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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发展推动金砖国家环境合作
潘家华

内容提要: 传统工业文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面临严峻的生态环

境制约而难以持续ꎬ 这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世

界进入加速转型发展的轨道ꎮ 转型发展即环境友善、 生态中性的发

展ꎬ 对此需要明确发展边界ꎬ 转变发展方式ꎬ 环境成为转型发展的

关键所在ꎮ 正如工业革命进程一样ꎬ 世界文明转型的进程不可能同

步ꎬ 因此必须要有引领ꎮ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却不愿承担引

领全球转型发展的重任ꎬ 欧盟在引领和推进全球转型发展方面力不

从心ꎬ 金砖国家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主体力量ꎬ 在转型发展方面表现

出巨大的活力和责任担当ꎮ 金砖国家均面临巨大的环境压力ꎬ 同

时ꎬ 金砖国家的发展阶段、 地缘区位、 资源禀赋等使金砖五国具有

巨大的环境合作潜力ꎮ 金砖国家在全球地缘政治和世界经济中的地

位ꎬ 意味着其转型发展在保护全球环境进程中具有引领地位和责

任ꎮ 金砖国家需要完善机制、 深化合作ꎬ 推动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

目标和巴黎协定目标的实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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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世界的潮流是转型发展ꎮ 传统工业文明的生产和生活方

式面临不可持续的问题ꎬ 需要予以改造和提升ꎬ 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ꎮ 正

如工业革命进程一样ꎬ 世界文明转型的进程不可能同步ꎬ 因此必须要有

引领ꎮ
历史上的东西方意识形态之较量、 南北发展鸿沟之裂变ꎬ 均源自于工业

文明的功利主义的伦理价值观ꎮ 个人福祉最大化、 企业利润最大化、 国家利

益优先ꎬ 忽略的是环境ꎬ 破坏的是生态ꎬ 危及的是人类的共同未来ꎮ 在历史

和当前的世界格局和治理体系下ꎬ 发达工业化国家是工业文明的既得利益者ꎬ
工业文明的惯性思维使它们不可能自我革命ꎬ 推进文明转型ꎮ 广大的发展中

国家ꎬ 工业革命的成果较少惠及ꎬ 自身的能力整体上缺失ꎬ 文明转型缺乏必

要的动力ꎮ 处于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新兴经济体ꎬ 一方面受益于工

业文明的物质生产扩张和物质生活消费数量的增加ꎬ 另一方面ꎬ 由于工业

文明生产和消费方式对自然的破坏和环境的污染ꎬ 面临难以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困扰ꎮ
因而ꎬ 以中国、 印度、 巴西、 俄罗斯和南非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ꎬ 有着

转型发展的压力、 动力、 活力、 能力和潜力ꎬ 也积累了转型发展的经验和教

训ꎮ 其中ꎬ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对于金砖合作转型发展、 引领全球应对

气候变化和实现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具有重大意义ꎮ 金砖合作已经

有着广泛的共识ꎬ 也有合作的意愿和基础ꎬ 但要取得合作的实效ꎬ 必须要选

准突破口ꎮ 经贸合作无疑具有巨大潜力ꎬ 但经贸合作所引发的可持续性担忧

困扰着金砖各国ꎮ 作为一种责任与担当ꎬ 金砖国家的优先合作领域更应该是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转型进程中ꎬ 凸显生态文明的时代意识ꎬ 在能源、 环境

和生态等领域发挥优势ꎬ 实施低碳发展ꎬ 生态优先ꎬ 探索生态文明发展范式

下的生产和消费模式ꎮ
从发展的视角看ꎬ 金砖国家的经济体量和资源环境的需求将会不断扩张ꎬ

在全球关注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格局中ꎬ 影响力和话语权也将发生积极变化ꎮ
美国总统特朗普退出 «巴黎协定»ꎬ 表明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ꎬ 只考虑

