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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研究专题

绿色增长和可持续福利对发展
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基于智利案例的研究
何丙姿

内容提要: 鉴于全球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 人口老龄化和增

长、 不断升级的气候变迁以及技术垄断、 竞争和局限性ꎬ 如何提升

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已成为

亟待解决的问题ꎮ 主流的绿色增长和新兴的可持续福利成为福利国

家可采取的两个主要的解决生态危机、 推进可持续发展变革路径ꎮ
本文通过分析在智利的气候融资计划和全民保障养老金对于该国增

长—福利—环境之间关系的作用方式ꎬ 探讨外部援助与内部福利调

整对于该国可持续发展的影响ꎬ 从而思考绿色增长和可持续福利共

同促进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ꎮ 研究发现ꎬ 全球气候融资

计划不仅偏离了其再分配的初衷ꎬ 还凸显了新自由主义的逻辑ꎮ 全

民保障养老金虽然有利于缓解智利老年贫困等问题ꎬ 但或由于政府

未知晓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优势ꎬ 并没有发挥其作用ꎬ 而且在短期

内或将进一步加剧该国环境的不可持续ꎮ 本文指出ꎬ 全球气候融资

计划应从源头加强关注发展中国家福利供应以及减轻福利制度对增

长的依赖性问题ꎬ 即帮助欠发达国家构建一个独立、 包容和可持续

的福利制度ꎮ 绿色增长和可持续福利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并不完全是 “竞争” 关系ꎬ 也可以发挥 “互补” 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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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社会针对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历史悠久ꎬ 但时至今日可持续发展

仍是许多发展中国家 “遥远” 的希望ꎮ① 根据联合国 «２０２３ 年可持续发展筹

资报告: 为可持续转型筹资» 指出ꎬ 可持续发展前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间存在显著差异ꎮ②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ꎬ 中国式现代化是 “人口规模

巨大的现代化、 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

调的现代化、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ꎮ
这意味着ꎬ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ꎬ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发展需要优化增长、 福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ꎮ
在大多数关于国家以及地区间发展差异的文献中ꎬ 制度质量往往被认为

是最关键因素ꎮ 主流的绿色增长和新兴的可持续福利是福利国家可采取的两

个主要的可持续发展变革路径ꎬ 用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ꎮ 学界关于两者的研

究已取得了重要成果ꎬ 但仍存在以下三个方面问题ꎮ 一是研究主要围绕绿色

发展或可持续福利单一路径的论述ꎬ 鲜有文献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ꎬ 以及它

们是否和如何能够共同助力国家可持续发展ꎮ 二是由于新兴的可持续福利概

念主要源于对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起对全球北方福利资本主义发展忽视环境的批

评③ꎬ 因此ꎬ 多数研究主要关注西方发达国家情况ꎬ 忽略了对发展中国家的讨

论ꎮ 三是现有研究虽然指出经济增长有助于发达国家绿色增长ꎬ 但对于发展

中国家的作用并不是十分显著ꎮ④ 而且ꎬ 国际化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增

长ꎮ⑤ 上述文献表明ꎬ 关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仍存在理论、 知识和

证据等方面的不足ꎮ 因此ꎬ 探讨发展中国家如何完善可持续发展转型机制不

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ꎬ 更具有重大的实践和现实价值ꎮ
本文致力于回答一个核心问题: 发展中国家如何更高效地促进可持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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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增长和可持续福利对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基于智利案例的研究　

展? 本文主要采用定性的方式分析在智利的全球气候融资和全民保障养老金

计划ꎬ 以此为案例从资金和工具的角度探讨绿色增长和可持续福利能否共同

促进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 一方面ꎬ 资金投入往往是技术发展和践行绿色

增长路径的直接推动力ꎮ 气候融资计划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绿

色补偿ꎬ 其利益驱动的目的和有效性受到越来越多质疑ꎮ 另一方面ꎬ 贫困和

不平等已成为 ２１ 世纪最受发展中国家关注的问题ꎮ 智利于 ２０２２ 年出台的针

对老年贫困问题的 “全民保障养老金计划” (ＰＧＵ)ꎬ 可以视为可持续福利路

径下全民基本收入的一种现实应用ꎮ
虽然本文重点关注绿色增长和可持续福利间的争论ꎬ 但本研究的目标并不

是衡量这两者的效用ꎬ 而是为这两种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文本下提供一个真实、
可对话的桥梁ꎮ 绿色发展和可持续福利作为两个规范性概念ꎬ 包含多种策略、
实施手段、 资金保障机制和评估机制ꎮ 虽然绿色增长正处于快速实践发展阶段ꎬ
但是数据的有限性限制了学界对其进行全面且系统地评估ꎮ 而且ꎬ 可持续福利

仍处于对西方发达国家文本的理论讨论阶段ꎬ 即使一些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正有

意识地实验或无意识地采用相关工具ꎮ 由于两者不同的发展和研究进程 (包括

数据)ꎬ 因此ꎬ 本文也并非从 “数据” 的角度进行对比分析ꎬ 而是从 “意义”
的角度思考两者的有效性ꎬ 进而回答研究问题ꎮ 研究结果一方面填补现有的理

论、 知识和证据空白并且为未来的评估和调查提供重要的探索方向ꎬ 另一方面

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建设提供宝贵经验ꎮ
本文首先简述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演变和当下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面临

的挑战ꎬ 从而揭示研究的背景和重要性ꎮ 同时ꎬ 重点梳理了绿色增长和可持

续福利的研究现状ꎬ 并且从增长—福利—环境关系这一分析框架理论性地比

较两者制度的异同ꎮ 其次ꎬ 介绍研究策略ꎬ 包括案例选择、 研究方式和局限

性ꎮ 通过反思在智利的气候融资计划和全民保障养老金新政对于国家经济、
社会和环境目标兼容性的影响ꎬ 包括成本、 挑战、 优势以及所带来的机会ꎬ
思考该国如何能够以更加积极和主动的方式促进可持续转型ꎬ 并提出未来研

究方向ꎮ 最后ꎬ 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ꎬ 指出对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转型

实践和研究的启示ꎮ

一　 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文献不仅质疑传统的经济增长逻辑ꎬ 还从 (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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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和可持续性相互作用的角度讨论更加有效的转型路径和方式ꎮ 下面

对绿色增长和可持续福利相关的理论和研究进行梳理ꎬ 并归纳总结它们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异同与利弊ꎮ
(一) 可持续发展概念演变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

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最初来源于 １９８７ 年的 «布伦特兰报告» (Ｔｈｅ Ｂｒｕｎｄｔｌａ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ꎬ 即 “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自身需求能力的发

展”ꎮ① 其核心是经济、 社会和环境目标之间的兼容性②ꎬ 即平衡经济增长、
公民福祉和环境保护间的关系ꎮ③ 该定义并没有表明经济增长与社会和环境领

域之间是否存在紧张关系ꎮ 然而ꎬ 这三者间的矛盾关系日益显著ꎬ 主要体现

在福利国家的历史: 即体现了扩大公民权利的现代化发展ꎬ 又与工业资本主

义以及同步增长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紧密相关ꎮ 特别是ꎬ 西方富裕国家的经济

及其福利体系是建基于对前殖民地资源的开采ꎮ 在过去的 ５０ 年里ꎬ 由于

１９７０—２０００ 年间人口增长和之后 ２０ 年间全球中产阶级队伍壮大ꎬ 全球物质足

迹、 国内生产总值和温室气体排放量迅速增加ꎮ 而且ꎬ 福利国家的发展也暗

含了富国和穷国对化石能源的不平等使用和碳排放ꎮ④ 自 １７５０ 年以来ꎬ ２３ 个

富裕国家ꎬ 包括美国、 英国、 日本和西欧的大部分国家ꎬ 目前仅占全球人口

的 １２％ ꎬ 但化石燃料和工业释放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的 ５０％以上ꎮ⑤虽然

