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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 与 自然原本是一种辨证和谐的关系
,

相互依存
,

平等共处
。

19 世纪以来
,

人 口激

增
,

尤其是近 200 年来
,

世界人 口 直线上升
,

加之世界经济迅速发展
,

对环境造成极大的冲击与压

力
,

尤其是对生活资料来源的各种 自然资源
,

以及对地球承载能力产生压力
。

人类正面临一个土地

荒毁
、

环境污染
、

交通拥阻
、

水荒水污
、

能源危机
、

资源耗损
、

生态全面失衡的世界
。

惨重的代价 已引

起人类的高度警觉
,

科学发展观
、

和谐伦理学
、

低代价经济增长论
、

绿色 G D P
、

环境人类学
、

生态伦理

等等学说应运而 生
,

其意义重大而深远
。

【关键词】 人类
; 环境

; 危机 ; 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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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原本是一种辨证和谐的关系
,

二者既

紧密联系又相互制约
,

共在一个地球上
,

相互依存
,

和平共处
。

可当人 口激增
,

私欲膨胀
,

人类拼命向自

然掠夺
,

生态系统丧失 自身修复能力
,

导致生存环境

严重恶化
,

遭受破坏的大 自然通过地质灾害
,

又疯狂

地报复人类
。

人与 自然相争
,

人类不善待生存家园
,

能得到便

宜吗 ? 现实已告诫人类
,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
“

掠夺一

报复一无情掠夺一无情报复
”
的恶性生存圈中

。

产生

生存环境 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但主要和基本 的

是人类的不适活动
,

特别是人 口激增对环境造成的

冲击和压力
。

1 人口激增

1
.

1 人 口增长速度越来越快

大约 100 万年前
,

地球上出现了人类
。

那时候人

口增长速度一 直很慢
,

平均 1 0 0 0年增长 2 0%
,

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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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00 年世界人口才达到 1 0亿
。

近 200 年来
,

世界人 口

增长呈现一个休 目惊人的图示
,

数量增加了5倍 (图

1 )
。

据联合国人 口统计所研究结果
,

公元前 7 0X() 年
,

世界人 口 只有 1(XX〕万
,

到 19 5 0年
,

即经历了 895 0年
,

人 口达到 2 5亿
。

1 9 5 0年到 19 8 7年
,

即只经历 T 3 7年的

时间
,

世界人 口成倍增长
,

从 25 亿猛增到 50 亿
。

世界

人 口实际上增长值远远高于预测值
,

如果不采用有

效的控制手段
,

到 21 世纪末
,

地球上将生存 14 0亿人

口
,

该数值将大大超过地球所能承载的 100 亿人 口的

能力
。

由表 1可见
,

从公 元前 700 0年
一
45 00 年

,

即经历

了 2 500 年
,

人 口 增长了 1倍 ;到公元前 100 0年
一公元

元年
,

经历 了 1000 年
,

人 口增长 了 1倍 ;到公元 1850

年
一 195 0年

,

经历时间 100 年
,

人 口增长 了 l倍
。

随着

时间的推移
,

世界人 口成倍增长的时间越来越短
,

人

口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
。

目前世界人 口的年平均增

表 1 世界人口增长速度

起止年代

公元前 7的O礴 5 00 年

公元前45 00 ~ 25 00 年

公元前 2 500叼 10X() 年

公元前 1O0( )` 公元元年

公元元年~ 900 年

公元 90 0一 1 700 年

公元 17 00 一 18 5 0年

公元 185-0 1 9 50年

公元 19 50~ 19 87年

公元 19 87一 199 1年

经历时间

25 00 年

25 00 年

15 00 年

10 X() 年

9 X() 年

800年

1 50年

100 年

37年

4年

人 口增长幅度

1X() 0心 500 万

2 0( 刃· 4 0( 刃万

4X() 0阳 8 0X() 万

800 0一 1
.

6亿

1
.

6~ 3

3
,

2 ~ 6

.2亿

.0 亿

6
.

0 、 12
.

0亿

1 2
.

0砚5
.

0亿

25
.

0一50
.

0亿

50
.

0 ~ 5 4
.

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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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率为 18%
,

每年将净增 1亿人
,

即每天出生 43 万人
,

相当于每秒钟出生5人
。

当前世界人 口增长的特点是
,

年龄结构两极化
:

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
,

发展中国家尚处于

年轻型 ;人 口增长城市化
,

18 00 年
,

世界人 口 中居住

在城市的远不到30 %
,

到 19 81 年
,

世界人 口 中有 41 %

居住在城市
。

前联邦德国达 92 %
,

英国
、

加拿大
、

日本

为7 6%
,

美国为7 4%
。

人 口增长不均衡化
:
从 195 0 -

1990 年 4 0年间人 口 增长 情况看
,

世 界人 口 增长

1 10 %
,

非洲增长 18 9%
,

拉丁美洲达到 167 %
,

亚洲和

表 2 19 50一 199 0年世界不同地区人口增长情况 (亿 )

地 区

全 世 界

非 洲

亚 洲

欧 洲

拉丁美洲

北 美 洲

大 洋 洲

前 苏 联

19 50年

25
.

16

197 0年

3 6
.

97

199 0年

52
.

95

40 年间增长 (% )

.2 22

13
一

7 7

3
.

9 8

1
.

65

1
.

66

0
,

12

1
.

74

3
.

6 5

2 1
.

0 1

4
t

66

2
.

83

2
.

2 6

0
.

19

2 35

6
.

4 2

3 1
.

17

5
.

00

4
.

4 1

2
.

7 6

0
.

26

2
.

8 1

1 10
.

45

1 89
.