“美国优先”ꎬ 不愿承担全球转型发展的重任ꎮ 欧盟有着推进转型发展的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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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的信念ꎬ 但引领全球转型发展显然有些力不从心ꎮ① 金砖国家作为新兴经

济体的主体力量ꎬ 表现出巨大的活力和责任担当ꎬ 需要进一步深化环境合作ꎬ
引领全球转型发展ꎮ

一　 转型发展需要金砖国家引领

发达国家率先实现工业化、 推进城市化ꎬ 引领全球经济发展进程ꎬ 但也

因此最先受到环境污染的惩罚ꎮ 与此同时ꎬ 由于发达国家技术先进ꎬ 资金雄

厚ꎬ 也领导着控制污染、 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的进程ꎮ 然而ꎬ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发

达国家引领全球转型发展的意愿出现弱化迹象ꎬ 甚至出现 “开倒车” 阻碍转

型的情况ꎮ 例如规定发达国家率先实行减排的 «京都议定书»ꎬ 不仅最大的发

达国家美国退出ꎬ 日本、 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也拒绝履行减排承诺

和资金义务ꎮ 在 «巴黎协定» 已经生效实施的情况下ꎬ 美国总统特朗普全然

不顾国际社会的共识和呼声ꎬ 执意退出 «巴黎协定»ꎮ
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自身转型发展和发挥领导作用的意愿下降ꎬ 对此需

要进行一些客观的分析ꎮ ２０ 世纪后半叶乃至于 ２１ 世纪初ꎬ 发达国家在世界地

缘政治和国际经济格局中占主导甚至垄断地位ꎮ 作为发达国家领头羊的七国

集团 (Ｇ７)ꎬ 其首脑会议的政治共识是全球治理的风向标或指示器ꎮ 然而ꎬ
随着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ꎬ 发达国家发

现其地位难以支撑昔日主宰国际治理的霸权ꎬ 地缘政治与世界经济格局已经

发生了根本性、 不可逆转的变化ꎬ 无论自愿还是被迫ꎬ 都必须与新生力量分

享全球治理的权利ꎮ 包含金砖五国在内的 ２０ 国集团 (Ｇ２０)ꎬ 在全球治理格局

中显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 Ｇ７ꎮ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占全球总产出的比重接近 ４０％ ꎬ 目前则不足 １ / ４ꎻ 而金砖五国在全球总产出

中的比重则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不足 １０％上升到目前的 ２０％以上ꎬ 按购买力

平价计算则超过 ３０％ 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期ꎬ 美国的能源消费几乎占到全球

的 ３０％ ꎬ 目前只有 １６％左右ꎬ 而金砖五国的能源消费 ２０１５ 年已超过世界的

４０％ ꎮ ２０１５ 年全球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ꎬ 美国占 １５％ ꎬ 中国和印度

—７７—

① 相对于美国、 加拿大等扩张型发达国家经济体ꎬ 欧盟作为饱和经济体ꎬ 其经济增长的空间比

较有限ꎬ 因而对于转型发展的引领地位没有强烈的意愿ꎬ 而处于快速发展进程中的新兴经济体的地位

日益重要ꎮ 参见潘家华、 陈孜著: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的转型议程: 全球视野与中国经验»ꎬ 北京: 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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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占 ３５％ ꎮ① ２００８ 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ꎬ 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乏力ꎬ 与之形

成鲜明对照的是ꎬ 中国、 印度两个经济体量巨大的经济体却保持了 ７％左右的

高速增长ꎮ 一方面ꎬ 发达国家资金承诺的能力下降ꎻ 另一方面ꎬ 发达国家认

为如果不让其他新生力量分担责任和义务ꎬ 对发达国家来说是不公平的ꎬ 因

而也弱化了其发挥领导力的意愿ꎮ
金砖国家自身也需要提升转型发展的能力和水平ꎮ 根据萨克斯教授等学

者和世界银行等机构 ２０１７ 年对全球 １５７ 个国家 (地区) 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的进程评估ꎬ 金砖国家几乎没有进入排名前 ５０ 名的第一方阵ꎬ 南非和印度处

