界贸易组织（OMC）。 
 

事实上，成立一个联合国环境组织已非常紧迫。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缺乏远见的

疑虑和徘徊后，公众舆论正在向理性和道德层面发生转变：人们有史以来第一次认识

到人类既有能力毁灭自己，也有能力毁灭人类赖以生存的整个地球。人们突然明白

了，环境问题其实是人类的生存博弈，目前人类正在进行的是一场集体自杀，是自己

“家里着了火”。 
全球气候变暖无疑是我们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森林砍伐还在以令人震惊的速

度在全球各大原始森林里继续，这样的结果是减弱了世界上的森林对二氧化碳(CO2)吸
收的能力，加剧了气候变暖的现象。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为我们准备了痛苦的未

来。如果新兴国家居民消费资源的人均水平逐渐向发达大国的消费水平靠拢，那么我

们即使再有好几个地球也不够。 
生物多样化正在退缩：地球上每年消失的生物种类数量令人震惊。人们当然还

可以想到自十九世纪以来人口的增长指数是所有秩序失衡、让地球生活变得脆弱的主

要原因。 
我们现在除了晓以利害之外应该动员起来，研究对策，我们应该确定行动目

标。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少生产、少消费、少流动，而是要换一种方式生产、消费和流

动。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不是经济衰退，而是另一种形式的经济增长。毫无疑问，这

样的增长方式也是要由统计工具来衡量的，但这要比目前的以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更

加温和，是一种生态型的经济增长，与之相伴的是减少浪费，遏制不可再生性资源枯

竭。我们应该倡导在全世界形成一个从局部到全球的环保行动链。 
我们的一切环保行动都应该从日常生活，特别是城市的日常生活做起。城市在

生态革命的启动与发展问题上首当其冲。城市首先有责任做好居民的有序流动；使污

染少的公共运输健康运转；让骑自行车和步行的公众有更多的空间。城市还有责任制

定垃圾回收与处理政策，尤其是在回收再利用方面；有责任对水资源进行更合理的管

理；在进行城市化建设时有责任遵行高质量的环保标准。 
 



环保链延伸到各个国家，各国政府应该起非常关键的作用：将“污染者付费”

的原则付诸行动，向碳生产行业课税；鼓励使用生物燃料；发展铁路运输；节约能

源；制定强化保护人类健康和自然的法律法规。 
环保链的最后一个环节是世界性的环境治理。目前在环保方面的国际协议有500

项，绝大部分都不像《京都协议书》那样家喻户晓。还有18家国际性的环保机构、组

织和项目，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PNUE）。人们不难从这一体系中看到存在的缺陷：

有关环保的国际文本泛滥，决策中心支离破碎，各环保机构之间互相竞争，缺乏协调

的国际政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机构软弱，它没有任何能力制定相关法律，行动能力

低下。正是鉴于此，成立一个联合国环保牵头组织的建议得到雅克·希拉克总统的推

进，并且在欧盟内部得到正式认可。这一组织将以全球性的环境政策整合所有相关机

构，并借鉴现有的最有效的国际经验。即将召开的巴黎国际环境会议将明确这一组织

的框架。 
  
 我在此仅想谈一点对此项建议有可能产生的反对意见。 
 一些发达国家来的代表会表示反对，主要是美国。大家都知道美国一向对联合

国系统组织存有戒心，始终置疑联合国机构臃肿，缺乏效率。我们应该注意新组织的

成效，并制定严格的运行规则。 
 来自新兴国家的代表也会提出批评，他们担心本国经济增长会因某些制约而受

阻，这是那些老工业国家在进行工业革命时未曾体验的。我们应该考虑这些担忧，但

我们还是应该说服这些国家，如果他们拒绝参与拯救我们共同的地球，他们将无法避

免环境恶化带来的灾难。我们的生存也是他们的生存。 
 
 另外是贫穷国家的代表将向我们提出，他们对这样一个建议能够期待什么。这

样的建议是富国的奢侈吗？会不会加重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提出这些疑问是合理

的，我们应该在回答这些问题的同时承诺，将环保完全融入我们的发展和反贫困政策

中，也就是说，不仅从财政上，还要通过技术支持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参与我们的生态

革命。当然，在保护自然与生命方面，他们也同样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正在进行一项持久的研究。同以往一样，一开始由几个国家组成先驱小组

来做启动工作。当初法国同加拿大、魁北克以及其它一些国家决定打一场保护文化多

样性的战斗时，也曾引起了众多怀疑。今天，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于2005年10月20日在

巴黎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形式多样化公约》，今年3月份将生效。这仅是一个

比方。显而易见的环境紧迫形势孕育了我们的信念，相信我们的坚定信念能撼动大

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