19

126
.

36

27
.

89

167
.

2 7

6 6
.

2 7

1 16
.

67

6 1
.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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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洲相当
,

约为 120 %
,

欧洲最低
,

为 27 名9%
,

北美

洲和前苏联分别为 66 %和62 % (表 2 )
。

1
.

2 人口对 自然压力越来越大

人 口剧增对环境产生极大的冲击和压力
,

首先

是对生活资料来源的各种 自然资源的冲击与压力
。

水资源
,

19 00 年到 19 7 5年
,

世界人 口约增加一倍
,

年

用水量则由约 4 0( 犯亿立方米增加到 3 0 0( 刃亿立方米
,

增加了66 5倍
。

土地资源
,

根据有关资料的记载
:
19 75

年世界人均耕地为 .0 31 公顷
,

到 2仪 )K年将下降到0
.

15

公顷
,

即减少一半 ;在 7 0年代初
,

平均一公顷耕地养

活 .2 6个人
,

到 20( 刃年需要养活4个人
。

森林面积
,

地

球上的森林面积曾达到过 7 6亿公顷
,

后来随着人 口

的增加
,

到 186 2年
,

减少到55 亿公 顷 ;进人 2 0世纪 50

年代以来
,

森林面积还在不断减少
。

食品资源
,

首先

是粮食短缺
,

其次草原早已成了开垦的对象
,

特别是

温带草原
,

都已被开垦
,

结果使大批草原退化
,

严重

的便造成土地沙漠化
,

目前
,

每年世界大约有 600 万

公顷土地沦为沙漠
,

其中 32 0万公顷原为牧草地
,

25 0

万公顷原为旱地作物
。

中国每年以24 60 k时以上的速

度扩展土地荒漠化
,

现 已实际发生的面积达 26 2万

km Z 。 能源
,

能源短缺是世界面临的几个重要问题之

一
,

人 口增长不仅缩短矿物燃料的耗竭时间
,

造成能

源供应紧张
,

而且还会加速对森林资源的破坏
,

尤其

是发展中国家的燃料
,

其中9 0%来 自树木
。

人 口剧增还对地球容纳 能力产生冲击和压力
。

世界人 口按指数规律增长下去会带来什么结果 ? 这

是关系到人类前途和命运的一个重要间题
。

因此
,

地

球容纳人 口 的能力有多大 ? 这是人类必须面对的一

个重大问题
。

首先就每人平均可能占有的陆地而言
,

根据美国的预测资料
,

如果按 目前速度剧增下去
,

总

有一天地球上的全部土地
,

都为人们所居住
,

平均每

人占地只有 .0 3平方米
,

根本没有供耕作用的土地
。

其次
,

从生物学的角度分析
,

地球能养活多少人呢 ?

地球植物的总产量
,

按能量计算每年平均 .2 8xl 01 8千

焦
。

人类维持正常生存则每天需要能量 .9 24 千焦
,

一

年 .3 3 xl J 千焦
。

这样维持 4 0亿人 口生存每年需要能

量 1
.

3 xl ol 呼焦
,

即相 当于植物生产总量的 .0 5%
。

照

此推算
,

地球上植物总产量可养活 8X( 刃亿人
。

但是不

仅仅是人类
,

其他动物也直接或间接地以植物为食
,

而且有许多植物和动物是不能供人类食用的
。

因此
,

人类只能获取植物总量的 1%
,

即只能养活 so 亿人

口
,

最多 100 亿人 口
。

因此
,

人 口不可能无限增长
,

否

则
,

人类都将生活在饥饿
、

疾病
、

寒冷
、

酷热
、

拥挤等

难以忍受的条件之下
。

1
.

3 人类活动强度越来越大

人 口剧增的必然结果是人 口密度加大
,

后者的

上海 ( 1〕江苏12 )

吉林`29 北 《7 )

, 海《 28 江宁《 8】

新班 《2 7 )
犷东 (9 )

!挂内旅古 (2 6

I ( 10 )

甘肃 125 )

浙江 ( 11 )
云南 (24

溯北 ( 12 1

海南 (

贵州 ( 19 )
福碗 ( 18 )广西 ( 17 )江西`

16】

图2 中国区域人类活动强度排序图

(引自
:

牛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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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结果是人类活动强度加大
。

以中国为例
,

人 口密

度平均每平方公里达 12 9人
,

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的2

倍
,

其中上海 2 232 人 / 平方公里
。

根据 iN
u 和 H ar ir s

( 1 99 6 )的研究
,

如果以年搬移岩石和土壤的数量来

衡定人类活动总量
,

全世界达 1 36() 亿吨
,

中国每年平

均搬动 和运移 土石方量 381
.

7亿吨
,

占全世界的

2 8
.

1%
,

远远高出国土面积占全球 7%和人 口占世界

的2 2%的比例
。

全世界人均每年搬动土石方22 .7 吨
,

中国达 31
.

8吨
,

是世界均值的 1.4 倍
。

如果以自然环境

指数
、

经济密度指数
、

资源开发指数和人文影响指数

代表人类活动强度指标 (这些指数分别代表了自然
、

经济和人文三大基本要素
,

且都有内在的解析
,

例如

在经济密度指数中
,

以C仇排放强度
,

去表达某个地

区人类活动强度的大小
,

因为人均 C D P的大小与区

域内人均碳排放量有明显的相关性 )
,

并应用这些指

数进行全国省际排序
,

获得上海的人类活动强度最

高
,

其次是江苏
、

山东
、

北京和天津
,

全国人类活动强

度最低的是西藏 (图2 )
。

贵州
、

宁夏虽然人 口密度小
,

经济不发达
,

但由于生态环境脆弱
,

人类活动引起的

地理环境改变并不小
。

河南
、

河北经济并不发达
,

生

态环境脆弱性也不明显
,

之所以列为较强活动区
,

与

其人 口众多有很大关系
。

2 土地荒毁

地球是 太 阳 系 中第 五 大行 星
,

其 重 量 达

5 9 7 6侧X X) 仪n 刃亿吨
,

表面积 5
.