在较为靠后的第三方阵 (见表 １)ꎮ 相对于遥遥领先的发达国家如美国ꎬ 金砖

国家在经济发展、 人类发展、 环境绩效和全球竞争力等诸方面尚有较大的差

距ꎬ 显然不能按照常规的工业文明的老路来实现赶超ꎬ 而必须实行转型发展ꎮ

表 １　 部分国家可持续发展目标 (ＳＤＧ) 实现进展 (２０１７ 年)

国家
ＳＤＧ 实现
程度排名

ＳＤＧ 指数
得分

人均 ＧＤＰ (２０１５ 年
美元 ＰＰＰ)

环境绩效指数
(２０１６ 年)

人类发展指数
(２０１６ 年)

全球竞争力指数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７ 年)

巴西 ５６ ６９ ５ １４５５３ ７８ ９ ７５ ４ ５７ ９

中国 ９１ ６７ １ １３５７２ ６５ １ ７３ ８ ７０ ７

印度 １１６ ５８ １ ５７３３ ５３ ６ ６２ ４ ６４ ６

俄罗斯 ６２ ６８ ９ ２４１２４ ８３ ５ ８０ ４ ６４ ５

南非 １０８ ６１ ２ １２３８４ ７０ ５ ６６ ６ ６３ ９

美国 ４２ ７２ ４ ５２７０４ ８４ ７ ９２ ０ ８１ ４

　 　 注: 评估排名的国家 (地区) 共有 １５７ 个ꎮ 萨克斯等评估的 ＳＤＧ 指数得分涵盖 １７ 个总体目标ꎬ
最高得分国家瑞典为 ８５ ６ 分ꎮ

资料来源: Ｊｅｆｆｅｒｙ Ｓａｃｈｓꎬ ｅｔ ａｌ ꎬ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Ｄａｓｈｂｏａｒｄｓ ２０１７ꎬ Ｂｅｒｔｅｌｓｍａｎ
Ｓｔｉｆｕ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ꎬ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２０１７ － ０７ －
１０]ꎻ ｈｔｔｐ: / / ｈｄｒ ｕｎｄｐ ｏｒｇ [２０１７ － ０７ － １０]

金砖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凸显ꎬ 在各自所在地缘区域也多具有引

领地位ꎮ 巴西的 ＳＤＧ 指数得分高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平均值 (６５ ８)ꎬ 中国

也高于东亚和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平均值 (６３ ３)ꎬ 南非甚至高出非洲区

域平均值近 １０ 分 (５１ ４)ꎮ② 从环境绩效指数看ꎬ 除拥有资源环境优势的俄罗

斯和巴西外ꎬ 印度、 中国、 南非均处于较低水平ꎬ 客观上也意味着面临较大

—８７—

①

②

ＩＥＡꎬ ＣＯ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Ｆｏｓｓｉｌ Ｆｕｅｌ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ａｒｉｓꎻ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ꎬ ＢＰ Ｅｎｅｒｇｙ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７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Ｊｅｆｆｅｒｙ Ｓａｃｈｓꎬ ｅｔ ａｌ ꎬ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Ｄａｓｈｂｏａｒｄｓ ２０１７ꎬ Ｂｅｒｔｅｌｓｍａｎ Ｓｔｉｆｕ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ꎬ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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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力ꎮ 可见ꎬ 金砖国家出于自身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考虑ꎬ 需要实行转型

发展ꎮ 中国践行生态文明也积累了转型发展的成功经验ꎮ 从地缘区位上看ꎬ
金砖五国不仅横跨欧亚大陆、 南亚次大陆ꎬ 而且在非洲大陆和南美大陆均具

有独特地位ꎬ 在地缘区块和发展水平上可以发挥积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ꎮ 如

果美国等发达国家放弃或拒绝道义责任ꎬ 在全球转型发展的进程中不发挥领

导力ꎬ 金砖国家则需要联合起来并与其他负责任、 有担当的国家携手推进这

一关乎人类未来命运的转型进程ꎮ

二　 转型发展的重点在环境

１９７２ 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第一次将环境保护提上国际议程ꎬ
环境问题始终困扰着全球发展进程ꎮ 发达国家经过粗放式的大规模工业化和

