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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社会经济的视角分析了气候变化与各国人文发展的相互关系，采用了反映人际公平原则的“人均累积碳排
放”概念和衡量人文发展水平的“人类发展指数”概念，分析了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人文发展水平与碳排放之间的内在关
联。揭示出各国实现人文发展对于能源需求和碳排放的依赖性;此外，根据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责任”坐标图，指出发达
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人文发展目标的不同优先性。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要实现人文发展
与碳排放的脱钩，避免减排对实现人文发展的不利影响，必须积极推动技术创新和社会转型，走低碳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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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a socio － economic perspective，this article denote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arbon emissions and human development．

Compared with indicators of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and Accumulated Carbon Emissions Per Capita between some major countries in different time pe-

riods，this article revealed that human development had a relative strong dependence on energy assump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Furthermore，with a vis-

ualized map of Capacity ＆ Responsibility between major countries，this article argued that there should have a different priority and responsibility for de-

veloping countries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in taking mitigation and achieving for human development targets． Finally，this article declared that developing

countries like China should take efforts to de － coupling the carbon － dependant economic growth so as to taking actions for future mitigation． More impor-

tant，China should turn his way to low carbon economy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v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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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 报告指出，近百年来人类活动产生的大

量温室 气 体 排 放 是 导 致 全 球 气 候 变 暖 的 主 要 原

因。［1］一方面，全球变暖导致极端气候灾害的频率

和强度发生改变，使得适应气候变化的资金投入成

为发展中国家一个额外的发展负担。另一方面，气

候变化的科学事实改变了传统的有赖于化石能源为

动力的工业化发展路径，使得尚未实现工业化和人

文发展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面对未来全球日益

紧缺的温室气体排放空间。实际上，气候变化不但

已成为全球最受关注的环境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严

峻的挑战。

一、人文发展对碳排放的需求

2012 年 12 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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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次缔约方大会刚刚落下帷幕，对于 2012 年后如

何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温室气

体减排的责任分担一直是联合国气候大会争论的主

要焦点。无论未来可能达成的国际气候协议采用何

种减排分担形式或碳排放权分配方案，对于每个国

家的未来发展都会具有不同的影响。目前，国际上

大致有两种碳排放权的分配原则: 一是国际公平原

则，二是人际公平原则。国际公平原则是以国家排

放总量作为测算依据，人际公平原则强调人均排放，

二者的差异在于碳排放责任的承担主体，前者强调

国家责任，后者重视个体权益。实际上，只有将责任

落实在个体身上，才符合真正的公平含义。一方面，

碳排放归根到底来源于人的消费需求; 另一方面，地

球上的每个人都有权利公平地享有碳排放权这一全

球性的公共资源。由于各国发展阶段差异较大，减

排的任务和时间表可以有所不同。高收入国家对碳

排放的需求增量较为有限，应该率先垂范，切实履行

减排责任; 低收入国家需要较多的排放空间，来实现

其人文发展的潜力，同时也要避免技术和投资的锁

定效应，选择低碳发展路径。［2］

人文发展需求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和能源消费，

对于人文发展目标尚未实现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为

了使绝大多数人也能达到发达国家的一般生活水

平，必须大体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从而具备体面生

活所需的住房、公用设施、基础设施和体制机制一类
“软实力”的社会财富。现代工业社会严重依赖以

化石能源为基础的物质投入，必然会导致相应的高

碳排放。根据人文发展的思路，中国学者的研究认

为，在当前技术经济水平下，人均 6 吨左右的二氧化

碳排放能够满足基本需要，如果达到人均 8 吨则可

以满足较为体面的生活需要。［3］然而，为了应对气

候变化，温室气体排放必须控制在全球排放空间所

允许的限度以内。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
2008 年数据，以经济合作组织( OECD) 为代表的发

达国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平均为 10 吨，其中美国为
18． 5 吨，日本 9． 5 吨，英国 8． 5 吨; 发展中国家如中

国 5． 3 吨，印度只有 1． 5 吨，大多数非洲国家尚不足
1 吨。［4］《斯特恩报告》指出，要在 2050 年实现全球

减排 50%的目标，世界人均排放量必须减少到 2 ～ 3
吨。［5］显然，未来全球减排的任务非常艰巨。

二、人文发展推动碳排放的增长

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往往被作为一个国家和地

区社会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从社会经济

的视角来看，城市化进程更能够反映一个国家和地

区的发展速度和质量。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往往同时

伴随着人口的集聚和收入的较快增长，与此同时也

带来了能源消耗的快速增长和大量的碳排放。20
世纪后半叶，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最显著特征就是