在后工业化时期ꎬ 发达国家开始有计划地管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的问题ꎬ
向 “环境国家” 转型⑥ꎬ 但在实践中ꎬ 发达国家通常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外

包制造业ꎬ 减少本国碳足迹ꎮ⑦ 这致使发展中国家仍面临严重的环境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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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全人类和地球的健康和可持续性ꎬ 许多学者呼吁要从根本上转变福

利供应和消费模式ꎬ 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扩张ꎮ 例如ꎬ 图利希尔维

拉米提出了 “植根于生态崩溃恶性循环中的福利国家的良性循环” 分析框架ꎬ
解释了资本主义国家福利体制如何嵌入国家和经济体系并依赖持续的经济增

长维持其功能ꎬ 批判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主要服务于经济增长和财政可持续性

而不是社会再生产和生态可持续性ꎮ① 一些学者也通过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将

自然消耗转化为福利水平的能力ꎬ 从而思考各国非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以及如

何解决全球生态赤字等问题ꎮ 例如ꎬ 诸大建和张帅经定性分析后发现ꎬ 不同

于西方富裕国家的 “高福利和高消耗”ꎬ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通常都属于 “低福

利和低消耗ꎬ 以及低福利和高消费”②ꎮ 换句话说ꎬ 发展中国家往往依赖其资

源ꎬ 以环境为代价获得经济发展ꎬ 进而维持福利支出和社会稳定 (见图 １)ꎮ
关于自然资源能否被人造资本完全替代ꎬ 成为划分强可持续发展 (不能完全

替代) 和弱可持续发展 (可以被完全替代) 的标准ꎮ③ 这也意味着ꎬ 在面临

全球资源约束的情况下ꎬ 伴随着当下人口的增长和老龄化ꎬ 除非技术能够实

现弱可持续发展ꎬ 否则国家间的福利供应和消费将此消彼长ꎮ

图 １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福利—增长—环境关系

资料来源: 笔者绘制ꎮ

此外ꎬ 当下发展中国家还面临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和气候变迁等新的

挑战ꎮ 虽然历史上不断增长的经济更容易使福利国家解决社会和环境的问题ꎬ
公民也较少会提出 (再) 分配等问题ꎮ 但是ꎬ 在过去的 ５０ 年里ꎬ 全球经济增

长逐步放缓ꎬ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平均每年 ３ ８３％ 的增速下降到 ２１ 世纪头 １０
年的平均 ２ ３９％ (见图 ２)ꎮ 根据 ２０２１ 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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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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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ꎬ 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０６ － １１５ 页ꎮ
诸大建、 张帅: «生态福利绩效与深化可持续发展的研究»ꎬ 载 «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ꎬ 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０６ － １１５ 页ꎻ 肖黎明、 张仙鹏: «强可持续理念下绿色创新效率与生态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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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２０ 年全球平均温度预计将升高 １ ５°Ｃꎮ① 发展中国家和世界较贫穷阶层

往往在气候危机中首当其冲ꎮ② 这些都意味着ꎬ 未来许多发展中国家不仅要扶

持受气候灾害影响的企业和个人ꎬ 同样还要致力于减少碳排放ꎬ 若在没有持

续的经济增长或有效的技术支持下ꎬ 福利国家的可持续性问题将越发严重ꎬ
这也将危及国家安定ꎮ

图 ２　 世界 ＧＤＰ 增长情况 (１９７１—２０２０ 年)
资料来源: 基于世界银行数据计算整理ꎮ

(二) 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现状: 从绿色增长到可持续福利

揭示发展中国家在践行绿色增长和可持续福利这两条理论路径所面临的

机遇与挑战ꎬ 对于国际社会 “重塑和引导” 可持续发展方向和应对转型过程

中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ꎮ
首先ꎬ 绿色增长主要指的是通过更高效的技术和可再生能源使经济扩张与资

源使用脱钩ꎬ 实现生态现代化ꎮ 该概念源起于 １９７２ 年罗马俱乐部出版的 «增长的

极限» 一书ꎮ 该书引起了人们对于经济增长和生态约束之间的讨论ꎬ 并指出人口

增长、 工业发展、 环境污染、 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这五个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是影

响经济增长的关键ꎮ 在其后续报告的影响下ꎬ 联合国出台了 ２０３０ 年全球可持续发

展倡议ꎬ 指出绿色增长作为全球解决可持续性问题的主要方式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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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ꎬ 绿色增长真的能够有效应对气候变化、 改善生态环境并实现经济

增长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兼容ꎬ 进而确保公民福祉吗?①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ꎬ
技术并不能在短短数十年间解决人口变化和气候变迁所带来的问题ꎮ 例如ꎬ
哥本哈根因其提出的 “绿色倡议”ꎬ 被誉为世界上最环保的城市之一ꎬ 但该城

却在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放弃了在 ２０５０ 年前实现 “碳中和” 的计划ꎬ 其中一个主要

原因在于碳捕获等技术的不成熟ꎮ 哥本哈根的案例也暗示着其他正在努力实

现 “净零” 排放国家或也面临相似的问题ꎮ 此外ꎬ 当下倡导的循环 /绿色经济

这一理念正逐渐凸显其局限性ꎮ②

其次ꎬ 可持续福利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是从生态角度定义福祉ꎬ 旨在使

地球有限的资源满足每个人需求ꎮ③ 在此视角下ꎬ 凯特拉沃思提出 (地球)
行星边界框架理论ꎬ 强调资源的使用需要限制在能够充分满足人类基本需求

且不超过行星边界这样一种安全和生态可持续的空间内ꎬ 即经济和社会在

“甜甜圈形状的空间” 内发展ꎬ 也称为 “甜甜圈经济学”ꎮ④ 结合凯特拉沃

思的行星边界框架和人类需求理论ꎬ 马克斯科赫将可持续福利定义为在地

球边界内满足每个人需求的福利或社会政策体系ꎬ 并提出四个准则: 一是行

星边界的兼容性ꎻ 二是人类需求满意度ꎻ 三是公平分配ꎻ 四是民主治理ꎮ⑤ 由

于可持续福利被认为是社会和环境政策及目标的统一结合ꎬ 因此ꎬ “社会生态

国家” (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 和 “生态社会政策” (ｅｃ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等概

念往往也被纳入其中讨论ꎮ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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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福利资本主义对环境破坏招致的批评推动了可持续福

利概念的缘起ꎬ 因此ꎬ 有批评者进一步指出可持续福利思想能否适用于发展

中国家的问题ꎮ 一方面ꎬ 可持续福利思想本身体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ꎬ 如拉

美地区尊重自然权利和保障土著居民权利等 “美好生活” (Ｂｕｅｎ ｖｉｖａ 或 Ｖｉｖａ
ｂｕｅｎａ) 理想的探讨中ꎮ① 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都在其宪法、 国家发展计划和