城市化进程ꎬ 在收入水平得到快速和大幅提升的同时ꎬ 环境污染也已经严重

影响这些国家的民生和福祉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 发达国家的人口占世界总数不

足 １ / ５ꎬ 完成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所利用的资源和环境空间却是以全世界为后盾

的ꎮ 即使这样ꎬ 发达国家的生态环境空间也逼近极限①ꎮ 如果发展中国家启动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ꎬ 消耗和影响的不仅是发展中国家自身的资源和环境ꎬ 也

会影响发达国家的环境福利空间ꎮ
对于发展中国家ꎬ 尽管其同期城市化水平低ꎬ 工业化进程还在起步阶段

或尚未启动ꎬ 工业污染尚未成为其切肤之痛ꎬ 但由于人口快速增长、 粮食严

重短缺ꎬ 毁林开荒、 围湖造田等活动使得生态退化加剧ꎮ 因而ꎬ ２０ 世纪后半

叶的环境问题是南北分野ꎬ 发达国家难以承受污染之害ꎬ 发展中国家则不堪

饥饿与生态破坏之苦ꎮ 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发达国家将污染严重的原材料工业

转移至发展中国家ꎬ 发达国家的污染得到根本好转ꎬ 而发展中国家却陷入贫

困、 污染加剧和生态恶化的发展困境ꎮ 发达国家则站在道义制高点ꎬ 一方面

大量消耗存量有限的自然资源ꎬ 一方面指责发展中国家破坏生态环境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国际社会认识到ꎬ 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ꎬ 不论穷

人还是富人ꎬ 若地球出现灾变ꎬ 没有人能够幸免ꎮ 发达国家的确治理好了其

疆域内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ꎬ 乃至于工业化进程中积累的土壤重金属污染ꎬ

—９７—

① 罗马俱乐部 (Ｃｌｕｂ ｏｆ Ｒｏｍｅ) １９７２ 年发表的 «增长的极限» 表明ꎬ 发达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引

发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ꎬ 不可持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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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ꎬ 温室气体排放产生的温室效应影响地球的每一个角

落ꎮ 生态系统是相互关联的ꎬ 生物多样性损失不只是对发展中国家不利ꎬ 对

发达国家的未来是更为严峻的挑战ꎬ 因为物种基因是发达国家生物技术的基

本需要ꎮ 海洋生态系统的破坏和恶化不仅对未来全球环境安全是一个挑战ꎬ
而且对于现实的海洋资源利用也有着深远的影响ꎮ 发达国家多为海洋性国家ꎬ
对海洋资源的依赖远高于内陆国家和没有能力利用海洋资源的发展中国家ꎮ
尽管发展中国家的优先领域仍然是大气污染、 水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ꎬ 但全

球性的环境问题增加了常规污染控制和生态保护的技术难度和成本投入ꎮ
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指向ꎬ 但必须是可持续的发展ꎮ 资金、 技术、 增长及

消费皆为发展所必须ꎬ 而且有着追求最大化的冲动ꎬ 不希望受到任何边界约

束ꎬ 然而ꎬ 这必然伴随或恶化环境风险ꎮ 控制环境风险成为发展的刚性约束ꎮ
转型发展即环境友善、 生态中性的发展ꎬ 需要明确发展边界ꎬ 转变发展方式ꎬ
环境成为转型发展的关键所在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联合国通过了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ꎬ 确认可持续发展目标ꎬ 呼吁世界转型发展①ꎻ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在经

