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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于2012年9月正式发布了全

球环境展望5（GEO-5）中文版，该报告评估了世界上最重要

的90个环境目标的完成情况。最新发布的GEO-5中文版将为

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研究人员、学者、政府代表、行业和民

间团体带来联合国最全面的环境评估。本刊自2012年06期起

对其进行连载。报告来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全球环境展望5
——我们未来想要的环境：第1章

驱动力
GEO-5  Chapter 1: Drivers

能源-水关系

消费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在能源和水的消耗之间的权

衡。这对能源生产和农业都至关重要。Gerbens-Leenes等

（2009）估计全球 60%-80% 的用水贡献于灌溉，这一比例在

一些降雨量低的地区高达90%。另外，灌溉所用的能源量也较

显著。在印度，政府通常对抽水作业进行大量补贴，全国15%-

20% 的电力被用于此（Shah等2004）。农业的能源消耗在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都不容小觑，虽然发达国家在加工和运

输食品上耗能可达到全部农业生产行业耗能的两倍（Bazilian等 

2011）。

水同样也是能源生产和矿石提取所需的重要资源。但是，

淡水污染是矿业，包括近期发展的 水力压裂的一个常见副作用

（Scott et al. 2011）。供给的减少和工业污染两相作用下，中

国遭受着水资源短缺的问题；世界银行（2006）估计中国三分

之一的水资源短缺问题源于污染，其造成的损失相当于GDP的

1%-3%。

驱动力 - 压力联动
尽管时有萧条和低迷，人口和经济始终保持着发展，技术创

新加速使各个团体和社会整合为一个全球文明。能源和运输领域

的技术进步持续地为生产和消费提供新的增长机遇，同时通信和

移动领域的创造力带来了前人无法想象的新的商品和服务。城市

化和全球化见证着人类居住空间、社会、关系的增长和整合。

到 2030 年，超过 55% 的亚洲人口将为城市人口。

能源

数量

世界人口增长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向往更高的物质生活

标准——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因此更高。自1992年至2008

年，人均能耗以每年 5% 的速度增长。在2009年，由于金融危

机，世界总能耗在30年来首次下降，降幅为2.2%（Enerdata 

2011），其中半数发生在 OECD 国家（IEA 2011）。对石油、

天然气、核能的消费均有所下降，但对水电和可再生能源消费增

加了。煤炭是唯一未受影响的能源。2010年的初级能源消费被

估算在全球范围内增长了4.7%，轻易地超过了2009年的小幅回

落。不过，由于人口增长预期将持平，且能效将持续得到改善，

未来能耗的增长应会下降（IEA 2011）。

各能源来源所占比重很可能会改变，其中石油的比重下降，

天然气的比重上升。煤炭的水平预期相对不变，核能的水平由于

在亚洲的投资而上升。但是，鉴于2011发生的福岛核电站事故，

相关政策可能会有变动，因此预测核能的增长趋势也变得较为困

难。如果核能不能按计划发展，那么很可能有更多的煤炭将被使

用，这对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意味深远（IEA 2011）。发展中地

区的人均能耗在2005年到2010年显示出了强烈的增长，虽然到

2010年这一增长似乎持平。能源消费的主要三个经济部门（IEA 

2011）是：

● 制造业：33%；

● 家庭：29%；

● 运输业：26% 。

超 过 全 部 C O 2排 放 量 的 4 0 % 源 自 发 电 和 发 热 （ I E A 

2010）。1992年到2008年之间，CO2排放量以年均3%的速率

增长并一共增加了66%——这一增幅远超全球人口的增幅——而

工业生产的增加，以及很多发展中国家提高的生活标准是背后的

原因。

 人均上来看，发电量的增长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从1992

年的8.3兆瓦时（MWh）增长到2008年的近10MWh，相差人

均1.7MWh（IEA 2010），不过从百分比来看这22%的增长相

较而言是最小的。全球人均发电量在1992年为2.2MWh，到

2008年增长33%至3.0MWh，发展中国家从1MWh增长到1.7 

MWh，增幅达68%（IEA 2010）。

在2010年，全球14.4亿人——约世界人口的20%——仍遭

受着能源贫困，无法从电网获取稳定的电力，并完全依靠生物质

能来烹饪和照明（UNEP 20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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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在能源市场里，原油占据了最大的贸易量和贸易额，在消