公共政策中引入了 “美好生活” 的概念ꎬ 以重建政治、 经济、 社会和文化等ꎮ
尽管这些国家在保护环境和社会包容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ꎬ 但仍面临诸

多政治和经济问题ꎮ② 另一方面ꎬ 现有研究指出未来如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

在人口老龄化和人均食品、 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消耗不断上涨的情况下ꎬ 也

会如欧洲国家一样致力于可持续福利发展ꎬ 但方式可能不同ꎮ③

(三) 比较绿色增长和可持续福利制度差异

综上所述ꎬ 探讨发展中国家能否更高效地利用绿色增长和可持续福利的

策略、 资金、 技术和工具等促进可持续发展是十分重要的ꎮ 通过总结现有国

内外文献ꎬ 发现可从以下六个方面比较绿色增长和可持续福利的制度异同

(见表 １)ꎮ
首先ꎬ 绿色增长核心观点认为ꎬ 伴随着技术进步ꎬ 经济扩张能够在不损

害环境的情况下进行ꎬ 即著名的 “脱钩” 理念ꎮ 换句话说ꎬ 绿色增长并没有

质疑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及其福利政策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ꎮ 政府的责任

主要在于促使公民及其社会政策适应和服务于绿色增长ꎮ 因此ꎬ 福利国家主

要的角色就是通过教育和培训等手段让人们适应绿色经济的需求ꎻ 促进个人

融入劳动力市场ꎬ 如从事 “绿色工作”ꎻ 在向绿色转型过程中为低技能员工以

及高污染企业提供社会保护和支持ꎬ 以避免因不平等而对增长造成的负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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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ꎻ 惠及所有人 (特别是低收入群体)ꎬ 实现包容性增长等ꎮ①

绿色增长技术 /工具的开发为世界注入了新发展动力ꎬ 但仍存在以下三个

方面的问题ꎮ 第一ꎬ 绿色技术的应用往往需要投入更多能量和矿物ꎬ 并没有

实现其预想的 “绿色”ꎬ 而且有可能带来其他未知的负面影响ꎮ 例如ꎬ «美国

国家科学院院刊» 上的一项新研究认为ꎬ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 年间ꎬ 工业采矿与全

球 １２００ 多平方英里热带森林的损失有关ꎮ② 第二ꎬ 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在基础设施建设、 技术、 资金等多方面存在差异ꎬ 绿色增长在世界范围内

发展不平等ꎬ 特别是绿色技术专利多出自历史排放量较高的国家ꎮ 例如ꎬ 美

国持有 ２０ ２％的清洁能源发电技术专利ꎬ 日本持有 １９ ８％ ꎮ③ 气候缓解技术

的垄断间接地阻碍全球南方研发进程ꎬ 这本身是一个气候正义问题ꎮ 第三ꎬ
在国家之间ꎬ 脱碳目标不仅面临着技术有效性的问题ꎬ 还带来一种不正当的

政治、 军事和市场的激励机制ꎮ④

从国际合作的角度来看ꎬ 全球气候融资是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绿

色损失的重要补偿ꎮ 该计划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通过绿色转型减少碳排放和

改善生态ꎬ 但其目标、 方式、 获取、 工具有效性和合理性等不断受到质疑ꎮ
例如ꎬ 根据经合组织 (ＯＣＥＤ) 的报告ꎬ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间ꎬ 发达国家未能兑

现每年向发展中国家调动 １０００ 亿美元的气候融资的承诺ꎬ 而且大多数资金是

以贷款的形式投入到能够创收的气候缓解项目ꎬ 而非那些真正应对气候问题

的适应项目中ꎮ⑤ 不能带来收益的气候适应项目也并非总是支持气候正义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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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ꎮ① 气候融资计划在获取方面也存在一定问题ꎬ 如很少考虑较小规模的项

目ꎮ② 即便是获得气候融资资助的项目也很难拥有地方决策权ꎮ③ 出于对信息

不对称、 在国际层面完美执行合同的不可行性以及接收方能力和结果的不确

定性等多种考虑ꎬ 发达国家通常将气候融资委托给在受援国实施和监测项目

的双边和多边组织ꎬ 而非直接转移给发展中国家ꎮ 此间接实施方式不仅会增

加交易成本 (包括行政成本)ꎬ 还可能产生机会成本ꎬ 给受援国带来额外的

负担ꎮ④

表 １　 比较绿色增长和可持续福利制度差异

绿色增长 可持续福利

１ 实现可持续的
方式

注重增长ꎬ 通过技术实现经济、 社会和
环境目标的兼容性

增长不再作为首要目标ꎬ 应该侧重于
社会 (福利) 和环境可持续

２ 图示

３ 政府的角色
让公民及其背后的社会政策适应和服务
于绿色经济

调整嵌入于经济体系的社会政策ꎬ 使
其支持社会生态发展

４ 财政体系 主要依赖于经济增长的财政体系
通过福利国家紧缩ꎻ 构建受经济波动
影响较小的财政体系 (土地税、 环境
税和财富税等)

５ 技术 / 工具
主要通过科学技术 (如新能源技术)ꎬ
实现增长与资源 (环境) 脱钩

预防型的社会保障体系ꎻ 社会生态友
好政策 (例如全民基本收入、 全民基
本服务、 财富税、 肉类的消费税、 最
高收入限制和工作时间减少等)ꎬ 以
实现福利与增长脱钩ꎮ

６ 国际合作
(再分配)

技术分享ꎻ 改善全球气候融资计划的目
的、 有效性、 获取等方面机制

西方发达国家 “去增长”ꎻ 促使发展
中国家在为全球经济提供劳动力和资
源时获得更公平的价格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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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ꎬ 可持续福利概念仍处于发展阶段ꎬ 其现实应用还很有限ꎮ 该理念

主要认为经济增长不应再作为国家的首要目标ꎬ 而是应该侧重于社会 (福利)
和环境可持续ꎮ 由此ꎬ 与绿色增长的主张不同ꎬ 经济可能仅有较少甚至没有

增长ꎮ 但是ꎬ 可持续福利并没有强调对绿色技术的排斥ꎮ 在此体系中ꎬ 国家

通过调整嵌入于经济体系的社会政策 (教育和劳动力市场政策等领域)ꎬ 支持

社会生态发展ꎬ 并寻求福利与增长脱钩ꎮ 因此ꎬ 为减少福利对增长的依赖ꎬ
可以通过受经济波动影响较小的资产税、 土地税、 遗产税和环境税等制度设

计ꎬ 为福利支出提供资金来源ꎮ① 国家也可以通过一段时间的福利紧缩积累转

型资金ꎮ② 但是ꎬ 现有研究指出ꎬ 由于技术的有限性、 人口增长以及中产阶级

的扩大ꎬ 长久和绝对的全球脱钩可能难以实现ꎮ③

目前关于可持续福利路径的研究主要针对发达国家情况ꎬ 但仍可以对发

展中国家提供一些经验借鉴ꎮ 例如ꎬ 预防型的社会保障体系 (如医疗) 和对

社会生态友好的政策 (全民基本收入、 全民基本服务、 财富税、 肉类消费税、
限制最高收入以及减少工作时间等)ꎮ④ 不过ꎬ 这些工具仍主要处于理论探讨

中ꎬ 现实应用较少ꎮ 成功的可持续福利政策或政策体系取决于具体的地区和

社会情况ꎮ⑤

在上述工具中ꎬ 曾作为解决贫困和不平等等问题的全民基本收入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ｃｏｍｅ) 概念引起政界和学界的广泛讨论ꎮ⑥ 全民基本收入指