过长达 １ / ４ 世纪的艰苦谈判之后ꎬ 国际社会达成了保护全球气候的 «巴黎协

定»ꎬ 通过各国自主贡献ꎬ 实现地球表面平均温度相对于工业革命前不超过

２℃的长远目标ꎬ 规定在 ２１ 世纪中叶以后实现净的零排放ꎬ 尽早实现全球排

放峰值ꎬ 随后大幅减排温室气体ꎮ 金砖国家为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和

«巴黎协定» 中转型发展目标的确立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ꎻ 对于目标的实

现ꎬ 金砖国家也需要联合起来发挥领导力ꎬ 引领转型发展的进程ꎮ
全球转型发展的重点在环境ꎬ 金砖国家的压力尤为巨大ꎮ 根据 ＢＰ (２０１７

年) 能源统计数据ꎬ 金砖五国一次能源消费的煤炭占世界总量的 ２ / ３ 以上ꎬ
其中中国占全球的比重超过 ５０％ ꎬ 印度接近 １２％ ꎮ 中国能源消费转型进程已

经启动ꎬ 煤炭消费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逐年下降ꎬ 南非和巴西的煤炭消费尚处于上

升通道ꎬ 印度 ２０１６ 年的煤炭消费比 ２００６ 年甚至增加了 １ 倍ꎮ 而发达国家例如

传统的燃煤大国美国ꎬ 同期煤炭消费量下降了近 ２ / ５ꎮ 煤炭燃烧排放物是大气

污染和温室气体最主要的来源ꎮ ２０１６ 年金砖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世界总

量的 ４１ ３％ ꎮ 如果拒绝转型发展ꎬ 或转型发展滞后ꎬ 影响的不仅是金砖国家

—０８—

① 英文为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ｏｕｒ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２０３０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ꎮ 自 ２０１２ 年联合

国 Ｒｉｏ ＋ ２０ 会议授权谈判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ꎬ 历时三年ꎬ 形成了以人本 ( ｐｅｏｐｌｅ)、 环境

(ｐｌａｎｅｔ)、 繁荣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和谐 (ｐｅａｃｅ) 和合作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５Ｐ 理念为导向的涵盖 １７ 个领域 １６９
个指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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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ꎬ 也在总体上影响全球转型进程ꎮ

三　 金砖国家环境合作潜力巨大

金砖五国的发展阶段、 地缘特征和资源禀赋的具体情况表明ꎬ 互利共赢

深化环境合作有着巨大的潜力和机遇ꎮ
首先ꎬ 金砖五国都面临国内巨大的环境压力ꎬ 需要相互学习、 借鉴ꎮ 中

国因循发达国家常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ꎬ 污染排放量大ꎬ 资源消耗大ꎬ 生态

压力大ꎮ 根据世界银行 «世界发展指标 ２００６» 空气污染部分提供的数据ꎬ 在

调查所涉及的总共 １１０ 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各国城市中ꎬ 如果按照悬浮微粒浓

度来排名ꎬ ２００２ 年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前 ２０ 座城市ꎬ 中国占 １３ 个ꎬ 印度占 ５
个ꎮ 到 ２０１４ 年ꎬ 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 ２０ 个城市中有 １３ 座在印度ꎬ 新德里、
巴特那、 瓜廖尔和赖布尔位居前四ꎬ 其中新德里 ＰＭ２ ５ 的年均值为每立方米

１５３ 微克ꎬ 巴特那紧随其后ꎬ 为 １４９ 微克ꎻ 毗邻印度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占 ４
个①ꎻ 中国城市则 “落榜” 前 ２０ꎬ 北京市的空气污染在世界排名第 ７７ 位ꎮ 根

据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 ２０１６ 年年底的数据ꎬ 印度德里的 ＰＭ２ ５ 年均高达