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中国发端、带动亚洲和其他发展中地区

的快速经济增长，为全球实现减贫和人文发展目标

作出了巨大贡献。［6］

根据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阶段看，在城市化初

期，城市化水平在 10%左右，城市化进入启动阶段，

城市发展较为缓慢，工业产值比重低于 30%，人均

GDP 约在 500 美元以下，区域整体处于农业社会状

态。城市化初期的环境问题主要体现为贫困型的环

境问题。城市化中期，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城市规模

扩大，人均收入水平达到 3000 ～ 5000 美元左右; 城

市人口比重达到 60% ～ 70% 时，城市化进入稳定阶

段，城市人口增长趋缓，人均 GDP 达到 8000 ～ 10000
美元以上。城市化中期的环境问题，主要是工业化

快速发展带来的生产型的环境污染和排放问题。由

于工业化带来的负面环境影响日益显著，甚至严重

影响到人居环境和居民健康，城市开始注重环保基

础设施的投入，进行大规模集中治理，改善城市环境

基础设施。同时，随着城市化进入稳定阶段和进入

消费型社会，产业结构由工业为主转向服务业、金融

和高科技产业，生态环境问题在城市发展和城市规

划中开始占据重要地位，社会福利水平也得以提升。
在城市化高级阶段，城市化率平均在 70% 以上，城

市化率继续保持缓慢增长，工业化发展阶段基本完

成，开始进入后工业化和逆城市化阶段。这一阶段，

城市更多关注社会公平、环境完整性及生活品质的

提升，从产业结构、城市布局、社区规划、公众参与等

方面提升城市内涵。
社会经济发展导致了人口与资源日益向城市集

聚，产生了收入提升和福利改善的效应。与此同步

增长的还有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从图 1 可见，主要

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与人均碳排放总体上具有正向的

关联，即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人均碳排放水平也

随着增加。这是和收入水平的提升相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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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各国城市化与人均碳排放的关系( 1960 ～ 2007)

除了收入效应导致的能源和碳排放增长，人口

总量的增加也大大推动了发展中国家能源消费水平

和碳排放的增加。人口增长对温室气体排放产生影

响存在两种方式，一是较多的人口对能源需求会越

来越多，因此能源消费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也越来

越多; 二是快速的人口增长导致了森林破坏，改变了

土地利用方式等，这些都导致了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增加。有学者研究了全球 CO2 排放量和全球人口

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二者之间尽管不存在长期协

同变化关系，但是格兰杰因果性检验却表明全球人

口增加是全球 CO2 排放量增长的原因。［7］

根据联合国发布的 2011 年《世界城市展望》报

告，目前全世界 70 亿人口中有一半生活在城市，到

2050 年还将新增 23 亿城市人口，其中亚洲城市人

口将从 19 亿增加到 33 亿。这一城市化进程导致的

效应之一就是发展中国家能源需求和碳排放的快速

增长。中国、印度、巴西、南非被称为 BASIC 国家，

位列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8］由于发达

国家的历史排放已经消耗了绝大部分的全球碳排放

份额，使得发展中国家很难获得他们实现人文发展

目标所需的足够和公平的排放空间，另一方面，发展

中国家却不得不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并承担未来

的全球减排责任。［9］实际上，BASIC 国家由于人口和

经济发展需求导致排放总量持续较快增加，在全球

气候谈判中已经面临日益增加的国际社会压力，已

经先后承诺并实施了各自的自愿减排目标。

三、人文发展的度量指标

人文发展( Human Development) 的相关理论最

早起源于福利经济学对社会福利( well － being) 的讨

论。人文发展的目的是增进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福

利。社会福利是对人类的基本生活状况及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反映，它是由社会选择及资源

供给水平所共同决定的。社会福利不但包含经济指

标，而且也涉及公平指标。按照福利经济学鼻祖庇

古的观点，社会福利由经济福利和非经济福利两个

部分组成。经济福利可以用货币计量，最具代表性

的就是 GDP 指标，而非经济福利是指难以用货币衡

量却构成了人类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如健康，环境，

社会公平等。国内外对如何度量社会福利的研究有

很多，例如以个人福利( 收入、健康、能力、社会资本

等) 为中心的“生活质量( Life Quality) ”概念，阿玛

蒂亚·森的以人均收入和基尼系数为内容的综合

“福利水平指数( Welfare Index) ”，综合衡量收入、健
康和教育水平的“人类发展指数 ( Human Develop-
ment Index) ”概念等等。经济学家试图量化一国的