的是定期无条件向所有人支付一笔适当的金额ꎬ 最早可以追溯到 １５１６ 年 «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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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邦»ꎮ① 现有研究发现该概念或有助于可持续发展ꎮ 例如ꎬ 米莱娜布克斯

在理论上检验了该工具对于促进可持续福利的积极和消极作用②ꎬ 她认为ꎬ 全

民基本收入可以通过减轻人们对就业收入的依赖ꎬ 从而减少 (老龄) 劳动生

产和消费背后的物质足迹ꎮ 但是这种全民基本收入或使得公民面临市场提供

社会服务的风险ꎬ 而且ꎬ 难以知晓全民基本收入接受者真实的消费和使用形

式ꎬ 例如购买环境不友好产品等与理念期望相悖的行为ꎮ 因此ꎬ 由于不确定

对劳动供应和消费的影响ꎬ 全民基本收入也可能提高经济效益ꎬ 并导致材料

吞吐量增长ꎮ 但是ꎬ 她指出全民基本收入主要解决的消费方面的问题可以与

侧重于生产 /配置的全民基本服务相互补充ꎬ 从而促进可持续福利发展ꎮ 马克

斯科赫通过调查公民偏好ꎬ 发现全民基本收入可能更适用于自由福利体制

的国家 (如英国③等)④ꎬ 对于瑞典等社会民主主义福利体制的国家ꎬ 普遍的

福利水平已经很高ꎬ 全民基本收入能够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小ꎮ
在现实情况下ꎬ 全民基本收入主要有三种应用ꎮ 第一种是有条件的现金

转移计划ꎮ 新冠疫情期间ꎬ 英、 美、 加、 日、 韩等发达国家实施了以收入 /工
作等为约束条件的现金援助计划ꎮ 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曾提议将向最弱势群体

提供的临时现金转移计划长期永久化ꎬ 作为迈向全民基本收入的一步ꎮ 第二

种是体现全民性的计划ꎮ 例如ꎬ 智利的全民保障养老金是一项由公共财政支

持的非缴费型福利ꎬ 按月支付给除 １０％最富有群体以外的所有 ６５ 岁及以上的

长期居民ꎬ 无论他们是否继续工作还是从任何养老金计划中领取养老金 (国
防和警察部门的养老金除外)ꎮ⑤ 第三种是根据特定情况、 条件和行为提供给

特定人群的现金支持ꎮ⑥ 例如ꎬ 巴西的绿色补贴金计划 (Ｂｏｌｓａ Ｖｅｒｄｅ) 向环境

保护区的家庭提供资金ꎬ 条件是他们必须参加环境培训活动ꎬ 从事森林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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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ꎬ 避免破坏环境的活动ꎮ①

从国际合作的角度ꎬ “去增长” 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全球再分配工具ꎬ 指的

是 “通过生产和消费的公平降级以在短期和长期内增加人类福祉并改善地方

和全球的生态条件”②ꎮ 该理念主要强调全球北方高收入国家需要减少经济活

动ꎬ 特别是在那些大幅超过人均世界资源份额的国家ꎮ③ 在全球北方的去增长

发展过程中ꎬ 全球南方经济体不仅能够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ꎬ 而且在摆脱殖

民化和依赖性的同时ꎬ 还能在为全球经济提供劳动力和资源中获得更加公平

的价格ꎮ④

综上所述ꎬ 国家如何优化可持续转型策略ꎬ 是当今国际社会需要面对和解

决的一大难题ꎮ 虽然有学者表示可持续福利在应对可持续发展问题上优于绿色

增长路径ꎬ 但由于长久以来经济增长是政治的核心ꎬ 可持续福利或将对国家政

治体制带来更大的挑战ꎬ 因此也更难实现ꎮ⑤ 理论上ꎬ 绿色增长和可持续福利对

于实现经济、 社会和环境目标之间兼容性的方式不同ꎬ 并且对增长持相反的态

度ꎬ 因此ꎬ 有理由怀疑这两种变革路径是不兼容的ꎮ 结合上文发展中国家可持续

发展面临的多重挑战ꎬ 包括全球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 人口老龄化和增长、 不断

升级的气候变迁以及技术垄断、 竞争和局限性等ꎬ 深入理解绿色增长和可持续福

利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 社会和环境兼容性的影响ꎬ 并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ꎬ 有

助于提高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ꎬ 并且为转型所需的事前投入和调整做好准备ꎮ

二　 研究策略

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在智利的气候融资计划和全民保障养老金对于该国增

长—福利—环境间关系的作用方式ꎬ 考察外部援助与内部福利调整对于该国

可持续发展的影响ꎬ 进而探讨绿色增长和可持续福利共同促进发展中国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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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的可能性ꎮ 智利一直积极推进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ꎮ 根据

«２０２３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ꎬ 智利在报告涉及的 １６０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 ３０
位ꎬ 居拉美国家之首ꎬ 并超过美国 (３９)、 澳大利亚 (４０)、 中国 (６３) 以及

新加坡 (６４) 等经济大国ꎮ① 其次ꎬ 智利的情况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象征

性ꎮ 反思在智利的全球气候融资和全民基本收入计划所凸显的问题ꎬ 一方面

可以映射出其他发展中国家在采用相同或相似制度和工具时所面临的困境ꎬ
另一方面ꎬ 对于国际社会探寻有效的可持续转型方式具有重要的借鉴和警示

意义ꎮ 具体如下ꎮ
从全球气候行动角度ꎬ 智利在 ２００９ 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做出了减排承

诺ꎬ 并且在 ２０１５ 年 «巴黎协定» 签署之前就递交了预期的国家自主贡献ꎮ 较

于其他清洁能源丰富的拉美国家 (如阿根廷和巴西)ꎬ 智利主要依靠传统化石

能源 (石油和煤炭)ꎮ 该国于 ２０１５ 年签署 «巴黎协议» 后ꎬ 便致力于发展绿

色能源ꎬ 承诺在 ２０４０ 年全面淘汰煤炭生产和促进包容性绿色增长ꎮ 但是ꎬ 这

个曾被认为该地区最为稳定的典范ꎬ 在 ２０１９ 年爆发了由学生领导的抗议公共

交通价格上涨的街头抗议活动ꎮ 而此抗议迅速扩展到更为广泛的公民对社会

平等和社会保护 (如教育、 养老金和医疗) 的诉求ꎬ 以及煤炭等工会和环保

组织对国家向清洁能源转型过程中实现公平过渡和保障社会正义的要求ꎮ
２０２０ 年左翼上台执政后ꎬ 新宪法提案重点关注社会问题 (如建议免费教育、
医疗保健、 养老保障和住房等权利) 和性别均等ꎬ 强调该国土著居民的权利ꎬ
并将环境和气候变化置于世界顶级铜生产国以及 “未来能源” 锂矿储量大国

的中心位置ꎮ 虽然此次宪法改革未能成功ꎬ 但这些议题反映出可持续福利

(满足公民需求并且将发展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 对智利的重要意义ꎮ ２０２０
年智利更新其国家自主贡献ꎬ 并且承诺该国做出的每一项气候承诺都必须保