１５２μｇ / ｍ３ꎬ 是唯一一座被 ＷＨＯ 列为 ＰＭ２ ５ 水平非常不健康的城市ꎬ 其空气

污染源自于摩托车和附近的工厂ꎮ 尽管 ２０１４ 年城市空气污染程度前 ２０ 名榜

单上没有中国城市ꎬ 但笼罩在中国尤其是京津冀地区城市上空的雾霾已经超

越健康风险ꎬ 对居民造成精神压力ꎬ 严重困扰国人ꎮ 石家庄甚至宣告通过全

面停产的强制手段减少污染排放ꎬ 以控制大气环境质量ꎮ 印度目前的发展阶

段略滞后于中国ꎬ 能源消费只有中国的 １ / ４ 强ꎬ 而且以污染较重的煤炭为主

要的能源来源ꎬ 钢铁产能和产量不足中国的 １ / ８ꎮ 如果印度按照工业文明的传

统发展范式实行高能耗、 高排放和高消耗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ꎬ 印度的城市

空气污染将不仅是一个危害健康的问题ꎬ 很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恐惧污染的城

市大逃离ꎮ 南非、 印度与中国一样以煤炭为主要能源来源ꎬ 均面临减少碳排

放、 控制空气污染的挑战ꎮ 中国三北地区严重缺水ꎬ 与南非一样水资源短缺ꎬ
在节水和水污染防治方面可以开展合作ꎮ 巴西则面临如何减少毁林的繁重任

务ꎬ 需要与其他所有国家一样加大力度适应气候变化ꎮ
其次ꎬ 金砖五国有着巨大的环保产业的市场潜力ꎮ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人

—１８—

① 世界卫生组织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７ 日发布的 “２０１４ 年城市户外空气污染数据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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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最多的国家ꎬ 超过世界总人口的 １ / ３ꎮ 巴西和俄罗斯也是人口大国ꎬ 两国人口

加总超过美国ꎮ 金砖五国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２ / ５ 以上ꎮ 这意味着ꎬ 金砖五

国环境产业有着巨大的市场空间ꎬ 成为增加就业、 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量ꎮ 燃煤电厂的脱硫脱硝、 城乡污水处理设施的生产安装运营、 太阳光热光伏ꎬ
水电设备的生产、 安装、 运行和维护ꎬ 节能设备和节能建筑材料的生产和应用ꎬ
不仅是环境保护的需要ꎬ 也是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潜力所在ꎮ 尽管俄罗斯、 巴西

已经有较高的城市化水平ꎬ 但截至目前ꎬ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足 ６０％ꎬ 印度只

有 ３５％ꎮ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维护必须考虑绿色、 低碳、 便捷、 高效、 低

投入ꎮ 城市低碳节能建筑不仅是生活品质的标志ꎬ 也是环境保护的要求ꎮ
再次ꎬ 金砖五国的环境合作会对其他国家产生积极的示范和推进作用ꎮ

巴西、 俄罗斯人均 ＧＤＰ 超过 １ 万美元ꎬ 尽管相对于发达国家仍然严重偏低ꎬ
但整体上处于高收入水平ꎻ 中国、 南非处于中高收入水平ꎬ 印度处于低收入水

平ꎮ 金砖五国的环保产业市场是开放的ꎬ 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可以进来ꎮ 金

砖国家的技术ꎬ 尤其是可再生能源技术ꎬ 已经具有较为领先的水平ꎮ ２００５ 年ꎬ
金砖五国的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只有 ７４０ 万吨油当量ꎬ 只占世界总量的 ８ ８％ꎻ
到 ２０１５ 年已达到 １ ０５ 亿吨油当量ꎬ 占世界总量的 ３０ ２％ꎮ 与 ２００６ 年相比ꎬ
２０１６ 年南非的可再生能源消费量增加了 １０ 倍ꎬ 印度、 巴西增加了 ５ 倍ꎬ 中国则

增加了近 ３５ 倍! 即使是化石能源极其丰富的俄罗斯ꎬ 同期可再生能源消费量也

增加了 １ 倍ꎮ① 显然ꎬ 金砖国家的巨大市场催生着技术和能源革命ꎬ 不仅对发展

中国家有着示范和引领效应ꎬ 对发达国家也有着促进效应ꎮ 为实现 «巴黎协定»
目标ꎬ 发达国家必须大幅减排ꎬ 发展中国家只能选择低碳发展ꎮ 金砖五国的成

功经验对于 «巴黎协定» 的实施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推进效果ꎮ 如果说中国对