社会福利水平，将其包含的各个要素概括为: 物质资

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些有形或无

形的社会财富和资产是长期发展累积的结果，具有

存量的特征，可作为衡量国家和地区之间社会福利

和人文发展水平差距的主要因素。［10］可见，社会福

利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人类生活综合水平及可持

续性的一个综合的概念，而不仅仅是由国民总收入、
消费或物质资本存量等单一指标就可以衡量的。此

外，社会福利的增进应该具有延续性或持续性，这涉

及可持续发展概念所强调的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最

大福利，也应该保护未来子孙后代的最大福祉。因

此，要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必须在开发利用有

限的地球资源时兼顾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
国际社会广泛采用的人文发展指标是人类发展指

数( HDI) 指标，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

协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在《1990 年人文发展

报告》中最早提出的，之后每年的人类发展报告都会测

算各国的人文发展程度。HDI 由三个指标构成: 预期

寿命、成人识字率和人均 GDP。这三个指标分别反映

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总体收入水平、健康状况和教育

程度。人类发展指数 ( HDI) 由计算这 3 个维度指数

的简单平均值而获得( 如下公式所示)。各国按照 HDI
水平分为不同的人文发展等级。

HDI 各维度的指数 = ( 实际值–最小值) ∕

( 最大值–最小值)

HDI = 1 /3 ( 预期寿命指数) + 1 /3 ( 教育指

数) + 1 /3 ( GDP 指数)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1 人类发展

报告》，187 个国家和地区中，有 46 个国家和地区属

—41—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1 期( 总第 164 期)



于低人文发展水平，有 47 个国家属于中等人文发展

水平，94 个国家和地区达到了高人文发展水平。人

文发展水平最高国家组( HDI 平均为 0． 889) 与最低

国家组( HDI 平均为 0． 456) 相比，人均收入相差 21
倍，预期寿命相差 21． 3 岁，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差

7. 1 年，可见全球发展的差距还相当巨大。中国的

HDI 指数为 0． 687，属于中等人文发展水平，略高于

全球平均值。［11］可见，全球还有大量的发展中国家

尚未达到高水平的人文发展阶段，数亿贫困人口的

基本需要还有待满足，在未来相当时期内，发展中国

家对于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需要还将继续增长。
人类发展指数从动态上对人类发展状况进行了

反映，揭示了一个国家的优先发展项，为世界各国尤

其是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政策提供了一定依据，从

而有助于挖掘一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本文采用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各国“人类发展指数”指标作

为一国社会福利的综合度量，并且与碳排放进行了

历史比较，试图发现一些共同的规律或问题。

四、主要国家碳排放与人文发展水平的

历史比较分析

以人类发展指数衡量的社会福利水平包含了三

个要素: 经济收入、健康和教育水平。我们认为，人

类发展水平的提升既包括伴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逐

渐改善、累积的物质基础设施( 如建筑、交通、电力、
通讯、防 灾 减 灾、医 疗 卫 生、生 态 环 境、国 家 安 全

等) ，也包括社会基础设施( 文化教育、科技、社会参

与等) 及一国国民素质的提升( 健康和教育水平) 。
可见，人类发展水平的逐步提升是社会经济长期发

展的成果，不可能一蹴而就。当人类发展提升到较

高水平之后，也不会轻易发生较大的波动和变化。
通过分析人类发展水平与人均碳排放、人均累积碳

排放之间的关系，试图验证工业化和城市化所需的

能源与排放是否导致了发展效应，即: 物质基础设施

的存量累积效应及社会福利增进效应。
以 2005 年作为衡量现状水平的一个时间刻度，

对主要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与人均 CO2 排放进行

比较，可以看到二者之间具有某种程度的相关性。
如图 2 可见，人均碳排放与各国人文发展水平具有

正向的关联。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一点意味着

工业化过程中，如果没有技术创新引领的低碳经济

的推动，很 难 实 现 碳 排 放 与 经 济 发 展 之 间 的 脱

钩。［12］因此，在现阶段，对于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发展

中国家而言，碳排放必须首先作为一种发展权利得

到认可和保障，然后才能谈及气候变化的减排责任

分担问题。

图 2 主要国家人类发展指数与人均碳排放水平的比较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人类发展指标数据库)