障公正的过渡ꎬ 并致力于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ꎬ 特别关注水安全、 性

别平等、 消除贫困和成本效益ꎮ 此外ꎬ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ꎬ 智利也出台了 «气候变

迁法» (Ｌｅｙ Ｍａｒｃｏ ｄｅ Ｃａｍｂｉｏ Ｃｌｉｍáｔｉｃｏ) 以推进实现 ２０５０ 年碳中和目标ꎮ
公平过渡不仅是智利也是许多发展中以及发达国家公民的诉求ꎮ 然而ꎬ

有限的气候融资计划数据阻碍了学界对其作用机制和有效性的深入研究ꎮ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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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公开的绿色气候融资①支持的活动外ꎬ 如对拉美地区投资较多的德国和英

国等双边以及多边气候融资信息鲜有披露ꎮ② 因此ꎬ 以智利为例ꎬ 研究气候融

资计划对受援国社会、 经济和环境所带来的影响ꎬ 有助于理解和深刻反思现

有的国际合作和再分配方式ꎬ 从而促进世界更加包容、 公正和可持续发展ꎮ
而且ꎬ 理论上ꎬ 若公共财政作为支持国家绿色增长和转型的资金来源ꎬ 政府

往往会根据自身需求以及财政和行政能力等情况做出 “最优” 决定ꎮ
从人口变化与贫困的角度ꎬ 智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就实施了结构性的养

老保险制度改革ꎬ 是拉美地区第一个提高退休年龄的国家ꎬ 对中国等其他发

展中国家的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障改革具有借鉴意义ꎮ 此外ꎬ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ꎬ 除了效仿 “智利的养老金资本化模式”ꎬ 拉美许多国家也相继出台

延迟退休政策ꎬ 如阿根廷、 秘鲁、 哥伦比亚、 乌拉圭、 墨西哥和玻利维亚等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 对拉美国家延迟退休计划与人口老龄化关系的研究很

少ꎬ 但根据智利、 阿根廷和秘鲁等国的早期养老金改革背景以及当时人口结

构和出生率等推断ꎬ 这些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养老金制度的不公平以及资

金管理效率低下等问题ꎬ 而非应对人口老龄化ꎮ 尽管现阶段ꎬ 相较于西方发

达国家ꎬ 发展中国家总体上老龄化程度较低ꎬ 但是不同国家情况各异ꎮ 拉美

正处于快速老龄化阶段ꎮ 预计到 ２１００ 年ꎬ 拉美将成为老年人口比重最高的地

区 (３２％ )ꎬ 高于发达经济体 (２７％ )ꎮ③ 理论上和实践上ꎬ 人口老龄化对国家

经济、 劳动力市场、 政府税收和支出以及企业发展都将产生影响ꎮ 如果未来

经济增长继续放缓甚至没有增长ꎬ 除非政府增加税收或公共支出给福利的比

例ꎬ 否则养老金、 医疗保健和老年人护理等福利部门将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

需求ꎮ 这将阻碍发展中国家兼顾经济、 社会和环境的平衡ꎬ 并进一步扩大与

发达国家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差距ꎮ
此外ꎬ 值得注意的是ꎬ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 大多数拉美国家法定的

最低退休年龄 (男性 ６５ 岁ꎬ 女性 ６０ ~ ６５ 岁) 或已达到当下该地区公民可接

受的最高年龄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５ 年智利曾计划将女性的最低退休年龄从 ６０ 岁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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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气候基金是全球气候融资计划的一部分ꎬ 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专用多边气候基金ꎬ 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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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６５ 岁ꎬ 但遭到 １００ 万公民的游行反对ꎬ 最终未能出台ꎮ 以上这些也意味

着ꎬ 拉美以及其他类似经历国家或将出台符合自身情况的 “全民保障养老金”
以应对老年贫困问题ꎮ 例如ꎬ 阿根廷就已提高养老金以缓解老年经济状况ꎮ
综上所述ꎬ 智利的情况并不是个案ꎬ 研究结果将实现分析的普遍性ꎮ

本文主要通过二手资料评估全球气候融资计划和全民保障养老金计划对

于智利增长—福利—环境关系的影响ꎬ 采用谷歌学术 (Ｇｏｏｇｌ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 和

ＳｃｉＥＬＯ (主要是西语) 文献数据库以及中国知网作为英语、 西语和汉语等多

源文献和资料ꎬ 全面深入地分析智利案例ꎮ 同时ꎬ 本文也通过世界银行、 联

合国、 拉美经委会等国际组织和智利大学等国际知名高校的研究报告作为可

靠资料ꎬ 以确保研究的可靠性和客观性ꎮ

三　 案例研究

下面介绍智利的可持续发展情况ꎬ 结合表 １ 比较绿色增长和可持续福利

制度差异ꎬ 考察全球气候融资和全民保障养老金制度的政策效果及其改进

空间ꎬ 探讨绿色增长和可持续福利共同促进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可

能性ꎮ
(一) 可持续发展情况

作为一个服务经济体ꎬ 智利近年来的增长主要是以矿业商品市场推动的ꎮ
从经济可持续性角度来看ꎬ 截至 ２０２０ 年ꎬ 智利服务业创造的增加值占国内生

产总值 (ＧＤＰ) 的 ５６ ５％和就业的 ６８ ８％ ꎬ 但以采矿业为主的工业提供的增

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３１ ４％ 和就业的 ２２ ８％ ꎬ 农业也贡献了 ３ ９％ 的增加

值和 ９ ６％的就业ꎮ① 从社会可持续性角度分析ꎬ 随着 ２１ 世纪起大宗商品的繁

荣ꎬ 智利经济快速增长ꎬ 该国抓住时机大力减贫ꎬ 使贫困率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３６％
降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８ ６％ ꎬ 至 ２０２０ 年回升至 １０ ８％ ꎮ② 此外ꎬ 老龄贫困问题也越

发凸显ꎮ 在过去不到 １０ 年的时间里 ６５ 岁以上的老龄劳工占工人的比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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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３％升至 ６ ２％ ꎮ① 这也带来了老龄劳工健康与保障等问题ꎮ 此外ꎬ 该国不平

等现象十分严重ꎮ 以环境可持续为视角ꎬ 智利位属 “环太平洋火山带”ꎬ 极易

受到地震、 火山活动和海啸等多种自然灾害的影响ꎬ 以及可能因气候影响而

引发的连带灾害ꎬ 例如野火、 洪水、 山体滑坡和干旱ꎮ 环境问题和气候变迁

给智利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ꎮ 在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 年间ꎬ 智利遭受了 ８４ 次自然灾

害ꎮ② 在此期间发生的两次旱灾ꎬ 每次损失均超过 １０ 亿美元ꎮ③该国的渔业和

水产养殖业、 林业、 农业、 畜牧业以及水资源等部门被定义为脆弱部门ꎮ 此

外ꎬ 根据 ２０２１ 年美洲晴雨表调查数据ꎬ 超过 ２ / ３ 的拉美居民支持增加公共支

出以减少灾害风险④ꎬ 其中海地 (９０％ )、 多米尼加 (８２％ ) 和智利 (７８％ )
的支持度最高ꎮ⑤ꎬ

(二) 全球气候融资和全民基本养老金在可持续转型中的角色

气候融资计划和全民保障养老金在促进智利等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方

面以及对经济和社会具有不同的影响 (见表 ２)ꎮ 气候融资计划是帮助发展中

国家采取绿色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外部资金ꎮ 然而ꎬ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间ꎬ 大部分气候融资资金是以债务的形式用于能够产生利润的气候缓解项