于联合国千年目标的实现做出了巨大贡献ꎬ 那么ꎬ 对于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

展目标ꎬ 占世界人口超过 ４０％的金砖五国的贡献必将发挥关键作用ꎮ
最后ꎬ 金砖五国在世界经济和能源排放格局中的突出地位表明②ꎬ 全球环

境治理需要金砖五国ꎮ 在特朗普宣布退出 «巴黎协定» 后ꎬ 金砖五国明确表

示要继续推进巴黎气候进程ꎮ 在全球盘查、 南南合作、 强化减排行动、 适应

—２８—

①

②

ＢＰꎬ “Ｂ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ꎬ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ｐ ｃｏｍ / ｅｎ / ｇｌｏｂａｌ /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
ｅｎｅｒｇｙ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 ｒｅｖｉｅｗ － ｏｆ － ｗｏｒｌｄ － ｅｎｅｒｇｙ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７ － ０７ － ２０]

根据全球碳预算项目数据ꎬ 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的碳排放量占全球的 ３５％ ꎬ 而美国和欧盟 ２８
国总的排放量ꎬ 只占全球的 ２５％ ꎮ 参见 Ｌｅ Ｑｕéｒéꎬ ｅｔ ａｌ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Ｂｕｄｇｅｔ ２０１６”ꎬ ｉｎ Ｅａｒ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Ｄａｔａꎬ Ｎｏ ８ꎬ ｐｐ ６０５ － ６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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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资金机制等方面ꎬ 中国、 印度、 巴西和南非构成的基础四国机制是全

球气候谈判的引领力量ꎮ 俄罗斯在能源、 森林和节能等方面也发挥着十分重要

的作用ꎮ 在跨境污染、 臭氧层保护、 森林生态系统、 生物多样性保护、 海洋环

境等全球环境条约的谈判和履约中ꎬ 金砖五国的合作有巨大的空间和潜力ꎮ

四　 合作共赢的机制构建

金砖五国机制已经建立并良好运行ꎮ 环境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ꎬ
需要一种多方共赢的合作机制ꎬ 提升金砖五国之间的合作水平、 能力和规模ꎬ
共同努力ꎬ 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ꎮ

金砖合作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一个重要机制ꎬ 应将环境合作纳入金

砖五国首脑会议日程ꎬ 深化并强化金砖五国环境部长会议机制ꎮ 纳入首脑会

议日程并达成共识ꎬ 可以高屋建瓴ꎬ 通过环境部长会议加以落实ꎮ 一方面是

金砖五国内部的环境合作ꎬ 包括污染治理、 生态保护、 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等ꎻ
另一方面ꎬ 金砖国家之间协调立场ꎬ 形成合力ꎬ 在全球多边环境治理中发挥

领导作用ꎬ 包括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巴黎协定» «蒙特利尔公约» 的

实施及跨境污染物转移问题等ꎮ 金砖五国分别处于亚太、 非洲、 拉美、 欧洲

等地理区域ꎬ 并属于各种地区性和专门性的国际组织和同盟ꎬ 例如 “７７ 国集

团 ＋中国”ꎬ 可以影响所在地区和所在国际机构及其他国际社会组织ꎬ 共同维

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ꎬ 推进转型发展进程ꎮ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ꎬ 发展中国家的话语能力和地位十分有限ꎮ 世界银

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 的治理结构表明①ꎬ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

理构架中话语权十分有限ꎮ 例如ꎬ ＩＭＦ 份额改革在停滞了 ５ 年后ꎬ 终于因为

美国国会的批准才有了新进展ꎮ 新兴经济体在经过 ２１ 世纪头 １０ 年的快速发

展后ꎬ 经济体量大幅提升ꎬ 而 ＩＭＦ 中的投票权却始终由发达国家说了算ꎮ
２０１０ 年改革方案提出ꎬ 将 ＩＭＦ 的份额 (即各国贡献的资本) 增加 １ 倍并进行

