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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绿色增长)汉城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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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环境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绿色增长)汉城倡议”旨在解决第五次环境与发展部

长级会议的一个主要成果，即“2006-2010 年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区域执行计

划”中所强调的一些重大政策问题。本倡议包括为实现会议的主题，“在亚洲及太

平洋实现环境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绿色增长)”而提出的目标和政策领域。本文件着

重说明了倡议的目标并指出了政策领域和运作方式，包括建立“绿色增长汉城倡

议网”，以交流信息、促进双边和多边合作和加强政策支助。请高级官员审查“环

境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绿色增长)汉城倡议”草案，以便建议部长们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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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 “环境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绿色增长)汉城倡议”旨在解决第五次部长级会议

“部长宣言”和“2006-2010年亚洲及太平洋可持续发展区域执行计划”中所强调的一些重大

政策问题，并推进其成功实施。倡议展示了为实现会议的主题，“在亚洲及太平洋实现环

境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绿色增长)”，而提出的理由、目标、政策领域和后续活动。倡议还

指出了运作的方式，包括建立“绿色增长汉城倡议网(SINGG)”，以促进信息交流和加强对

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的政策支助。 

2． 倡议旨在在以下领域通过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的能力建设及其之间的

政策磋商促进区域合作： 

(a) 改进环境可持续性(使用环境资源的方式)； 

(b) 提高环境业绩(通过减少污染和改善生态系统保护的方式管理环境资

源)； 

(c) 促进环境，将其作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力和机会。 

二、理由 

3． 相对于其庞大的人口而言，亚太区域环境承受能力有限，环境已经显示了来

自本区域快速经济增长的环境压力所带来的不堪重负的迹象。为减少本区域的贫困，今

后必须实现的经济增长的规模十分巨大。 

4． 要长远地持续经济增长，就必须减少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压力。确保环境

的可持续性是维持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扶贫目标急需继续

经济增长，但同时又要确保另一个《千年发展目标》即实现环境的可持续性，这就需要

绿色增长这一新的模式。 

5． 传统的环境管理一般首先强调改进污染控制领域的环境业绩和生态系统管

理。然而，鉴于本区域生态承受能力有限，通过提高经济增长的生态效率来确保环境可

持续性将是今后岁月的紧迫问题。“绿色增长”的成功不仅将取决于污染控制的环境业绩，

还取决于通过改进环境资源的使用方式来提高生态效率以实现环境的可持续性。 

6． 汉城倡议旨在扩大常规的环境管理范围，不仅要包括污染控制和生态系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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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还要包括改进环境资源的使用方式以提高资源效率。 

7． 《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要求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但是，

通过改进环境资源的使用方式提高效率以确保环境可持续性的问题尚未引起本区域政

策制订者的认真重视。这是因为通过提高生态效率改善环境可持续性是一个相对较新的

挑战，并且为提高生态效率所必须的政策选择是多学科的，要求全社会所有利益攸关方

参与，单靠环境部是无法领导的。 

8． 传统的经济发展规划首先强调提高经济的供应方的能力，势必要建设更多的

发电厂和水坝来增加能源和水的供应，而不是提高能源和水消费的效率。 

9． 为提高生态效率的政策措施要求采取以需求方管理为重点的政策选择，其中

包括提高水和能源消耗的效率，改善公共交通以提高运输效率等措施。 

10． 在保持环境可持续性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还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环境与经济

之间互动的性质。要在经济增长和环境可持续性之间实现和谐，就必须在环境与经济之

间创造双赢协同效应。环境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再也不能被看作是一种“零和”游戏了。 