1亿平方公里
,

其中

1
.

4 9亿平方公里为陆地
,

占其表面积的 29
.

2% (亚洲

44 2 0万平方公里
,

美洲4 2 0 0万平方公里
,

非洲3《XX)万

平方公里
,

欧洲 105 0万平方公里
,

澳洲 768 万平方公

里 ) ; 3 .6 1亿平方公里为水域
,

占其表面积的7 .0 8%
。

用于农业的土地面积只有 14 00 万平方公里
,

其中
,

耕

地和非休闲地 144 万平方公里
,

永久性草地 336 万平

方公里
,

森林和其他用材地4 17 万平方公里
,

其他用

地 41 2万平方公里
,

灌溉用地 24 万平方公里 (O E CD
,

1 9 9 5 )
。

纵观人类发展史
,

谁能像土地哪样给人类无私

的奉献呢 ?正是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
,

一个个生命在

阳光
、

空气的滋润下茁壮成长
。

没有肥沃的土地就没

有人类赖 以生存和发展的食品
。

然而
,

人类至今还在

通过毒害
、

伐林
、

建筑等等手段
,

不断地毁坏土地 (表

3 )
。

随着地球上人 口不断增长
,

用于我们生存的耕地

越来越少
,

据美 国科学家悲观的估计
,

到 21 00 年
,

沃

土将成为非常珍贵的商品
,

如果我们继续破坏耕地

质量
,

未来25 年
,

全世界食品总量可能减少25 %
。

表 3

为 19 4 5一 19 90 年因人类活动导致全世界土地退化的

情况
,

其中以亚洲
、

非洲和北美洲退化的总面积最

大
,

分别为747 百万公顷
,

49 .4 2百万公顷和 24 3 .4 百万

公顷 ; 中美洲和欧洲土地退化百分率最高
,

分别为

24
.

8%和 2 3
.

1%
,

全世界平均为 17 %
。

自19 45 年以来
,

全球 已有 n %的地球植被面积被破坏
,

比中国和印

度土地面积之和还要多
。

地 区

表3 194 5一 19 90 年土地退化情况

退化总面积 (百万公顷 ) 土地退化率 (% )

全世界

非 洲

中美洲 (含墨西哥 )

南美洲

北美洲

大洋洲

1964 .4

4 94
.

2

62 .8

95 )

从 3
.

4

7 4 7
.

0

2 18
.

9

1 02
.

9

17
.

0

2 2
.

1

24
.

8

5
.

3

14
.

0

19
.

8

2 3
,

1

13
.

1

洲洲亚欧

引 自
:
W o lr d R e so眠 es I n s

it t
u
et

:
W

o d d R e s o u 比e s
19 92 一 199 3

.

中国是一个陆地大国
,

以% 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

积居全世界第三位
。

但国土本身的自然结构和地理

特性
,

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
,

对于中国生态环

境的
“

应力
”

或
“

胁迫
” ,

明显超过全球平均水平
。

65 %

的国土面积是山地或丘陵
,

33 %为干早或荒漠地区
,

5 5% 的国土不适宜于人类生产
,

7 0% 的面积每年受脚
到季风气候影响

,

17 % 国土构建了世界屋脊
。

我们经

常引以为 自豪的口号是
, “

中国用世界上 7% 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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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活了占世界 22 %的人 口
” 。

但是
,

中国的陆地面积

已利用 了68 0万平方公里
,

利用率高达 7 0%
,

耕地垦

殖系数 1.4 2%
,

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

中国现有耕

地 1
.

3亿公顷
,

人均 0
.

10 7公顷
,

不及世界平均水平 的

一半
。

中国现有耕地 中
,

一等好地 占4 0%
,

中等地占

34 %
,

三等劣地 26 %
,

这其中 30 % 的耕地不同程度地

受水土流失危害
,

4 0%严重退化
。

中国宜作开垦的土

地仅为 0
.

133 亿公 顷
,

按 60 % 的垦殖率计算
,

可开发

耕地仅 .0 0 8亿公顷
,

全部开垦后
,

人均增加土地不足

6 .6 7平方米
。

然而
,

土地面积还在不断地锐减
。

199 2年
,

全国

净减耕地 2 9
.

4万公顷
,

19 94年净减 4 3
.

8万公 顷
,

19 9 5

年净减38
.

9万公顷
,

19 9 7年
,

中国
“

冻结
”

非农业建设

项 目占用耕地
,

但冻而不结
,

当年仍减少耕地 13
.

6万

公顷 (图 3 )
。

19 78
~ 2 003 年

,

我 国耕地仍在减少
。

严

峻的现实告诉人们
,

照此下去
,

50 年后
,

中国人均耕

地只有 4 0 0平方米
,

10 0年后
,

我们 的子孙将无地可

种
。

除此之外
,

人为和非人为毁坏土地的现象仍非

常严重
。

我国属于荒漠化危害最严重的国家
,

荒漠化

总面积 已达 26 .2 2万平方公里
,

占国土面积的2 .7 3%
,

荒漠化造成我国每年 389 万亩土地退化
,

直接经济损

失5 4 0亿元
,

每年输人黄河 1 2 0亿吨泥土
。

始于 199 2年

的
“

圈地运动
” ,

使大片 良田沃土荒废闲置
。

据估计
,

9 0年代全国被圈起闲置撂荒土地 n
.