重新分配ꎬ 给予中国等国更大发言权ꎮ 中国在 ＩＭＦ 的投票权份额将从 ３ ８％提

高至超过 ６％ ꎮ 即便如此ꎬ 金砖五国在 ＩＭＦ 的投票权仍远低于美国ꎬ 联合起来

也不足以具有否决权ꎮ 尽管改革后美国的投票权份额微幅降至 １６ ５％ ꎬ 但仍

—３８—

① 美国时间２０１５ 年１２ 月１８ 日ꎬ 美国国会通过２０１６ 年拨款法案ꎬ 其中停滞的 ＩＭＦ 份额改革方案获

批ꎬ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签字后生效ꎮ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ｑｑ ｃｏｍ / ａ / ２０１５１２１９ / ００６８９９ ｈｔｍ [２０１７ － ０７ －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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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保留其否决权ꎮ
因此ꎬ 金砖国家需要有自己的融资平台ꎮ 正是基于这一认知ꎬ 金砖国家

领导人决定成立金砖银行ꎬ 搭建自己的资金平台ꎬ 资助金砖国家的环境保护

和发展转型ꎮ 不仅如此ꎬ 金砖国家的资金平台还应该是开放式的ꎬ 与发达国

家开展合作ꎬ 催生环境友好技术和转型发展的新技术ꎬ 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

低碳、 绿色发展ꎮ 环境交流、 人才培养、 科技研究等也需要建立强有力的合

作机制ꎬ 使金砖国家的环境和转型发展的合作基础更加扎实ꎮ
不仅如此ꎬ 金砖国家也是 ２０ 国集团的重要力量ꎬ 联手合作可以有效引领

全球治理进程ꎮ 就单个国家而言ꎬ 每 ２０ 年才有一次轮值东道主的机会ꎬ 而金

砖五国的协同则每 ４ 年就有一次担任东道主的机会ꎮ 如果与 Ｇ２０ 的其他发展

中国家成员合作ꎬ 则每两年就可以轮值一回ꎬ 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在 Ｇ２０ 这一重要的国际治理机制中可以平分秋色ꎬ 在全球环境事务中的合作

可以进入全球战略决策层面ꎬ 担负人类未来的责任ꎮ

结论与讨论

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转型进程已经启动ꎬ 金砖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均处于转

型潮流之中ꎮ 这不仅是金砖国家自身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迫切需要ꎬ 对全

球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巴黎协定» 目标不可或缺ꎬ 对发达国家的可持续

消费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可持续生产ꎬ 也具有引领和示范意义ꎮ
金砖国家在环境与生态领域合作潜力巨大ꎮ 可再生能源革命是重点ꎬ 污

染控制和生态保护是民生福祉的基本要求和重要保障ꎮ 金砖合作已经建立了

一些合作机制ꎬ 但需要进一步深化创新ꎬ 加大力度ꎬ 务实合作ꎬ 不仅要在国

际治理机制上维护发展权益、 推进气候保护ꎬ 也要在经济、 技术、 人才培养

和能力建设等方面寻求突破ꎬ 取得实效ꎮ
当然ꎬ 我们也应该看到ꎬ 金砖国家的合作是一个长期过程ꎬ 不可能一步到位ꎮ

除了发展优先选项、 技术水平、 资金能力、 人才等技术性原因外ꎬ 在金砖国家的

社会制度、 文化特质、 地缘政治等方面ꎬ 利益诉求也存在一定的差异ꎮ 尽管金砖

国家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有了较大提升ꎬ 但美国等发达国家也不会轻易放弃转型发

展的领导权ꎮ 这就需要金砖国家的环境合作求同存异ꎬ 务实开放ꎬ 多方共赢ꎮ

(责任编辑　 高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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