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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大力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同时，工业化和“世界工厂”
也给我们的生存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生态问题”。
能源和自然资源的超常规利用导致土地资源失衡、森林资源采集失衡、自然生态失衡、地下资源过度
开发，于是，造成了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水资源匮乏⋯⋯而这一系列状况又与不断反复出现的干
旱、热浪、洪涝形成恶性循环。
这一切，似乎都在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盲目开发是人类的又一个危机；开发--作为一种体系目的，它
带给我们的不一定都是幸福。
    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开发能给子孙后代开辟多大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空间？
如果20世纪的中心理念是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话，那么21世纪的中心理念应该是在继续建构一个现代
国家的同时，在一个有限的资源空间内建构一个理性的“收缩社会”。
本书借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关开发与发展的理论和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发展模式进
行路径探寻。
作为一位政治学者，作者在努力关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政治学命题，寻求一个公共空间理论的展
现平台，实现将权力和营利剥离的自下而上的、民间主导的开发体制的转换⋯⋯这既是一个经济体系
的问题，同时也是需要由政治学来面对的。
    现代文明转换的推动，需要的是一种合力，一种多学科研究的跨越，正是本书的一个特点。
本书的写作突破了单一学科的局限，它横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热力学等多个学
科，并融合于专著的三大层面，这是一种具有前沿意义的尝试。
可以说，作者的努力是颇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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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甘峰，1987年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日本静冈县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部留学。
1978～2003年在浙江大学从事比较政府和东亚政治经济的教学与研究。
2002年晋升浙江大学教授。
2003年调入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现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理事。
在全国核心刊物发表论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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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一）《京都议定书》生效 1997年以来，《京都议定书》的法律地位一直处于不确定状
态。
《京都议定书》需要在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 9／6的至少55个国家批准之后才具有国际法效力。
而温室气体排放占世界排放总量l／4的美国一直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另一个排放大国俄罗斯立
场也摇摆不定，国际社会由此一直对其能否生效表示担忧。
直到2004年9月底，俄罗斯政府最终通过了有关批准《京都议定书》的法律草案，才为《京都议定书》
的最终生效打下了坚实基础。
2005年2月16日，全球瞩目的《京都议定书》在联合国生效，并成为国际法。
《京都议定书》的生效意味着人类对过去几百年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进行了深刻反思，它标志着一个
不确定时代的结束，一个有法可依的时代来临。
同时，《京都议定书》被公认为是国际环境外交的里程碑，生效后的《京都议定书》将是第一个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旨在抑制全球变暖而要求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公约。
　　《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之后，联合国以及各国政府纷纷表示，作为国际环境领域最重要的事件
之一，一个加强国际环境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新时代已经来临。
可是，《京都议定书》本身并不能消除气候变化的威胁，人类需要真正地执行它，并且要马上行动起
来。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气候变化是人类2 l世纪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如果不妥善应对，可持续发展就
无法实现。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克劳斯·特普费尔在公约生效之日再次敦促美国重新加入《京都议定书》
，因为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约1／4，而全球气候只有在减少60％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基础上
才能得以保持稳定。
　　美国政府表示2005年将拨款58亿美元用于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研究，但拒绝《京都议定书》的立场
依旧不变。
如果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1／4的美国按《京都议定书》要求履行减排义务，美国发达的石油和汽车工
业将付出代价，布什政府坚持说“不”，明显是出于对石油、汽车等工业集团利益的保护。
此外，美国政府近年来单边主义思潮占了上风，不愿意接受国际组织或协议的约束，也是它拒绝《京
都议定书》的原因之一。
　　欧盟是《京都议定书》的积极倡导者。
在《京都议定书》即将正式生效之际，欧盟轮值主席国卢森堡环境大臣吕西安·卢克斯于2月14日代表
欧盟发表声明，呼吁至今尚未批准《京都议定书》的所有发达国家尽快作出相应努力，与全世界一道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战胜气候升温这一严峻挑战。
卢克斯说，根据专家建议，欧盟环境部长理事会于2004年12月制订了新的预防气候升温目标，即争取
将世界的平均气温控制在不超过工业革命前平均气温2摄氏度的水平。
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在2050年以前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少15％，甚至减少50％
。
　　《京都议定书》规定，日本在20（）8～2012年期间应将导致温室效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
减少6％。
据日本经济产业省最近汇总的数据显示，日本的石油、化学、铝、水泥、平板玻璃以及玻璃瓶等13个
行业已经达到了《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目标，而钢铁、电力、造纸、机床、产业机械、电子电机
以及汽车零部件生产等11个行业难以达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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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今后的战争也许不为宗教、民族或是什么崇高的理想，而是为了生存。
书作者以“地球环境经济人”作为新理性时代的切入点，把地球生命纳入一个开放、稳定的复杂系统
中，并在此基础上，对和谐社会--一个伟大的命题进行路径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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