6万公顷
,

它相

当于 2个汤加
、

3个马耳他
、

18 个圣马力诺
。

图 3 19 9 2年
一
19 99 年我国耕地净减少示意图

引自
:

吴岗 ( 2 00 1 )
,

张坤民 ( 20 02 )

3 环境恶化

随着世界人 口的剧增
,

资源和能源的消耗也急

剧上升
,

终于导致了全球 的环境 问题
,

如温室效应
、

臭氧层破坏
、

酸雨等等
。

科学家认为
,

近年来不少 国

家夏季持续高温和冬季反常温暖是温室效应 ( Ger en

H o u s e Effe
e t )的先兆 ( Y a n s h i n

,

19 90 )
。

CO
Z 、

CH ; 、

N Z
O

和 C F C等气体均可产生温室效应
,

是导致气候变坏

的根本原因
。

据研究证实
,

目前
,

世界 已进人大范围

的生态恶化和复合性环境污染的阶段
。

温室气体
、

黑

炭
、

有机金属
、

氮磷富营养等等构成现在污染的基本

特征
。

据分析
,

1 9 0 0年后全球气温开始上升
,

到2 10 0

年
,

最高上升 .5 8℃
,

最低上升 1
.

4℃ ; 中国最高达

8
.

0℃
,

最低 3
.

6℃
。

我国生态与环境面临巨大挑战
。

全国水土流失

面积 3 5 6万 km
Z ,

沙化面积 10 0万 km
Z ,

草地退化 2 / 3
,

原

始森林不足 1/ 10
,

濒危物种 1 9 0种
。

东部和西南地区

2 0 0余个湖泊 中80 % 富营养化
,

近 5 0%城镇饮水用水

不符合标准
,

343 个城市有 2乃不能达到二级空气质

量标准
,

30 % 的国土受到酸雨污染
,

垃圾围城
,

有毒

有害废弃物影响已经出现… …

根据专家在 2 0世纪 80年代初测算
,

1 9 8 3年中国

环境污染损失 38 0多亿元
,

生态破坏损失 49 0多亿元
,

合计 88 3亿元
,

约占国民生产总值 (G N )P 的 1 5
.

6%
。

又

据 中国社科院估算
,

1 9 9 3年两者分别损失 10 85 亿元

和约 1 3 6 0亿元
,

合计 3 4 4 5
.

6亿元
,

占GN P的 1 0
.

0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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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全世界CO虑量变化情况 (亿吨 )

地 区 17 9 0 1980 增长率 ( %)

全 世 界

O EC D

欧 共 体

非 洲

亚 洲

拉丁美洲

中 国

前 苏 联

美 国

日 本

澳大利亚

4 16
.

40

88
.

48

3 2
.

7 9

. 294

5
.

8 1

5
.

9 2

8
.

7 5

4 2
.

5 6

4 2
.

7 6

7
.

8 1

1
.

6 3

187
.

9 2

10 1
.

5 0

36
.

2 2

4
.

5 4

9
.

40

8
.

37

14
.

8 4

33
.

7 4

49
.

1 3

9
.

37

2
.

1 2

1 25
.

6 2

0 1 3
.

6 1

5 3
.

9 2

6
.

9 5

16
.

8 6

9
.

9 3

23
.

7 9

36
.

9 2

50
.

8 3

0 1
.

60

27 2

7 4
.

8 2

7 1
.

09

7
.

6 2

1 36
.

39

9 0 1
.

9 1

87
.

7 1

7 16
.

8 8

50
.

3 2

18
.

7 0

5 3
.

7 2

66
.

7 8

引 自
: O E C D

:
OE C DE n v

io rn
m

en tal a D ta ,

1 99 3
.

表4表明
,

从 1 9 7 0年至 1 99 0年的 2 0年间
,

全世界

CO Z总量增加 6 9
.

2 2亿吨
,

增长 4 7
.

2 8%
。

O E C D (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 ) 国家同期增加 15
.

13 亿吨
,

增 长

17
.

0 9%
。

美国和前苏联虽然 2 0年间
,

C 0 2总量增长率

分别只有 1 8
.

01 % 和 50
.

32 %
,

远远低 于非洲
、

亚洲和

中国
,

但其总量是世界最高的国家
,

美国在 19 9 0年就

达 5 .0 3 8亿吨
,

前苏联达 36 .9 2亿吨
。

到 200 2年全世界

CO
Z

排放量达到 2 31
.

7亿吨
。

在工业革命前的 1 890 年
,

大气 中的 C 0
2

浓度 只有 28 即pm
,

到 19 86 年上 升为

34 0 p p m
,

199 0年为3 5 4 p p m
,

近年来
,

C 0
2

增长速度约

为每年 1
.

s p Pm
。

据 H ior d h i s e i n o ( 19 9 0 )估计
,

到 2 0 30

年
,

C O Z浓度可能达到 6 00P p m
。

2 0世纪全球每年向大

气释放 C O夕0 0万吨
,

1 9 8 8年增至 6 0亿吨
,

C O
Z

气体的

增加
,

主要是化学燃料的燃烧
。

虽然 C O
Z

引起大气温

室效应不如 C H
4 、

N
2
0 和 C F C

,

但因其总量大
,

成为温

室效应的最大气体源
。

CH
4

也可以 由沼泽地
、

湿地
、

稻 田以及反当动物

消化器官中微生物在厌氧条件下活动产生的
,

现在

全世界每年 CH 4
发生量约为5

.

