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有关环境与发展的几点思考

20 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类创造
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加速推进了世界文明发展的进程。但与此同时，人
口猛增，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和破坏，严重阻碍着社会经
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甚至威胁着人类的未来。

然而在环境与发展的问题上，仍有不少误区。

（一）要认识人类共居在一个地球上，
必须树立全球观念

1972 年 6 月第一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向全世界发出了“只有一个地
球——一齐关心、共同享受”的呼吁。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又发表
了《我们共同的未来》专题报告，提出了当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思想。
1992 年 4 月在巴西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21 世纪议程》
更进一步提出“人类要生存，地球要拯救，环境与发展必须协调”的号召，
以迎接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

地球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空气、水、食物、适当的温度以及其
它许多自然资源，这些都是人类生存发展不断改善生活质量、繁殖后代必不
可少的物质基础。“生物圈二号”实验的失败表明，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人
类还无法模拟出一个类似地球，可供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这也就是说，人
类目前离开地球还无法生存。

地球承载人类的能力，由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还可能扩大，但
其余地是有极限的，不可能无穷无尽。1994 年有的专家发表的数字是 30 亿
到 440 亿，悬殊很大。不少学者同时提出最高最低数字为 120 亿到 77 亿，这
与联合国曾预测的到 2050 年世界人口为 78 亿～125 亿颇接近。重要的问题
是提出地球承载人类的能力的目的，主要在于警告人们，要有危机感，不能
掉以轻心，应早作对策。

人类对环境和资源的影响，往往会超出国家的界限，而且具有国际和全
球性特征，涉及世界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以及每一个人，特别是关系着人
类未来的前途和命运。还有，地球上自然资源的分布是十分不平衡的，这里
也有一个互补问题。然而目前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污染，城市向农村
输出三废严重的企业，以邻为壑的现象时有发生，都是这种没有全局观点的
一种表现。

为此，解决全球人口、环境、资源问题是每个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利益所
在，因而也是人类的共同任务，需要各国超越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
开展广泛和有效的国际合作，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应负有重大的责任。

（二）要认识人也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
部分，必须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人类的历史上，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天命论”、“决定论”、
“或然论”、“征服论”多种阶段与看待方式。“征服论”者，自认为人是
自然的主宰和所有者，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征服自然，统治自然，支配自



然中的一切事物。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人类创造了文明，也不知不觉地破坏
了地球生态环境，结果是毁坏了文明。在当今世界，一切环境问题，包括环
境污染、生态破坏，大都是人们对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造成的；因此，所
面临日趋严峻的环境恶化，诸如水土流失、沙漠化、植被减少、物种灭绝、
水旱灾害等问题可以说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

通过漫长的岁月，人类在与自然的较量中，其过程是曲折的，有胜利的
一面，也有失败的一面。人们必须痛定思痛，接受教训，不要再做违背自然
规律的蠢事，重新认识人和自然的关系。要认识到人也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一
个组成部分，是“内部因素”之一，是“身居其中”而不是“旁观者”，是
“局中人”而不是“局外人”，“地球不属于人类，而人类属于地球”。人
类必须认识到自身在自然秩序中的真实地位与包括自身在内的环境建立良好
的协调关系。

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必须包括“改造自己”。这有两方面的
含义：一是人们为了正确行动，避免盲目性和“急功近利”、“短期行为”，
就必须注意提高自身的素质，重视了解事物发展的进程，把握其规律性，具
有科学的预见能力，这样才能充分地和正确地发挥自身的改造世界中的主观
能动性，少犯错误，少做蠢事。一是由于地球承载人类的能力是有极限的，
目前世界人口已达 58 亿，预计到 2025 年，很可能达到80 亿，从地球整体来
看，人满为患将是威胁人类的最大难题之一。

我国从 70 年代开始大力提倡计划生育，取得了明显效果，从 1970 年的
出生率 33.43‰下降到 1995 年的 17.12‰；人口自然增长率从 1970 年 25.83
‰下降为 1995 年的 10.55‰，已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联合国有关 1990—1995
年的人口统计数字显示，世界人口增长为每年 14.8‰）。但也应清醒地看到，
由于人口基数大，特别是对农村和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还存在薄弱环
节，中国人口控制任务还相当艰巨，抓紧抓好计划生育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
当前的问题是，当人与自然发生矛盾时，很少埋怨自己，须知改善环境当从
自我做起，人类必须调整自己的行为。在制定社会发展战略时要协调人口、
资源和环境的关系。

现在有一种误解，认为最理想最清洁的环境莫过于远古时代，至少应回
到工业革命以前，因此出现一种含义不清的“回归自然”的呼吁。认为人类
社会如果回到刀耕火种的时代，回到牛车马车时代，就不会有冰箱致冷剂氟
里昂和汽车尾气 NOx 而导致大气污染和臭氧洞出现，也不会因为工业动力装

置大量燃烧化石燃料（煤和石油）而导致大气中 CO2 含量增加而引起“温室

效应”和酸雨等等。他们把环境问题通通归咎于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却忘
记人类社会一定要发展这样一个历史必然和颠扑不破的真理。

更有人把环境问题通通归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化学的发展。他
们认为，如果人们不会制造高分子材料，就不会出现塑料垃圾；人们没有发
明氟里昂，就不会出现臭氧洞问题；人们不进行石油的深加工，就不会出现
污染环境的炼油厂和化工厂，也不会有马路上川流不息的汽车和翱翔蓝天的
飞机等等；更不会有核泄漏和其它污染了。

这些责备似乎有理，对化学家来说是不公平的。但是它有广泛的社会影
响，以至于形成一种社会心态，人们厌恶化学，对化学有一种莫明其妙的恐
惧心理。近年来专业词汇中出现了一个新词汇“chemophobis”，可译为“厌
化学症”或“恐化学症”，充分说明公众对化学误解之深。有些人把化学为



人类文明所做的巨大贡献置之不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正如孟子所批评的
那种人是“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岂不荒唐！无可否认，化学有关
过程产生污染也是事实，但“变废为宝”化腐朽为神奇之功亦在化学也是事
实。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关键在于人们如何利用。

环境问题的另一起因，与生产和生活中人类对大量物资的非正常消耗有
关。根据现在的统计，不少动力锅炉或机械的效率远低于 50％。由于农药的
使用方法不够合理，因日照分解和雨水冲刷流失，药效只占总量的 30％左
右。化肥的利用率由于同样的原因估计不到 45％。除因使用效率不同本身的
浪费外，化肥流入江河湖泊，还将引起水草的过度生长，引起水生动物的生
态环境恶化。农药的流失不仅污染水源而且会误杀有益的昆虫和鸟类。如果
我们能将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也纳入药物可控释放技术应用的范围，必将大大
节约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并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从以上所举的例子当中可以看出，化学对于减少污染，防治污染，还我
一个清洁的地球可以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化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用“解
铃还须系铃人”来表述是再恰当不过了。展看 21 世纪，绿色生产工艺兴起，
化学必将大显身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