11． 只有在改善污染控制以提高环境业绩的同时改进社会的生产与消费方式以

提高生态效率从而做到环境的可持续性并实现经济增长的时候，“绿色增长”才是可行的。 

12． 因此，为了转向“绿色增长”新模式，摆脱传统的“先增长后打扫”模式，还必

须着手改变政策观念和制度，做到： 

(a) 将环境作为经济增长、投资、市场开拓、工业、就业和技术研究与开发

的机会； 

(b) 在环境与经济之间创造双赢协同效应，以取代流行的环境与经济是一种

“零和”结果的看法。 

13． 在吸取了大韩民国过去四十年快速经济增长的成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汉城

倡议旨在推动向“绿色增长”模式转化，从而力争为亚洲及太平洋创造一个经济蓬勃发展、

环境可持续的未来。 

14． 汉城倡议将通过建立“绿色增长汉城倡议网(SINGG)”作为其运作机制，提供

一个区域合作框架，促进“绿色增长”和在亚洲及太平洋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扶贫和

环境可持续性的目标，并兼顾本区域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地理特征。汉城倡议将提供

一个框架，为在区域一级促进“绿色增长”推动政策磋商、能力建设和建立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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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目标和政策领域 

15． 区域执行计划提出了若干方案和行动领域，要求在国家、次区域和区域各级

开展活动。为配合这些方案和行动领域的落实，汉城倡议提出了以下目标： 

(a) 改善经济增长的环境可持续性； 

(b) 提高污染控制的环境业绩和生态系统管理； 

(c) 促进环境作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力 

16． 本文件进一步列出了上述目标的政策领域以作为制订汉城倡议区域合作框

架的指导原则。 

17． 将建立汉城倡议网(SINGG)作为落实汉城倡议的一个主要支助机制。这一由

政府官员、地方当局、专家、工业界和私营部门代表组成的网络将开展各种活动，推进

各政策领域提出的目标和问题。这一网络还将分享信息和监测在汉城倡议框架内开展的

活动。 

 

目标 1：改进环境可持续性 

18． 这一目标领域的重点是高效率使用环境资源以及提高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

成员经济增长的生态效率，从而确保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环境可持续性。下文提出的政

策领域强调如何减少因经济快速增长而带来的环境压力，从而提高各成员在快速增长与

环境可持续性之间实现和谐。 

19． 由于改善生态效率和确保环境可持续性这些政策目标的范围要大于传统的

环境管理的范围——因为后者更加侧重于污染控制，因此这一目标领域要求将环境管理

模式从环境行政管理部门的污染控制转向全社会所有利益攸关者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上

来。 

 

政策领域：查明和促进政策措施、观念和制度必要的变革，以： 

(a) 将生态效率和环境可持续性这一概念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因为生

态效率对于确保环境可持续性至关重要； 

(b) 评估有限的生态承受能力所负担的环境压力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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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提高经济增长的生态效率并减少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压力； 

(d) 通过实现《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所要求的社会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改变，

尽可能的将其与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联系起来，以促进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

式； 

(e) 利用各种经济手段，例如绿色 GDP、生态税收改革等，将环境成本纳入

价格结构加以内部消化，从而促进资源利用的效率； 

(f) 提倡需求方管理以提高社会生产和消费水、能源和原材料等自然资源的

方式的生态效率； 

(g) 通过改进社会利用现有资源的方式促进循环经济； 

(h) 促进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对于提高生态效率的必要性的认识并开

展能力建设； 

(i) 在社会各利益攸关方之间促进伙伴关系以提高生态效率和环境可持续

性以及各自对自己应尽义务的认识。 

 

目标 2：提高环境业绩 

20． 这一目标领域的重点是改进我们管理环境资源和污染控制的方式。本目标领

域还强调通过改进传统的环境行政管理部门的污染控制和生态系统管理，提高环境业

绩。 

21． 改善环境可持续性更多的侧重于全社会的资源效率，而提高环境业绩则更多

的侧重于改善行政部门的环境管理。环境可持续性与资源利用效率的关系更密切，而减

少污染的环境业绩则更多的与生产流程和规章制度以及排放和排污标准相联系。 

 