五、各国历史排放与全球减排责任分担

气候变化主要是工业化国家的历史排放在大气

中导致的累积效应所造成的。人均碳排放反映的是

某一时点上一国的排放水平，未能反映一国在工业

化发展的整个阶段对全球排放的责任和义务。因

此，有必要从历史累积排放的角度来看待排放与发

展问题。累积排放概念最早见于巴西政府于 1997
年提出的“巴西案文”。该案文估算了不同国家和

地区的排放源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相对贡献，旨在量

化发达国家的减排义务。这一概念考虑了气候变化

的历史责任，揭示了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

在大气中累积之后所导致的全球升温效应，具有相

应的科学基础。［2］2009 年 4 月，《自然》杂志发表的

一篇文章指出，较之限制排放速率或稳定浓度情景

的目标，累积排放指标具有更多的科学性和较少的

不确定性，因此，基于二氧化碳累积排放制定政策目

标，对于全球增温的阈值更有约束力。［13］

为了强调人际公平，中国学者进一步提出了

“人均累积碳排放”的概念，以体现人均尺度上的历

史累积排放对气候变化的贡献。这一概念能够同时

兼顾历史排放责任、现实发展阶段差异、未来人文发

展需求等因素，相对于某一时点的人均排放，更具公

正、公平含义。其理论意义在于反映了一国人文发

展对碳排放需求的变动规律，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

过程中的资本存量累积效应，因而深化了人均排放

的概念，描述了人均排放的动态特征，有助于国际社

会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准确定位排放需求并

细化各国的排放责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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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全球 16 个主要国家，对比其 2005 年的人类

发展指数与 1850 ～ 2005 年以来的人均累积碳排放，

可以发现除了俄罗斯、南非等少数国家的奇异值之

外，多数国家在二者之间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相关

性，体现为随着人均历史排放不断累积，人类发展水

平呈现指数增长。这一分析在统计显著性上较之图

2 以人均碳排放进行的截面数据分析效果更好。这

说明能源消费及碳排放水平的历史累积与一国物质

资本存量累积、社会福利的增进之间存在着发展意义

上的关联。换言之，一国工业化时代以来的能源消费

及碳排放有助于实现物质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

的积累，并且促进消费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的增加。

图 3 主要国家综合能力( 人类发展指数) 与减排责任

( 人均历史累积碳排放) 的比较
(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人类发展指标数据库，世界资源研究所

CAIT 碳排放数据库)

然而，这种能源消费与社会福利的关联并非是

绝对的，例如俄罗斯的人均累积碳排放水平高于澳

大利亚、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但是获得的人类发

展水平却远低于这些发达国家的水平，甚至低于韩

国、墨西哥等新兴工业国。除了国土面积辽阔、能源

丰富等国情因素的影响之外，也可能与俄罗斯在前

苏联时代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发展模式有关，过度发

展高能耗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并未将能源消费及

碳排放转换为社会发展的福利效应。
从环境经济学和环境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如果

对全球有限的自然资源的消耗不能带来相应的社会

发展和福利水平的增进，则这种发展模式既不符合

经济学的成本效率原则，也不符合为子孙后代留下

可持续发展财富的代际公平原则。这一分析结论和

判断，对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减排任务和能

源约束下实现发展目标具有积极的政策含义。
人文发展水平既是一国福利水平的度量，也是

国家实力和能力的衡量指标。图 3 还可以用来反映

各国排放责任与能力的关系。各国的人均历史累积

碳排放指标( 1990 ～ 2005 年) 可以作为气候变化的

责任测度，“人类发展指数( human development in-
dex) ”可以衡量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14］通过

二维坐标的比较，可以直观地表明各国在这张“责

任—能力”坐标图上的位置和排序，一方面，揭示了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在实现应对气候变化、
人文发展两大任务方面，各自具有不同的优先性，

即: 为了实现全球福利水平的最大化，根据“共同而

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必须确保发展中国家通过提

升可持续发展来应对未来的气候风险，发达国家主

要是针对新增风险实施“增量型适应”，而发展中国

家则需要同时解决“适应赤字”和“发展赤字”，必须

采取“发展型适应”。［15］另一方面，揭示出美国、英

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为构建公平

的国际减排机制所应当肩负的率先垂范的道义责

任。可见，这一坐标图既可以为国际气候制度提供

设计减排机制的方案参考，也可以衡量各发达国家

在履行道义责任方面的姿态高低。实际上，在国际

社会和发展中国家集团的推动下，欧盟、美国、日本

已经带头承诺出资建立“绿色气候基金”，［16］为最

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提供适应支持。

六、结 语

气候变化对全球各国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共同挑

战。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还远未实现

人文发展的目标。不论是减少贫困、应对未来的气

候变化风险，需要更多的物质、技术和基础设施投

入，也必将导致更多的人均排放。然而，增进社会福

利是全球各国共同的责任。在气候和环境变化的大

背景下，如何在日益有限的碳排放空间下实现人文

发展，既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解决的发展障碍，更需要

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传统的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

工业化发展道路已无法为继，基于共同而有区别的

责任原则，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应当积极主动承担减

排义务、推动技术创新和转让、建立稳定充足可持续

的适应资金。对于中国这样的快速发展中国家，则

应当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后发劣势”，一方面在国

际气候谈判中作为发展中国家集团的代言人，积极

争取公平的碳排放发展权利，同时也要对未来全球

发展具有前瞻和忧患意识，积极推动技术创新和产

业发展，实现向低碳经济转型的绿色发展之路。
( 下转第 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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