4亿吨
。

据 iC ce r
on

e
等人

估测
,

每年每平方米稻 田排出3m g一 10m g CH
4 ,

全世界

稻田 C H 4
排放量每年达 1 I Ox 1O

, 29
,

即为 CH
4

排放总量

的2 1%
。

每年 由家畜排 出的 CH
4

约为 65 00
一 85 0 0万吨

,

占

CH 4发生总量的巧%
。

在食草动物中
,

具有反当胃的

牛和羊
,

其 C H
4

产生机制是
,

在反当胃中经微生物作

用进行碳水化合物的分解
,

在此过程中
,

经甲烷发酵

菌的作用而产生 c H
4 。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

但因人 口剧增和经济

快速发展
,

对生态和环境压力不断加大
。

近年
,

我国

CO
:

年排放量达到 30 .5 1 亿吨
,

为世界第二大排放

国 ; 甲烷 9
.

5 9亿吨 CO Z
当量

,

位居世界第一 ; N 20 5
.

38

亿吨 CO Z
当量

,

位居世界第一
。

除此之外
,

5 0
2 、

沙尘
、

黑炭等等排放量也居世界第一
。

城市垃圾也是导致 CH
;

的主要来源
。

19 91 年北

京市人为 CH 4
排放总量 33

.

18 万吨
,

其中垃圾堆排放

巧
.

28 万吨
。

200 0年 C H谜到 42 .2万吨
,

其中城市垃圾

排放 22 .6 万吨
。

预计到2 01 0年人为排放 CH
4 ,

全北京

市将达到4 7
.

1万吨
,

其中城市垃圾将达到26 .9 万吨
。

4 交通拥阻

经济越发展
,

交通越发达
,

同时带来高耗能
、

重

污染
、

多死亡
、

拥阻严重等一系列问题
。

当今
,

汽车 已变得必不可少
,

没有汽车
,

人们很

难生存
。

7 0年代以后
,

汽车成倍增长
,

197 0年全世界

汽车总量 .2 46 亿辆
,

到 19 9 3年达到 6
.

17 亿辆
,

增加了

1
.

5倍 ; 其中用于客运的车辆增加了 .2 76 亿辆
,

增长

1
.

43 倍 ;货运车辆增加 95 00 万辆
,

增长 1
.

83 倍
。

仅以

O E C 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国家为例
,

同期车辆

总量 由2
.

n 亿增加到4
.

81 亿辆
,

其中用于客运和货运

的车辆分别增加 .2 07 亿辆和60 00 万辆 (表 5 )
。

随着车

辆增多
,

交通拥阻已成为世界性的问题
,

不少城市对

此已习 以为常
。

环境污染也越加严重
,

90 年代末
,

世

界每年向大气排放的 6 0亿吨 C O
Z

中
,

有 11 亿吨来 自

汽车废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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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0世纪 70年代到90年代世界汽车变化情况 (百万 )

19 70 1 9 80 19 90 19 93

4 10

3 20

90

3 33

2 7 6

2 6

8 5 5

4 4 4

13 8

4 38

34 3

90

61 7

4 69

14 7

4 8 1

3 78

9 8

24 61932 5川11738世界总量

客 运

货 运

E OCD国家

客 运

货 运

引 自
:OE D C :

OE CD E nv
iro nm e n

tl aD a
t a

,

19 93
.

O EGD 国 家
:

奥地利
、

比 利时
、

加拿大
、

丹麦
、

法 国
、

德 国 (不含 东德 )
、

希腊
、

冰

岛
、

爱尔兰
、

意大利
、

卢森堡
、

荷兰
、

娜威
、

菊萄牙
、

西班 牙
、

苏丹
、

瑞典
、

土尔其
、

英国
、

美国 以及 日本 ( 19 64 )
、

芬兰 ( 19 6 9)
、

澳大利 亚

( 1 97 1 )
、

新西 兰 ( 197 3 )
、

墨 西哥 ( 19 94 )
。

西方发达国家汽车增长速度和总量远远高于发

展中国家
。

19 60 年
,

联邦德国汽车总量4 30 万辆
,

到

19 8 4年
,

猛增到2 5 2 1
.

8万辆
,

为 l 9 6() 年的6倍
。

1 9 6 0年

全世界当年制造汽车900 万辆
,

25 年以后
,

即 1 985 年

当年制造汽车35 00 万辆
,

几乎为 19 60 年的4倍
。

到

20 2 0年
,

中国汽车保有量 1
.

3亿
,

比现在要增加 5
.

3倍
。

加之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
,

到时
,

交通拥阻现象会更

加严重
。

表6 2 0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世界飞机运输情况 (百万 )

地 区 1 9 80 1 992 增加 (% )

世界

飞行公里 9 36 2

运载旅客 64 5 .2

非洲

飞行公里 351

运载旅客 21
.

2

北美

飞行公里 5 07 4

运载旅客 33 .6 9

南美

飞行公里 4 9 8

运载旅客 3 .4 0

亚洲

飞行公里 12 7 0

运载旅客 1 0 6
`

1

欧洲

飞行公里 18 9 2

运载旅客 1 2 .8 8

大洋洲

飞行公里 27 .7 0

运载旅客 18
.

1

前苏联

飞行公里

—
运载旅客 10 3刀

引自
:
U

n i t e d N
a t ion

s
S t a it

s t ie a
l Y e a

ht
o o

k 199 4
.

1 54 54

11 2 9
.

6

65
.

07

7 5
.

0 8

40 2

2 5
.

3

1 4
.

5 3

19
.

3 4

8 0 1 7

5 07
.

1

58
.

00

50
.

52

67 9

4 3
.

6

3 6
.

