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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举世瞩目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又称“里约+20“)于2012年6月20-22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
。
会议结束后，中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组织了各个领域专家站在不同视角，谈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
里约之新——国际可持续发展新格局、新问题、新对策》将集中反映这些专家、学者、企业家的最新
学术思想和观点，供大家参考。
　　
　　《里约之新——国际可持续发展新格局、新问题、新对策》适合关注于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领
域的人士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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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关于“里约+20”会议的对策建议　陈健　
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方略看待“里约+20”峰会　章新胜　
“里约+20”峰会后全球绿色低碳发展趋势及我国对策　何建坤　
全球实施《21世纪议程》的主要进展与趋势　郭日生　
“里约+20”峰会后的中国立场与对策　周大地　
超越“里约+20”：启动新的绿色转型进程与行动——“里约+20”大会的观察、思考与建议　王毅 于
宏源　
国家能力建设和国际合作　黄浩明 戴毓容　
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成就、面临的突出挑战以及应对策略　彭斯震　
略论当今国际可持续发展的新格局　张海滨　
“里约+20”的基本情况及对有关问题的思考　孙新章　
对“里约+20”成果文件中关于绿色经济的解读　曾贤刚　
审视“里约+20”　李正图　
中国绿色经济发展下的合同能源管理推广机制　魏东 聂利彬 牛玉斌　
从治理层面分析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　于宏源　
科技文化双轮驱动引领转型绿色发展　王亚迅　
着力消灾减贫 推动绿色发展——毛集创建国家可持续发展示范区的实践　孙仰法 李正图　
脱贫致富的生态循环农业是最大的绿色经济——“里约+20”峰会的绿色期待与梦想　陈光辉　
“里约+20”对产业经济的影响　邓继海 辛小光　
“里约+20”是历史新起点　崔大鹏　
中国国际生态城市建设与推广——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　杨楠　
创新绿色金融机制，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参加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有感　唐金龙　
浅析可持续发展的现状和对策　谢利斌　
附录
一、中国NGO关于推动扶贫与可持续发展的倡议书　
二、《我们希望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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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里约精神“并未全面转化为行动，在相关国际承诺与公约的履行方面尚需付出
巨大努力。
 《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明确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处理全球环境问题方面“共同但有区
别的责任”，同时发达国家做出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进行技术转让的承诺。
其中，发达国家承诺将GDP的0.7％作为新的、额外的资金用于援助发展中国家。
在《2001－2010十年期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中，发达国家承诺最迟于2010年将GDP的0.15％
～0.20％用于最不发达国家。
但遗憾的是，在资金援助方面，目前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仅占其GDP的0.3％，对最不发达国
家的援助仅为0.1％，均明显低于承诺的水平。
在技术转让方面，发达国家以知识产权保护等为名设置重重障碍，且目前国际间尚无促进技术转让的
有效机制。
 《21世纪议程》框架下三大公约的履约状况也不容乐观。
在气候变化应对方面，“巴厘路线图”的签署虽为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指明了方向，但在哥
本哈根、坎昆两次气候变化谈判中，成果很不显著，后京都时代的国际气候制度仍不明朗；沙漠化防
治方面，履约资金匮乏、资金运作机制不畅等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10次缔约方大会虽然取得突破性进展，但资金问题和建立分配利益的多边机制等重要课题，都被推
迟到以后的谈判中解决。
 （三）中国实施《21世纪议程》的主要进展 1.在经济发展滞后、贫困现象较严重背景下，中国承担了
全球实施《21世纪议程》的旗舰角色。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尚不及全球平均的1／10。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积极参加环发大会，庄严承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并做出了巨大努力
。
正像时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斯佩思指出的，中国在推动《21世纪议程》实施中承担了旗舰角色，
中国为人类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
 1994年，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并把它作为指
导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中长期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这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国家级21世纪议程。
1995年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我国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1996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将可持续发展
战略确立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两大战略之一。
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后，发布了《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提出了新时期中
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重点领域。
2007年，全面总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其他国家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明确提
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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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里约之新:国际可持续发展新格局、新问题、新对策》适合关注于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人士
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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