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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 21 世纪议程
1
 指出 全球环境持续恶化的主要原因是不可持续的消费和

生产模式 特别是在工业化国家 它并指出 虽然在世界某些地区消费非常高

一大部分人类的基本消费需要目前并未满足 改变消费模式朝向可持续发展将需

要一个多重的战略 着重于满足基本需要和改善生活品质 同时把消费者需求重

新面向可持续生产的产品和服务  

2. 改变消费模式的问题因此范围非常广泛 本报告将着重于消费者需求的广泛

模式 它们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以及目前为改变这些模式而确保可持续性所作

的努力  

一. 消费的趋势 
 

3. 世界现在是在全球化的多层面进程之中 人 产品 服务 信息和金钱都更

加迅速而大量地环绕全球移动 过去十年世界产品和服务贸易增加了 60 以上

1998年几乎达到 6.7兆美元 同时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了 4倍多 达到 8 650亿美

元
2
 随着实际的国内总产值每年增长 2.9 而人口每年增长 1.4 人均消费

有所增加  

4. 但是 仔细查看经济趋势 显示出区域之间和区域内的广大差距 1998年 人

类发展报告
3
 已经指出 世界人口的 20 在高收入国家 占私人消费支出总额

的 86 而在低收入国家最穷的 20 只消费了 1.3 工业化国家人均消费不

断增长 过去 25年每年大约 2.3 在东亚特别迅速 大约 6.1 在南亚比率

也不断上升 大约 2.0 另一方面 非洲住户平均消费支出要比 25年前减少了

20 世界人口较穷的部分缺乏足够消费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秘书

长关于消除贫穷的报告中进一步予以讨论  

5. 更有效率地使用能源对于可持续的消费十分重要 世界商用能源的人均消费

1997年为 1 692公斤石油当量
4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经合组织 国家和人民

继续比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消耗多得多的能源 1999年平均为 6 400公斤人均石油

当量 这是发展中地区的 10倍 发展中地区大约是 620公斤人均石油当量
5
 在

北美洲 汽车的人均年度汽油消耗量 1997年每人为 1 637公升 西欧每人为 427

公升 亚洲 西亚除外 每人 50公升 撒哈拉以南非洲每人只有 31公升 全世

界的人均能源消耗量在 1990-1997年期间并没有重大改变 东亚和太平洋的高增

长和西亚 南亚和北非的略有增长 受到东欧和中欧的大量下降而抵消 在工业

化国家 人均能源消耗显示这段期间从已经很高的水平略有年度增长
6
 对于大

部分发展中世界 燃材和木炭仍然是主要的能源来源 而工业生物能源的使用在

有些发达国家增长 包括瑞典 芬兰 奥地利 法国和意大利
7
 

6. 在自然资源领域 过去一个世纪 主要由于农业的扩展为了满足不断增加的

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需求 大约一半的世界湿地地区已经丧失 在有些地区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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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已经减少了 90 以上
8
 世界的森林地区已经从 1970年的每人 11.4平方公里

下降到目前每人只有 7.3平方公里
9
 此外 几乎 70 的世界主要鱼类都过渡捕

获或者是捕到其生物限量 以满足不断增加的对鱼类和鱼产品的需求 土壤的退

化已经影响到世界农地的三分之二 因为耕种措施已经加强 以满足不断增加的

粮食需求 特别是对肉类和乳制品需求的高增长 为了满足不断增加的供水需求

特别是农业方面 水坝和其他的水流转移办法 使得几乎 60 的世界大河流变得

支离破碎 由于淡水生态系统不可持续的发展和退化 20 的世界淡水物种已经

灭绝或者受到威胁或濒临灭绝  

7. 观察物资流通 工业经济在使用物资方面已经变得比较有效率 但是全部的

废物制造继续增加
10
 对于 1975-1996年期间五个工业化国家的研究显示 虽然

在人均和每个单位的国产总值的基础上的资源消耗有所下降 由于经济和人口增

长 全面的资源消耗和废物流入环境的情况继续增长 每年投入工业经济的资源

有一半到四分之三在一年之内变成废料回到环境中 由于继续使用老一代的技术

以及消费者的生活方式着重于移动 便利和产品可以弃置 资源效率和降低废物

方面的改善很有限  

8. 改变消费模式的努力利用了许多工具 包括加工标准 产品标准 环境税

减少对环境有害的补贴 消费者信息 生态标签和其他 最近已经作出努力 把

这类工具结合到综合的产品政策内 处理产品生命周期的所有阶段 包括设计

生产 消耗和弃置 这个方法是因为认识到在消费和弃置阶段的产品的环境影响

往往能用影响其设计阶段的干预手段来最有效地处理 人们也承认 考虑到经济

环境和社会问题 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需要各种行动者在产品制造和消耗的所有

阶段进行合作  

9. 一般来说 尽管在效率方面有所改善 环境压力继续增加 这是因为不断由

于增加的收入和消费者需求而消耗和弃置的物质与服务数量的持续增加 降低来

自消耗的环境压力将需要一个较广泛的政策框架来解决当前模式的规模压力 同

时鼓励效率方面的改进
11
 

二 发达国家消费模式的改变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10  由于消费者增加了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和关切 特别是在发达国家 包括对