目ꎮ⑥ 而且ꎬ 西方富裕国家正逐渐将其责任转移到私人部门ꎮ 截止到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ꎬ 智利共收到绿色气候融资资金 １ ９４ 亿美元和 １２ ０４ 亿美元的共同融资

(智利的共同融资比率为 ６ ２)ꎮ 几乎整个共同融资都是由私营部门基金

(ＰＳＦ) 提供杠杆ꎬ 并主要关注能源、 森林以及土地等领域 (见表 ３)ꎮ 绿色气

候融资资金ꎬ 没有如其承诺的一样ꎬ 致力于将其 ５０％的资源用于缓解和 ５０％
用于赠款等值的适应项目ꎮ⑦ 它的气候缓解和适应项目资金几乎全部用于森林

和土地适用等缓解项目ꎬ 仅有极少私营部门基金用于智利最需要和亟待改善

的健康、 食物、 水资源安全等居民和社会生活领域ꎮ 这凸显了其利益驱动的

属性ꎬ 而且不利于智利 ２０２０ 年国家自主贡献中特别强调的水安全、 消除贫困

—９３１—

①

②

④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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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 ａｂｒｉｌ ｄｅ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ｃｈｉｌｅ ｃｌ / ｎｏｔｉｃｉａｓ / １８５９７１ [２０２２ － １０ － ２３]

③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ꎬ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Ｒｉｓｋ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Ｃｈｉｌｅ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ｃｌｉｍａｔ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ｏｒｔａｌ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２０２１ － ０７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２２]

⑤ 　 Ｎｏａｍ Ｌｕｐｕꎬ Ｍａｒｉａｎａ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ꎬ ａｎｄ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Ｊ Ｚｅｃｈｍｅｉｓｔｅｒ ( ｅｄｓ)ꎬ Ｐｕｌｓｅ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Ｎａｓｈｖｉｌｌｅꎬ ＴＮ: ＬＡＰＯＰꎬ ２０２１ꎬ ｐ １０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ｖａｎｄｅｒｂｉｌｔ ｅｄｕ / ｌａｐｏｐ / ａｂ２０２１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２２]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ꎬ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Ｂｒｉｅｆ － Ｃｈｉｌｅ”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ｉｅｕ ｇｒｅｅｎｃｌｉｍａｔｅ ｆｕｎｄ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 ｐｒｉｖ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ｂｒｉｅｆ － ｃｈｉｌｅ ｐｄｆ [２０２３ － ０３ －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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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本效益等可持续发展承诺的兑现ꎮ

表 ２　 全球气候融资与全民保障养老金的特点

全球气候融资 全民保障养老金

特点
破坏性 / 颠覆性: 通过调整和取代
现有的能源及结构等方式来促进
可持续发展

非破坏性: 通过创造现有减贫以外的
新应用 (如保护环境) 空间来促进可
持续发展

利益相关者
赢家: 改革者和消费者
输家: 受影响的组织、 员工及其
地区

赢家: 公民
输家: 不明显

经 济—社 会 成 本 和
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 绿色增长带来
的净增长是积极的ꎻ 短期发展伴
随着因工厂 / 企业关闭、 失业以及
受影响的社区所带来的社会痛苦
和高昂的社会调整成本

减少贫困的初衷: 积极的ꎬ 没有社会
痛苦ꎬ 也没有明显的社会调整成本ꎮ
依赖于国家经济发展ꎬ 从长期角度看
可能影响经济发展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ꎮ

表 ３　 截至 ２０２１ 年智利绿色气候基金的资金流向项目和主题

(单位: 万美元)

气候缓解
气候缓解和

适应项目资金
私营部门基金 气候适应

气候缓解和
适应项目资金

私营部门基金

建筑、 城市、
工业、 应用

０ １２００
生态系统和
生态系统服务

０ ０

能源生产和获取 ０ １０８３０
卫生、 粮食和
水安全

０ ５０

森林和土地利用 ６３６０ ９２０
基础设施及
建筑环境

０ ０

运输 ０ ０
人民和社区
的生计

０ ３０

　 　 资料来源: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ꎬ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Ｂｒｉｅｆ － Ｃｈｉｌｅ”ꎬ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ｉｅｕ ｇｒｅｅｎｃｌｉｍａｔｅ
ｆｕｎｄ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 ｐｒｉｖ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ｂｒｉｅｆ － ｃｈｉｌｅ ｐｄｆ [２０２３ － ０３ － ０１]

虽然一些专家、 学者以及国际组织等强调了全球气候融资计划对于智利

绿色转型的重要性ꎬ 如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及其相关技术的创新①ꎬ 但很少

有研究强调对传统部门的负面影响ꎮ 有研究估计ꎬ 从 ２０１８ 年开始ꎬ 智利能源

部门将创造 １０５００ 个新就业机会ꎬ 其中 ７５００ 个来自可再生能源和大型水电项

—０４１—

①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ｌｅꎬ Ｇｒｅｅ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ｃａｒｂ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Ｇｏａｌ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ｅꎬ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１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ｃｕｒａｔｅｄ / ｅｎ / ９６８１６１５９６８３２０９２３９９ / ｐｄｆ [２０２３ － ０７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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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ꎮ① 然而ꎬ 据调查显示ꎬ ２０１９ 年燃煤发电提供了 ４３９１ 个直接就业机会和

９５０５ 个间接工作岗位ꎬ 占智利总就业人数的 ０ １７％ ꎮ② 由于煤电企业的区域

属性ꎬ 关闭现有工厂将会影响整个区域的发展ꎬ 而且专业性的知识和技能限

制了煤炭工人在其他部门找到工作ꎮ③ 实际上ꎬ 大多数关闭工厂的工人被转移

到那些即将终止或重新转换的工厂ꎮ 结合表 １ 中绿色增长路径下政府的角色

来看ꎬ 智利并没有使其公民特别是背后的社会政策适应和服务于绿色经济和

转型ꎮ 而且ꎬ 鲜有信息披露气候融资计划是否在受援国向低碳经济转变过程

中保护了传统化石能源工人的利益ꎬ 包括受影响的工人如何再就业以及再就

业前的社会保障和经济支持等ꎮ
因此ꎬ 发展中国家不应仅考虑这种 “具有破坏性的” 绿色增长机制对于

经济和环境的影响ꎬ 更应从增长—福利—环境角度全面审视其作用机制ꎬ 特

别要考虑事前投入和调整ꎬ 避免绿色转型影响工人、 企业和地区的社会经济ꎬ
避免失业加剧和非正式就业等结构性问题ꎬ 进而保障社会稳定ꎮ 不仅如此ꎬ
在举债减排的同时ꎬ 受援国要思考外部资本在支持该国气候变迁战略实施中

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利益偏好ꎮ
从内部福利转型的角度ꎬ ２０２２ 年智利出台了由政府财政支持的非缴费型

全民保障养老金制度ꎬ 确保所有退休人员的收入都高于国家贫困线ꎮ④ 该计划

取代 ２００８ 年覆盖 ６０％贫困人口的团结养老金制度ꎬ 从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由负责管

理机构社会福利协会 (ＩＰＳ) 全面执行ꎮ ２０２２ 年全民保障养老金的总成本约为

６４ ４７ 亿美元ꎬ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２ ７％ ꎮ⑤ ２０２３ 年ꎬ 智利将继续增加 ４ ２％