35

28
.

2 4

24 9 9

2 35
.

8

96
.

7 7

22
.

2 4

3 126

2 17
、

4

65
.

22

68
.

79

59 3

3 7
.

7

14
.

0 8

1 08
.

29

1 37
.

0

62 3 一3 9
.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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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祸猛如虎
,

人们爱车如命
,

甚至高于生命
。

根

据参与 E C M T (欧洲交通部长会议 )的26 个成员国统

计资料显示
,

在 19 92 年 8万人直接死于车轮之下
。

因

交通事故
,

死亡和伤残21 00 万人
。

以联邦德国为例
,

近 3 0年中
,

有 4 7 万人死于车祸
,

14 9 0 万人在交通事

故中致残
。

中国20 03 年
,

交通事故死亡 1.0 4万人
,

占

总事故数的34/ 强
。

同年
,

日本和德国道路交通万车

死亡率分别只有 1
.

01 人和 1
.

4 3人
,

我国达到 10
.

8人
。

随着 国际交往
,

旅游业及市场经济的发展
,

以飞

机作为交通工具和运输工具成为时尚
。

据联合国统

计年报 (表 6 )表明
,

从 19 80年至 19 9 2年的 1 2年间
,

全

世界飞行公里增加 60 .9 2亿公里
,

增长 65
.

07 %
,

运载

旅客增加 .4 84亿
,

增长 75
.

08 %
。

各大洲相 比
,

以北美
、

亚洲
、

欧洲飞机运输事业发展最快
,

1 99 2年北美飞机

运载旅客 5
.

07 亿
,

亚洲 2
.

36 亿
,

欧洲 2
.

17 亿 ; 当年
,

亚

洲和欧洲飞机飞行公里数分别达到 31
.

2 6亿和 24
.

99

亿公里
。

近年来
,

无论什么地 区和国家
,

以飞机作为

交通工具的运载能力和运输距离大大增长
。

但同时

带来不安全因素
,

飞机事故时有发生
,

对环境污染也

越来越严重
。

5 水荒水污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估计
,

全球水域面积为

地球的 23/ 强
,

总水量巧亿 k耐
。

其中海洋占94 %
,

地

下水 4%
,

极地冰川 1
.

7%
,

江河湖泊 .0 3%
。

35 亿年前
,

生命在海洋 中出现
,

6亿年前多细胞 生物诞生
,

到

40() 0万年前
,

生命绽开了美丽的花朵一人类
。

水诞生了生命
,

但现代水又制约着人类的发展
。

地球生物圈水循环 中可供人类使用的淡水资源
,

以

人均 日耗水量0
.

1立方米计算
,

增加20 亿人 口就意味

着未来水量年增加 73 0亿立方米
。

如果考虑人均耗水

量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

则地球水资源又要

增加 5 ~ 6倍的负荷
。

此外
,

工农业生产发展
,

也使耗

水量大幅度增加
。

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报告
,

1 987 年

北美洲和中美洲人均 占有水量最多 ( 18 61 立方米 )
,

其次是前苏联
,

人均 占有 1 28 0立方米
,

非洲最低
,

为

2 4 5立方米
。

欧洲和北美洲工业用水 占用量最大
,

分

别为总水量的 54 %和 42 %
,

亚洲和非洲农业用水量

最大
,

分别占总水量的88 %和 86 % (表 7 )
。

表7 全世界不同地区水资源消耗情况

地区或 国家
人均 占有量 ( 19 8 7 )

( m
3
)

生活用水

(% )

工业用水

(% )

农业用水

(% )

49653433885986422725482397 564136187北美和中美洲

前苏联

大洋洲

南美洲

非 洲

186 1

1280

9 0 5

7 1 3

5 1 9

47 8

2 4 5

欧 洲洲亚

引 自
:
W

o
lr d R e s o u

cr
e

I
n s it t u t e

.

19 94
.

目前
,

全世界已有 8 0多个国家 4 0%人 口严重缺

水
,

干旱危及人们的生命
。

有关专家预测
,

到 2 0 3 0年
,

人类可能进入水资源危机
,

全球性水资源供需矛盾

更加尖锐
。

我国多年来平均水资源总量2 8 1 24 xl 0s 立

方米
,

降水 6 207 6 xl 0s 立方米
,

低于地球大陆平均水

平
,

人均 占有水量居世界 88 位
。

目前
,

我国有 30 0多个

城市缺水
,

北方已有北京
、

沈阳
、

郑州等几十个城市

和一些地区严重缺水
,

南方上海等城市缺水 日渐突

出
。

有4 0O xl 了 平方公里耕地及 1/ 3 的草地受到水

荒威胁
〕

另外
,

S 000 xl 0
4

个农 民和 4 000 xl 了头牲畜缺

乏饮用水
。

19 8 6年一 19 9 3年
,

全国灌溉面积减少 I O7 x

l了平方公里
。

由于人类任意排放污水
,

使全世界每年排 出的

污水量高达 4 0 0 xl 08 耐
,

占全世界总径流量的 14 % 以

上
。

据联合国调查表明
,

全世界河流稳定流量的4 0%

受到污染
,

有的国家受污染的地表水达 7 0%
。

全世界

有 18 亿人饮用受污染的水
,

5亿多人因使用不洁水致

病
,

其中 1000 多万人丧生
。

因缺水和饮用污染水死亡

的人数
,

全球每年有2
.