保健 社会发展和环境情况的关切 改变消费模式的努力不断在扩大 经合组织

国家对环境无害的产品市场 1980年代以来已经增长 虽然最近的经验证据显示

消费者表明的愿望往往并未转化到实际的购买决定中
12
 消费者组织和其他非政

府组织在协助消费者作出明智选择的努力上 越来越考虑到环境和社会问题 发

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消费者 特别是年轻人 显示了同样的消费模式

并且也日益认识到他们的消费选择的影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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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消费者对于可持续生产的产品以及这类产品不断增

加的市场的实际和持久优待 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挑战和机会 生态标签和环境与

社会标准的查证提供了挑战 但是 发展中国家许多生产者已经把这个趋势当作

是探讨新的出口市场的机会 例如 对于有机产品的迅速增加的兴趣和愿意付款

购买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生产者实行有机耕作是一个诱因 公平贸

易 运动保证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他们购买的发展中国家产品是在良好的社会条

件下生产的 这日益结合了对环境的关切  

12  消费者和大众对于可持续的生产的压力使得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对所有它

们的全球业务和它们供应商的业务采取统一的标准 这个供应链压力导致采取比

较清洁的生产方法和为出口市场生产的发展中国家公司改善工作条件 为了确保

适当供应以满足对于可持续生产的产品日益增加的需求 跨国公司市场协助它们

的发展中国家附属公司和供应商达到发达国家市场的标准 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

家公司取得了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14 000 标准所规定的环境管理系统证明 以

便满足发达国家市场中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需求 此外 不断增加的利害攸关者参

与 鼓励了公司的社会责任政策和公司就环境和社会问题提出报告 全球报告倡

议是国际多重利害攸关者为自愿报告组织一级的活动 产品和服务的经济 环境

和社会层面建立一个共同框架的努力
14
 

三 全球化和可持续的消费 
 

13  改变今日世界的消费和生产模式的一个重要动力是全球化 通过全球化 消

费者现在对于物资和服务有更多的选择 增加贸易 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导

致较清洁的生产方法在全球传播 那些方法能够节省资源和减少环境影响 但是

全球化也带来了一些环境威胁 例如增加自然资源的消耗和产生废料 产品运输

和个人旅游的增加导致较高的二氧化炭排放水平 全球化也能够造成不可持续的

生活方式的扩散 当前的政策和生产模式并不足以解决由于增加生产和消费而提

高了对环境的强调 人们也关切全球竞争正在破坏社会和环境政策 虽然这是一

个激烈争论的问题  

14  在有些情况下 全球化使得不良的环境政策的影响更加恶化 例如 世界市

场对于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需求可能促使过度使用农业化学剂 导致土壤退化

或者在缺乏适当的渔业管理制度下 鼓励不可持续地捕鱼
15
 国际市场上的高度

需求和高价格能够增加压力 对热带木材进行不可持续的收成 此外 随着产品

和运输而来的外地物种的入侵 能够造成生态系统的严重损害 就象北美洲大湖

区的斑纹贻贝那样  

15  信息技术加速了全球各地物资 信息和人的流动 增加了全世界向消费者提

供的各种各样的服务 以因特网为基础的 电子商业 在零售业和商对商交易方

面迅速增长 1999年通过电子商业的交易总额估计为1  270亿美元 预测到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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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仍是在美国就会增加到 1.4 兆美元
16
 虽然信息技术具有减少物质消耗的潜

力 这种效果迄今并没有实际证据 主要是由于消费者的习惯尚未改变 例如

电子邮件和改善的通讯并未减少传统邮件数量或者旅游的人数 导致对运输需求

的持续迅速增加 以及伴随而来的对环境的影响 在有些情况下 改善的技术甚

至增加了能源和物资消耗 全球纸张消耗预期到 2010年会增加 50 最大的增

加是在发展中国家 这是由于增加了识字率和扩大使用信息和通讯技术
17
 

16  因特网已经大大改善关切可持续发展的非政府组织 包括消费者和环境组织

之间的联网 信息交流和活动的协调 这些新的能力支持了非政府组织在有关全

球化 环境保护 贫穷 债务减免和其他发展问题上对企业 政府和政府间组织

采取更积极的行动  

四 进一步审议的一些问题 
 

17  虽然在人均和单位国产总值基础上 资源生产率不断增加 全部的资源消耗

和废料持续增长 因为消费和生产的增加超过了生态效率的改善和消费模式的改

变 需要一个较广泛的政策框架来解决当前模式的规模压力 同时鼓励效率的改

善以及促进生活水准的改善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18  全球化和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提供了机会 转移到比较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

模式 但这并不会自动发生 必须制定政策和方案来确保新技术帮助改变消费和

生产模式 以改善生活标准 同时减少能源消耗和环境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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