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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的未來」會來嗎？ 
 

●李永展／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理事長、台灣民間團參與

里約＋20會議成員 

 
 
 

  聯合國永續發展會議（UNCSD，簡稱「里約+20會議」）於2012年6月20～22日在巴

西里約熱內盧召開，會議主題為探討如何在愈來愈擁擠的地球達到「我們要的未來」

（The Future We Want），以及如何降低貧窮、促進社會公平並保護生態環境。1992年第

一次地球高峰會迄今，永續性及永續發展的論述已成為全球發展的指導原則，這二十年

間雖召開過大大小小的會議，也訂定了各式各樣的公約及協議，但並沒有減緩人類對環

境的破壞（氣候變遷便是最好例證），因此，從里約會議到里約+20會議，我們還是應仔

細檢討永續發展的進程。 

  短短二十年間，全球的變化大大超過了多數人的想像；一言以蔽之，網際網路、手

機及資通訊技術使得全球變成一個愈來愈小的地方。經濟上我們見證了大量生產模式從

不同區域移轉到東半球及南半球國家，而總貿易量也急劇增加。另一方面，因為生態系

改變造成愈來愈大的資源限制、氣候及資源生產力的變動，以及氣候變遷的衝擊。而在

此快速變遷的世界及社會下，這些「巨大趨勢」產生了許多新的環境議題及現象： 

 新的多邊環境協議及公約 

  全球成立或推動了數個新的多邊環境協議及公約在探討浮現的全球環境議題，包括

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生物多樣性公約（CBD）及聯合國抗沙漠化公

約（UNCCD）等。 

 對氣候變遷的覺知 

  經過多次爭辯後，氣候變遷已成為「熱點」，並在政策領域內成為全球環境議程之

首要議題。 

 綠色經濟 

  將經濟發展轉移到更低碳、具氣候回復力、資源有效率、社會包容性，以及重視生

態系服務等新的有力方向已廣被接受且愈來愈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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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交易及其他環境市場工具 

  將市場價格納入溫室氣體排放內容並創造碳交易市場是探討氣候變遷新興且愈來愈

受重視的概念，其他新的市場架構包括生物多樣性抵銷及補償方案、棲地信用交易及保

育銀行，都市減少生物多樣性損失並將衝擊納入經濟決策的主流化作法；據估計，全世

界目前至少有四十五個不同的補償調適方案及一千一百個以上的調適銀行。 

 生質燃料、太陽能及風力發電市場化 

  即便整體而言再生能源的使用仍不十分普及，但生質燃料已取得相當重要的市場佔

有率，風力及太陽能產品也急速增加。在交通部門，愈來愈多的汽電混合交通工具行駛

在陸路及空中，使生質燃料的市場成真。 

 回收 

  雖然只有少數國家推動資源回收，但是將廢棄物重新製造成新資源、新產品及新物

質，不僅愈來愈受重視、愈來愈主流化，而且在不少國家或地區被落實。 

 化學物管理 

  威脅人類及生態系健康的有毒及其他危險化學物的管理已大大改進，許多致命的化

學物也被禁止，例如，2010年1月世界各國已全面禁用CFC。 

 有機產品及生物標章市場 

  愈來愈多消費者要求購買永續生產方式的產品，鼓勵認證及生態標章的作法，例如

森林管理委員會及森林標章認證方案的森林產品及海洋管理委員會的海洋產品，以及各

式各樣針對農產品（包括咖啡、茶及乳製品等）的生物或有機標章。 

 基因改良作物 

  基因改良作物的研究已進行多年，但最近幾年備受重視，主要是藉此大量提高糧食

生產，但同時引發破壞生物多樣性，導致物種單一甚至滅絕等爭議。 

  儘管各國日益體認面對巨大環境變遷必須採取全球行動的重要性，但這二十年來美

國拒絕簽署《氣候變遷綱要公約》、《京都議定書》，而《生物多樣性公約》也未被採

行，說明了全球政經結構仍然是弱肉強食的霸權政治。此外，綠色經濟概念多半被視為

綠能產業，更甚少考慮到對發展中國家的負面影響，例如，由義大利及法國提議的「碳

關稅」是針對溫室氣體排放不具法律約束力的國家之產品而課徵的，雖然此策略可以對

這些國家施壓，但勢必會連帶制裁到沒有財源或缺乏低排放技術的發展中國家，違背了

「共同但有區隔的責任」之原則。 

  而無論是2000年訂定的千禧年發展目標、2002年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2009年針對

溫室氣體排放減量以及2010年愛知生物多樣性標的，如果沒有特定的量化目標，上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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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較像是建議，但一旦目標可以量化，則相對的目的便會更清楚，而且較可能達成。

事實上，實證資料也指出，一旦清楚標的被設定，目標便較能運作。另一個從環境標的

設定的歷史所學到的教訓是，一旦有界定清楚的議題（例如臭氧層破洞物質的階段性消

除或含鉛汽油），以及跟工業化學品有關的議題（如果這些議題有解決環境問題的技術

的話）便比較容易成功。此外，有明確基年資料以便衡量邁向目標的進度也相當重要，

例如，由於缺乏衡量趨勢及評估進度的生物多樣性基年資料，使得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

「在2010年前扭轉生物多樣性喪失」的標的只有很少可衡量（或可示範）的進度。 

  從議題設定來看，十年前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針對WEHAB（水資源、能源、健

康、農業、生物多樣性）五個議題提出行動方案，而里約+20會議的二個主題（綠色經濟

及永續發展機制）依然侷限於「弱永續性」—— 自然資本可以人造資本取代，只要開發

的人造資本之效益大於被消耗的自然資本之成本便可進行（即便效益與成本的定義仍有

待商榷），顯示人類實踐永續發展的腳步遠遠不及環境崩解的速度。 

  地球給予我們的考驗不會因為會議的召開而終止，但期待透過全球世界各國領袖、

政府代表、企業及民間團體的共同參與，為「我們要的未來」開啟一個未來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