5万人
。

我国是水污染 比较严

重的 国家
,

全国每年排放 300 对 0s 吨污水
,

处理率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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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

以水资源较为丰富的常熟市为例
,

每年排放废

水 1
.

l xl s0 吨
,

其中经过处理的不到 44 00 xl 了吨
,

占排

污量的44 %
,

其余都直接流向湖泊和河沟
,

使本来较

宽裕的水资源受到极大破坏
。

6 能源危机

短缺
、

低效
、

污染是 当今能源利用的三大问题
。

人 口再增长
,

经济要发展
,

耗能必定攀升
。

正如

前述
,

从公元 1800 年起
,

在不到 200 年时间内
,

人 口增

长5倍
,

而能源消耗更为惊人
,

从 195 0年到 2X() 0年
,

5 0

年时间内
,

能量消耗增加了 8倍多
。

9 0年代初期
,

美国

人均耗能 10 921 公斤标准煤
,

其次是前苏联 64 巧公斤

标准煤
,

德国 ( 6 3 75 公斤标准煤 )
,

法 国 ( 54 57 公斤标

准煤 )
,

英国 ( 4 7 5 4公斤标准煤 )
,

日本 ( 4 75 4公斤标准

煤 )
,

瑞典 ( 47 01 公斤标准煤 )等发达国家
,

经济不断

增长
,

耗能也不断提高
。

而在同期
,

发展 中国家耗能

则很低
,

如乍得
、

布隆迪
、

马里
、

尼泊尔等分别只有

2 1
、

2 2
、

2 4和 2 5公斤标准煤
。

根据 9 0年代 以后发达国

家经济增长规律来看
,

人均耗能与 GD P增长有很强

的相关性
。

人均 G D P达到 1万美元之后
,

人均耗能4吨

标准煤
,

其后髓 G D P增长
,

耗能增长缓慢
,

日本该值

为 .4 2 5吨标准煤
,

韩国为4 .0 7吨标准煤
。

19 9 0年全世

界耗能 10 .8 26 亿吨标准煤
,

其中石油
、

煤炭
、

天然气

为主要能量
,

但就增长 比例而言
,

核能和水能等是今

后能源发展的方向之一
,

而石油可采量将越来越少

(表 8 )
。

在总能量中
,

各地区消耗差异很大
,

其中
,

北

表 8 20年间世界能源消耗增长情况 (百万 T CE )

能 源 1 97 0年 19 8 0年 19 90年 增长 (% )

石 油

煤 矿

天然气

核 能

水能等

总 计

30 09

2 1 84

1 2 93

l 0

14 5

6 64 1

4 X() 0 32
.

9 3

3 2 3 8 4 8
.

2 6

2 539 9 6
.

37

7 35 72 5
.

X()

1 082 6

1 16
.

5 5

63
.

02

996632834!51!18931

引自
:
E

n e gr y S at it
s it e al Y

e a
ht

o o
k

.

U
n it e

d N
a it o n s

.

1 99 1
.

美犯.3 5亿吨标准煤
,

人均 7 8 5 0公斤 ; 非洲和亚洲人

均耗能分别只有 4 33 和 8 6 8公斤 (表 9 )
。

目前
,

世界能

源消耗总量达到 13 0 亿吨标准煤
,

其中化石能源占

80 % 以上
。

中国 200 2年耗能 1.4 8亿吨标准煤
,

为世界

第二大耗能 国 ;2 00 3年耗能 1.6 7亿 吨标准煤
,

其中煤

矿 13
.

8亿吨
,

石油 1
.

67 亿吨
,

天然气 32 .6 6亿耐
。

表 9 19 90年世界能源消耗情况

地 区 每人消耗 (比 ) 总计消耗 (百万 T C )E

世 界

北美洲

前苏联

大洋洲

欧 洲

南美洲

亚 洲

0 8 5 5
.

98

323 5
.

9 0

19 1 8
.

7 7

1 4 9
.

38

2 34 6
.

92

309
.

4 1

非 洲

引 自
: E n e

卿 St a t i s t i e a l Y e a r
b

o o k
,

U n it e
d N a t io n ,

20 80

7 8 5 0

67 3 2

57 84

4 0 3 2

10 9 1

869

43 3

26 33
.

3 6

2 62 2 0

19 9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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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

能源缺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

据测算
,

到

20 50年
,

全球石油可生产量将由目前的 25 0亿桶
,

猛

减到 50亿桶
。

目前
,

国际油价走高
,

主要取决于基本

供求关系在相 当一个时期 内不会根本改变
。

由于全

球经济增长势头强劲
,

主要消费国对原油需求处于

持续扩张状悉
。

2 (X阵年
,

全世界原油需求量达到 8 17 0

万桶
,

较去年增长 .2 5%
,

在原油需求增长的同时
,

原

油生产量却日益临近极限
。

200 3年 7月
,

欧佩克的剩

余生产能力将由每日 100 多万桶减少到每 日 6 0多万

桶
,

目前
,

所有产油国剩余生产能力也只有每 日 100

万桶左右
。

2 00 3年美国进 口石油的依存度达到62 %
。

中国200 3年进 口石油 9 1 13 万吨
,

对外依存度 35 %
,

预

计 2 (X岭年进 口石油 1
.

2亿吨
,

对外依存度 40 %
。

到

20 2 0年
,

中国一次性能源需求量 25 一33 亿吨标准煤
,

2 0 5 0年达到5 0亿吨标准煤
。

而 目前
,

中国人均可采储

能源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

石油 .2 6吨
,

天然气

107 4耐
,

煤 9 0吨
,

分别为世界水平的 n
.

1%
、

.4 3%和

55
.

4%
。

届时
,

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将超过 6 0%
。

能源效能低下是当今能源消费的又一重大 问

题
,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

目前
,

全世界发达国家人均

原油消耗水平为 1吨
,

日本 2吨
,

美国则达到4吨
。

我国

13 亿人 口
,

人均 1万美元 G D P的能源消耗为 n
.