费上中国始终在和美国角逐（EIA 2010）。中东约占全球石油

贸易的一半（IEA 2008）。2005年-2009年，煤炭产量以每年

3%-5%的速率增长，中国的煤炭产量在2008年-2009年增幅达

16%，并以30.5亿吨达到全球煤炭产量的44%。但是由于急速

增加的能源需求，中国在2007年首次成为煤炭净进口国（Kahrl 

和Roland-Holst  2008）。美国以9.75亿吨的年产量位居第

二，印度紧随其后，年产量为 5.66 亿吨。 

性质
可再生能源的生产越来越被关注：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阳

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的产量在2008年达到全球能源供

给的13%，并预计在2010年达到16%（REN21 2011）。但是，

比重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是生物质能为10%，其中近三分之二用来

在发展中国家烹饪和供热（IPCC 2011）。因此，排除生物质能

后，其他可再生能源仅为世界提供了3%的能源。

自1992年以来，太阳能供能增加了30000%，风能上升

了6000%，生物质能产量提高了3500%，但它们的基础值都

很低。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相关技术成本的下降，以

及 2010年199个国家采纳了提倡可再生能源的政策（REN21 

2011）。

从玉米、甘蔗、棕榈油、油菜籽提取的，用于运输的生物质

能燃料产量增加迅速。尽管乙醇在巴西已被广泛使用二十年，其

在世界范围的使用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提高，年增长率为20% 

并在2009年达到3000万吨石油当量。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

生物柴油开始得到应用，其产量年均增长60%，在2009年达到

1300万吨石油当量。但是，最新的关于生物燃料的一些信息引

起了人们对其所直接造成的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关注，其中包括土

地的清理和转变，潜在入侵种的引入，过度用水，全球粮食市场

所受的影响。让人们担心的另一个原因是富裕国家在发展中国家

以及部分半干旱国家为了生产粮食和生物燃料对土地进行的购买

或租赁。这种趋势可能对化石能源和可再生水资源以及当地粮食

安全产生影响（UNEP 2009a）。

 对能源行业绿色化的投资屡创新高，2010年达到2110亿美

元，相比2009年增加了32%，是2004年的5.5倍。发展中国家

对产业规模的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首次超过发达国家（UNEP 

2011 c）。

核电站（一些人视其为满足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的机会）的

数量，自1992年增加了20%，到2012年中期达到435个。根据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 2008）所述，在30个拥有核能的国家

中，核电所占比重的范围从法国的78%到中国2%，中国现有14

座运行，25座在建，和更多规划中的核电站（WNA  2011a）。

自1992年，核能发电量增长了近30%，虽然核能在全部供电

中所占比例从1992年的17.5%下降到2008年的13.5%。如今

全世界有60座核电站在建，155座规划建设，339座提议建设

（WNA 2011b）。

全球能耗预期仍会增长。尽管相比1980年，2002年中国

的能源强度降低了66%，（IEA 2008；Polimeni和Polimeni 

2006），印度的每单位GDP能耗在同期基本维持不变，但由于

其增长的经济，印度预期会在2030 年为预计的世界排放量的增

长贡献8%（World Bank 2008）。如果国际社会在不远的未来

仍难以解决气候变化，本世纪末气温可能上升3.5℃-6℃（IEA 

2011）。为了阻止全球温室气体（GHG）排放，《京都议定

书》鼓励清洁技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贸易被认为是

分布这些技术的手段，但是除非显著降低现有贸易壁垒，这种路

径恐收效甚微（World Bank 2008）。

在满足全球获取能源的需求上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如今，

有13亿人没有电力，27亿人仍依赖传统的生物质能来烹饪食

物，这还带来了对毁林速率、土壤侵蚀、人体健康的影响（IEA 

2011）。对薪材的依赖也有着人口结构的因素，人均薪材消费随

着家庭大小的减小而增加，但随着城市化而减小，显示着财富对

其影响（Knight和Rosa 2011）。为了在2030年之前实现全民

普及初级能源，每年需要投入480亿美元（IEA 2011）。（未完

待续）一座燃煤电厂的排放物升入大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