政策领域：查明和促进政策措施、观念和制度的必要变革，以： 

(a) 在管理和保护空气、水和自然生态系统等自然资源的质量方面推行“谁

污染谁付费”的原则； 

(b) 通过提倡较干净的生产和开发及转让无害环境技术，促进有利于环境的

生产流程； 

(c) 通过提高环境法规和标准以及控制污染和生态系统管理的法律手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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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力度，促进环境管理的效果； 

(d) 促进自然资源综合管理和水、空气和海洋污染负荷全面控制等最佳做

法； 

(e) 促进各利益攸关者之间的伙伴关系，加强其参与和遵守环境管理； 

(f) 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密切合作以处理跨界污染和环境风险。 

 

目标 3：促进环境作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力与机会 

22． 这一目标领域旨在在环境与经济之间创造双赢协同效应并将环境作为一种

经济增长的机会和私营部门的商机。只有当环境与经济之间积极的双赢局面取代了将环

境看作是经济发展的负担和成本这一流行的看法，“绿色增长”才是可行的。 

23． 本目标领域旨在促进私营部门发挥积极作用，通过对环境基础设施的投资、

增加对更高质量的环境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研究与开发无害环境技术、培育环境产业和

市场，来支持经济增长。本目标领域还要最大限度的发挥市场和私营部门的作用，将环

境法规和对改善环境质量的需求作为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机遇，而不是对经济的负担。 

 

政策领域：查明并促进政策措施、观念和制度的必要变革，以： 

(a) 促进与环境相关的投资和环境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将其作为经济增长、

就业和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机会； 

(b) 促进和创造环境与经济之间的积极的协同效应； 

(c) 促进私营部门在将环境作为一种商机而不是对经济和私营部门的负担

或成本方面的作用； 

(d) 将环境法规和对环境质量的需求作为促进环境产业和环境产品与服务

市场的一种机会； 

(e) 确立政策框架，鼓励为基础设施、产品与服务创造新的市场机会，以及

鼓励与控制污染相关的技术和环境资源管理； 

(f) 促进无害环境技术并鼓励其吸收改造、推广和转让； 

(g) 利用政府采购的力量推动市场建设和确保在早期阶段的更干净的生产

活动有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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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提高消费者对有利环境产品的认识； 

(i) 鼓励可持续的生态旅游，要兼顾亚太区域的自然环境，以便为当地居民

带来收益。 

四、后续活动 

24． 作为第五次部长级会议的后续行动，汉城倡议将以建立汉城倡议网(SINGG)

开始落实。在第一次会议上，汉城倡议网将在亚太经社会成员(也欢迎准成员)参与下制

订一个执行计划和各项活动。 

五、筹资 

25． 汉城倡议后续活动的资金将通过大韩民国政府、亚太经社会成员国、以及包

括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和全球环境基金在内的国际捐助界来筹集。 

六、建议 

26． 根据上文提出的目标和政策领域，为推动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持续开展“绿

色增长”，请部长们： 

(a) 核准成立绿色增长汉城倡议网，作为一种执行机制，以弘扬汉城倡议，

并邀请各政府和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的相关组织参加这一网络； 

(b) 同意汉城倡议网的主要职能是提供一个论坛，以加强亚太经社会成员和

准成员政府之间的区域合作，并审评汉城倡议后续活动的进展情况以及为倡议确定未来

的方向； 

(c) 同意汉城倡议网的第一次会议由大韩民国在亚太经社会的协助下举办。

该次会议将就网络的运作方式、机制和详细的程序作出决定。会议还将制订汉城倡议政

策领域范围的活动的细节。 

(d) 鼓励亚太经社会成员和准成员作出果断和集中的努力，协助汉城倡议的

实施； 

(e) 确认大韩民国政府对于汉城倡议筹资的贡献，要求捐助界提供充分的财

政支助以落实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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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深切感谢大韩民国政府继续积极与亚太经社会其它成员国，尤其是为了

推进在亚洲及太平洋实现环境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进程，而分享其经验。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