8吨标

准煤
,

这一水平相当于美 国的3倍
、

德 国的 5倍
、

日本

的 6倍
。

2 00 3年中国消耗世界总能源 3 0%的煤
,

但只

创造了仅占全球总量4%的生产总值
。

目前
,

中国能

源效率只有 31
.

4%
,

与世界相差 10 个百分点
,

主要工

业产品耗能 比先进国家高出3% 以上
。

7 观念转变

上述可见
,

人类正面临一个人 口快速膨胀
、

耕地

急剧减少
、

水陆全面污染
、

资源成倍损耗
、

全球气候

异常
、

生态整体失衡
、

海水逐年上升
、

灾害频频发生
、

多种疾病困扰的世界
。

人 口剧增
,

人类不适活动以及经济增长使我们

生存环境不断恶化
,

并且还在进一步恶化
。

可喜的

是
,

惨重的代价已引起各 国领导人和有关专家 的高

度重视
。

江泽民同志在讲到经济建设和人 口
、

资源
、

环境的关系时
,

告诫人们
, “
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

展
,

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
,

决不能吃祖宗饭
,

断子孙

路
,

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
” 。 “

在现代化

建设中
,

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
,

要把控制人 口
,

节约资源
,

保护环境放在重要位 置
,

使人 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
,

使经济建

设与资源
、

环境相协调
,

实现 良性循环
” 。

沉重的代价

也告诫人们
,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集体

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
“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

的理论
,

其意义有多么重大而深远
。

人与 自然原本是一种和谐的关系
。

人类不仅要

善待他人
,

与人为善 ;还要善待生物
,

与生物为善 ; 乃

至善待其他所有和人一样的生命和非生命存在
,

并

与之为善
。

这就是和谐伦理学
。

人类试图统治自然

的方式已被证明是人类的灾难之源
。

为此
,

作为物种

领袖的人类
,

理应摆正 自己的位置
,

主动淡化 自己 的

霸主意识
,

视生态为父母
,

把物种当手足
。

所有生物

和非生物都有不可取代的价值
,

那些看起来没有生

命的存在实际上是对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存在有着

不可低估的意义
,

它们是生命存活的充分条件
,

这是

一个唇亡齿寒的简单道理
。

关于发展经济和环境污染代价之间的关系
,

梁

言顺博士提出了
“

低代价经济增长论
” ,

牛文元教授

提出了绿色 G D P概念
。

前者认为
,

人类追求的应当扣

除代价以后的经济增长
,

这种经济增长与减少代价

具有同等重要的经济学含义
。

人们在追求 G D P指标

同时
,

必须考虑经济增长的代价因素
,

实现一种以人

为本的低代价经济增长模式
。

以 19 92 年为例
,

中国一

年废水排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中水污染 (对工业

经济
、

对农物损失
、

对畜牧业 和渔业 )及危害人体健

康而造成的损 失达 367
.

7亿元
,

为此
,

经济增长率实

际上要减少 四分之一
。

牛文元教授呼吁
,

应当将
“

生

态赤字与经济赤字
”

一样对待
,

将现有的线性经济转

变为循环经济生产方式
。

把单位 GD P消耗的资源和

能量 (如耗水
、

耗材
、

释放污染
、

生产劳动率等 )指标

作为绿色 G D P和新型政绩观的标志
。

类似的美国经

济学家 D al y和C ob b ( 199 0) 就曾系统地比较了美国传

统的G NP和绿色 G N P的差异
。

他们提出
,

绿色 G N P二

(现行 G N P ) 一 ( 自然部分的虚数 ) 一 (人文部分的虚

数 )
,

其中
,

环境污染
、

自然资源退化
、

自然灾害引起

的损失等等应为 自然部分的虚数
,

而由疾病
、

失业
、

犯罪
、

管理不善等等引起的损失应为人文部分的虚

数
。

生存环境问题不仅使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挑

战
,

而且触发了人类痛切的反省
,

为人类 自我理解
、

自我认识提供 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刘啸霆认为
,

环境

思维充实了人学方法
,

我们必须从整体思维的角度

重新理解人类生存
,

只能在整体的境遇中人才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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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可能性和生存的价值
,

而且人的本质就取决于

他与他物的关系
。

人类应当思考如何超越 中心本身
,

从多方面把握人的特性
,

包括透过环境来理解人
,

人

只能是 自然的一部分
,

只能在顺应和适应基础上去

改造 自然
,

而不能去征服和主宰自然
。

万俊人认为
,

不能把现代生态危机简单地归结

为现代工业革命的结果
。

它首先且最根本是人类
“

现

代性心态
”

和现代人类 中心主义价值观念所带来的

实际后果
。

正是因为生态危机是人类 自身造成的
,

且

由于造成这种危机的根本原因不仅仅是我们所使用

的技术行为或技术方式
,

而且最根本的是 由于我们

人类 自身所形成的并不健全的现代性心态和现代性

价值意识与价值观念
,

所 以
,

需要建立一种生态 (环

境 )伦理
,

而非只是生态 (环境 )管理技术
。

这种需要

实在是我们作为人类的一种内在的精神需要
。

总之
,

统筹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
,

已成为当今世界

社会和经济发展基本的战略
。

为此
,

首先应 当树立科

学的 自然观
,

正确处理人与生存环境的关系 ;其次
,

应当树立科学的发展观
,

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第

三
,

应当树立科学的生活观
,

倡导健康文明绿色的生

活方式
。

唯有这样
,

通过几代人的努力
,

我们的生存

条件才可能得到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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