—１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ｈａｈｒｉｙａｒ Ｎａｓｉｒｏｖꎬ ｅｔ ａｌꎬ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 Ｃｈｉｌ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ꎬ
ｉｎ Ｅｎｅｒｇｙꎬ Ｖｏｌ ２２６ꎬ ２０２１ꎬ ｐ １２０４１０

Ａｌｉｃｉａ Ｖｉｔｅｒｉ Ａｎｄｒａｄｅꎬ “Ｉｍｐａｃｔ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 ｙ Ｌａｂｏｒａｌ ｄｅｌ Ｒｅｔｉｒｏ ｙ / ｏ Ｒｅ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ｄｅ Ｕｎｉｄａｄｅｓ ａ
Ｃａｒｂｏ ｅｎ Ｃｈｉｌｅꎬ Ｂａｎｃｏ Ｉｎｔｅ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ｏ ｄｅ Ｄｅｓａｒｒｏｌｌｏ ”ꎬ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ｅｒｇｉａ ｇｏｂ ｃｌ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０６]

Ａｄｒｉｅｎ Ｖｏｇｔ － Ｓｃｈｉｌｂ ａｎｄ Ｋｕｉｓｈｕａｎｇ Ｆｅｎｇꎬ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ｏａｌ Ｐｈａｓｅ Ｄｏｗｎ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ｅꎬ
Ｉｎｔｅｒ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ꎬ ２０１９

“¿Ｑｕé Ｅｓ ｌａ Ｐｅｎｓｉóｎ Ｇａｒａｎｔｉｚａｄ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 ＰＧＵ )?”ꎬ Ｃｈｉｌｅ Ａｔｉｅｎｄｅꎬ ２８ ｄｅ ｓｅｐｔｉｅｍｂｒｅ ｄｅ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ｈｉｌｅａｔｉｅｎｄｅ ｇｏｂ ｃｌ / ｆｉｃｈａｓ / １０２０６３ － ｑｕｅ － ｅｓ － ｌａ － ｐｅｎｓｉｏｎ － ｇａｒａｎｔｉｚａｄａ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
ｐｇｕ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１３]

“Ｉｎｆｏｒｍｅ Ｆｉｎａｌ ‘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ｏｓꎬ Ｅｓｔｉｍａｃｉóｎ ｄｅ Ｃｏｓｔｏｓ ｙ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ａｓ ｄ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ｍｉｅｎｔｏ ｐａｒａ Ｅｓｔａｂｌｅｃｅｒ
ｕｎａ Ｐｅｎｓｉóｎ Ｂáｓｉｃ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ｄｅ Ｖｅｊｅｚ ｅｎ ｅｌ Ｓｉｓｔｅｍａ ｄｅ Ｐｅｎｓｉｏｎｅｓ ’”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 ｄｅ Ｃｈｉｌｅꎬ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ｂ ｃｌ / ｓｐｓ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ｅｓｔｕｄｉｏｓ － ｐ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ａｌｅ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ｃｉｏｎ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ｏｓ －
ｄｅ － ｔｒａｂａｊｏ /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２７]



　 　 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

的公共预算以加强经济复苏、 公民安全和社会保护ꎮ① 这其中的 ６０％ 将用于

提高全民保障养老金的福利金额ꎬ 并确保覆盖率达到 ９０％ ꎮ
全民保障养老金对于缓解智利老年贫困问题扮演了重要角色ꎮ 智利老龄

化和少子化趋势严重②ꎬ 并且过早推出的延迟退休计划提前透支了 “未来养老

金”ꎮ 虽然理论上ꎬ 智利或可以通过有效的工作制度设计来充分利用老年员工

的知识和经验ꎬ 保障老年人的健康和权利ꎬ 缓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和公共财

政的负面影响③ꎬ 但是由于智利长期缺乏充分就业ꎬ 这种经济效应可能收效甚

微ꎮ 自 ２０２０ 年中旬以来ꎬ 大约每两个新工作中就有一个是非正式就业ꎮ④ 因

此ꎬ 根据表 １ 中可持续福利路径下政府的角色来看ꎬ 全民保障养老金政策凸

显了智利政府正逐渐将养老政策与经济系统脱钩ꎬ 以解决日益恶化的老年贫

困问题ꎮ 目前关于全民保障养老金对环境方面的影响的调查较少ꎮ 这可能是

由于该国没有意识到作为全民基本收入概念的一种应用ꎬ 全民保障养老金在

环境保护方面的积极效应ꎮ
根据智利大学的研究ꎬ 全民保障养老金在劳动力市场方面不一定会对养

老储蓄产生负面影响ꎬ 也不会阻碍正规劳动力市场的发展ꎮ⑤ 特别是ꎬ 如果通

过当前的体制框架向缴费者表明ꎬ 将他们收入的一小部分进行储蓄ꎬ 将来他

们可以获得更高的养老金ꎬ 并获得国家保证的最低限度ꎬ 这将激励人们进行

储蓄ꎮ⑤此研究结果也支持当下的观点ꎬ 即全民基本收入能够对不平等和福祉

产生积极影响ꎬ 而且对劳动力供应的影响可能是温和的ꎬ 最终可能会导致资

本和总生产增长ꎮ⑥ 这或将缓解智利未来老龄社会养老金支出压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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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扩大的全民保障养老金或会进一步刺激消费ꎬ 但是长久实行此政策

或降低整体的公共 /社会服务以及基础建设水平ꎬ 抑制投资ꎬ 降低市场灵活

性ꎮ 而且ꎬ 以累进税和采掘业相关税收来支持全民保障养老金或是不可持续

的ꎬ 特别是随着绿色技术的突破 (如钠电池等新能源的发展) 和锂矿、 铜矿

等商品机遇性的消退ꎮ 虽然政府曾在 ２０２２ 年提出涉及财富税和矿业特许权等

方面的税收改革ꎬ 这将有助于构建一个相对独立的福利财政系统ꎬ 但是政治

上的可行性需要时间的检验ꎮ 尽管未来智利或可以依赖主权债务进行新的福

利支出ꎬ 但是ꎬ 政治环境可能会限制可接受的债务和税收水平ꎮ
此外ꎬ 在出台了全民保障养老金计划的情况下ꎬ ２０２２ 年智利公共财政盈

余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 ６％ ①ꎬ 这是自 ２０１２ 年盈余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０ ６％ ) 以来的最佳表现ꎬ 主要受到税收增长 ６ ３％ (如增加的个人所得税和

与锂矿、 铜矿产业相关的税收) 和公共支出下降 ２３ １％ ②的影响ꎮ 但是这种

积极的财政表现并不代表着智利正摆脱贫困走向一个更好的发展ꎮ 为应对新

冠疫情ꎬ 在强劲的财政支持下ꎬ 加之大规模的疫苗接种ꎬ 虽然智利的国内生

产总值在 ２０２１ 年增长了 １１ ７％ ꎬ 但是 ２０２０ 年有 １００ 多万个工作岗位流失ꎬ
在 ２０２１ 年仅恢复了约 ６０％ ꎮ③ 这也进一步削弱了该国脆弱的中产阶级ꎮ 由于

公共支出高企ꎬ ２０２１ 年智利财政赤字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７ ７％ ꎬ 并且在大

量使用公共储蓄资金后ꎬ 公共债务也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 ３７％ ꎮ④财政赤字

和公共债务均达到 ３０ 年来的最高水平ꎮ 因此ꎬ 有理由推测ꎬ 未来社会对福利

的需求依然很大ꎬ 福利国家难以紧缩、 减轻对增长的依赖ꎮ
综上所述ꎬ 未来智利或可以通过如外部的气候融资计划和自我投资的绿

色基础设施、 产业及相关经济的发展ꎬ 提高就业率ꎬ 获得短期的繁荣ꎮ 但短

期内智利仍需依赖甚至增加自然资源来驱动经济增长ꎬ 偿还外债 (包括气候

融资资金)ꎬ 发展创新和科技ꎬ 维持福利支出 (如全民保障养老金以应对老龄

贫困问题) 以及缓解绿色增长转型中的社会风险ꎬ 而这也将进一步危及环境

系统 (见图 ３)ꎮ 有研究表明ꎬ 虽然发展中国家能够依赖自然资产获得快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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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ꎬ 但由于其过度利用资源ꎬ 经济增长对绿色增长 (经济扩张和资源使

用脱钩) 的积极效应是微不足道的ꎮ① 这意味着ꎬ 即便是在绿色增长路径下ꎬ
像智利那样依赖于资源发展的福利国家也面临环境不可持续问题ꎮ

图 ３　 智利的全球气候融资和全民保障养老金对增长—福利—环境的影响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ꎮ

(三) 讨论: 绿色增长和可持续福利能否促进智利可持续发展

上述案例研究发现全球气候融资计划的来源已扩展到受市场影响的混合

融资方式ꎬ 这种融资方式体现了将权力转移给市场参与者的新自由主义逻

辑ꎮ② 许多学者也呼吁气候融资系统需要根据发展中国家国内优先事项ꎬ 协调

战略目标ꎬ 为最需要的地区和国家提供支持ꎮ③ «巴黎协定» 也明确承认消除

贫困的重要性ꎮ 因此ꎬ 本文指出ꎬ 全球气候融资计划应从源头加强关注发展

中国家福利供应以及减轻福利制度对增长的依赖性问题ꎬ 即帮助欠发达国家

构建一个独立、 包容和可持续性的福利制度ꎮ 这是因为ꎬ 一个国家对经济增

长的过度关注往往源于并且伴随着国家内部先前对增长的依赖性ꎮ 这也意味

着ꎬ 如果不解决国家内部问题ꎬ 如依赖于增长的福利制度ꎬ 对外部的依赖性

也难以解决ꎮ
此外ꎬ 智利的全民保障养老金计划对于减少老年贫困和相关问题发挥了

重要作用ꎮ 鉴于未来 ２０ 年全球气温快速上升从而导致该国面临更高的自然灾

害发生率ꎬ 以及更加高昂的环境损失和灾害支出ꎬ 未来政府也可以通过该计

划ꎬ 从消费的角度引导和激励公民绿色环保行为ꎬ 增加环保意识ꎬ 并建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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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火和洪水等自然灾害的预防机制ꎮ 这种 “自下而上” 的环境监督和保护的

社会参与机制ꎬ 不仅有助于降低环境领域的财政支出ꎬ 发挥与绿色增长的协

同作用ꎬ 促进可持续发展ꎻ 还将防止该国以及其他欠发达地区为了经济发展

过度开发资源ꎬ 进而陷入 “贫困—无节制资源消费—生态破坏—贫困” 的恶

性循环之中ꎮ①

换句话说ꎬ 虽然理论上绿色增长与可持续福利对于增长持相反的立场ꎬ
但是ꎬ 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两者在资金和工具等方面的优势ꎬ 发挥 “互补”
作用ꎬ 即通过绿色增长发展经济为公民提供充足的福利和保护ꎬ 并为可持续

福利转型和构建提供经济基础ꎬ 同时充分发挥可持续福利在生态现代化方面

的潜力ꎬ 减少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成本 (见图 ４)ꎮ 因此ꎬ 未来应探究有效的政

策工具以及工具组合 (见表 １)ꎬ 对绿色投资和全民基本收入的优劣势进行量

化研究ꎬ 加快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ꎬ 缩小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ꎮ

图 ４　 迈向可持续发展: 理想的绿色增长与可持续福利的关系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ꎮ

四　 结论

如何提升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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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一个重要的国际政治和经济议题ꎮ 本文从理论和现实文本两方面审视了

主流的绿色增长和新兴的可持续福利理念在促进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过程

中所扮演的角色、 特点和有效性ꎬ 并且通过分析在智利的全球气候融资计划

和全民保障养老金这一代表性案例ꎬ 来阐述两者共同促进发展中国家转型的

可能性ꎮ
上述研究发现ꎬ 作为历史排放量较少的发展中国家正举债来减少碳排放ꎬ

即便它们的主要需求是气候适应资金ꎮ 作为拉美地区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以及

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智利ꎬ 似乎也并没有如想象的一样在绿色发展路径以及气

候弥补机制中获得包容性、 可持续发展的机会ꎮ 同时ꎬ 研究表明ꎬ 除促进经

济增长和环境改善外ꎬ 全球气候融资计划需要将发展中国家福利供应纳入其

目标ꎮ 受援国也应联合起来ꎬ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及相关会议和商贸活动

中ꎬ 促使气候融资计划回归其绿色补偿和气候公正的初衷ꎮ
反思全文ꎬ 本文总结出以下建议ꎬ 值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思考ꎮ
首先ꎬ 在过去的 ２０ 多年间ꎬ 改革一直是拉美国家以及世界许多国家发展

的口号ꎮ 然而ꎬ 改革并不总是意味着 “颠覆性” 的创新和改变ꎬ 如绿色增长

通过调整和取代现有的能源及结构来实现可持续发展ꎮ 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通

过将当下满足公民需求的社会、 经济和环境制度与未来可持续发展转型路径

相结合ꎬ 如利用全民基本收入等非破坏性方式创造现有减贫以外的新应用

(如保护环境) 空间ꎬ 来实现转型目标ꎮ 这也意味着ꎬ 发展中国家不应忽视已

为当下人口需求做出的制度调整及其对未来的潜在影响ꎬ 从而以更少的成本

实现更高效的转型ꎮ
其次ꎬ 虽然联合国倡导的绿色增长理论或能够很好地引导全球 /某些国家

某一阶段或领域的可持续发展转型ꎬ 但是并不代表其自然会成为一个普遍有

效的治理和发展理论ꎮ 而且ꎬ 传统上ꎬ 在福利资本主义的治理逻辑下ꎬ 国家

往往担心针对低收入家庭的社会计划最终会削弱工作 /劳动激励ꎬ 并造成贫困

阶层的固化ꎮ 这在经济学上也被称为 “收入效应”ꎬ 即当政府提供福利时ꎬ 个

人可能会决定减少工作 /劳动ꎮ 同样ꎬ 接受者如果担心他们赚得更多就会失去

领取福利或政府补贴的资格ꎬ 他们可能会放弃工作或付出ꎮ 这种道德风险可

能导致人们继续贫困并无限期地依赖政府福利ꎮ 但是在现实世界中ꎬ 这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在实践中如何设计和实施ꎮ 因此ꎬ 需要抛开个人依赖性

和懒惰的假设ꎬ 从激励等角度重新构建减贫、 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系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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