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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中的绿色治理
———南北国家的地位调整与关系重塑

周亚敏

＊ 周亚敏，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北京１００００７）。

＊＊ 本文系笔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借助 ‘一带一路’构建中国的全球环境治理

战略研究”（项目编号：１７ＣＧＪ００５）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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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协同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不仅体现在 国 内 层 面，

也体现在国 际 层 面。在 全 球 价 值 链 分 工 体 系 中，北 方 生 产 “清 洁

品”、南方生产 “污染品”的环境不平等问题凸显，并呈现出新的 趋

势。北方国家在区域贸 易 协 定 中 大 量 嵌 入 环 境 条 款，以 环 境 规 则 外

溢来建立并强化符合自 身 利 益 的 全 球 绿 色 治 理 体 系。这 类 环 境 条 款

因其非中性特征而成为 北 方 国 家 干 预 南 方 缔 约 国 国 内 环 境 政 策 的 有

效手段。北方国家策略 性 地 绕 开 多 边 框 架，并 因 其 权 力 优 势 而 在 贸

易协定谈判中居于主导 地 位，南 方 国 家 难 以 在 谈 判 中 公 平 合 理 地 表

达自身的环境利益诉 求，更 难 以 实 现 经 济 与 环 境 的 双 升 级。随 着 南

方国家整体实力上升，构 建 体 现 南 北 整 体 利 益 的 新 型 绿 色 治 理 体 系

已初具条件。南方国家应 抱 团 争 取 绿 色 知 识 和 绿 色 技 术 在 价 值 链 上

的自由流动，反对 借 助 贸 易 协 定 干 预 国 内 环 境 治 理 主 权。 “一 带 一

路”倡议通过聚力机制 与 保 护 机 制，提 升 南 方 国 家 在 全 球 价 值 链 中

的地位，改变全球绿 色 治 理 的 不 平 等 关 系。中 国 在 “一 带 一 路”框

架下倡导贸易协定的自 愿 性 环 境 条 款，为 沿 线 国 家 的 内 生 性 绿 色 治

理创新营造有利条件，符合实现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根本方向。

关键词　全球 价 值 链 绿 色 治 理 环 境 保 护 贸 易 协 定 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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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一带一路”   气候变化 

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似乎是一枚硬币的两 面，难 以 兼 得。１９７２年 罗 马 俱

乐部提出的 “增长极限说”指出，经 济 增 长 不 可 避 免 地 损 害 环 境，高 速 经 济

增长因最终受自然资源存量的制约不 能 长 期 持 续，因 此 必 须 人 为 降 低 经 济 增

长速度。①１９９３年西奥多·帕纳尤多 首 次 将 “污 染—收 入”之 间 的 倒 Ｕ型 发

展轨迹命名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ＥＫＣ）。② ＥＫＣ假说 认 为，增 长 极 限 说 是 在

假定技术和环境支出不变的前 提 下 得 出 的 结 论，事 实 上，随 着 经 济 增 长、环

境管制加强、技术进步 和 环 境 投 入 增 加，环 境 终 将 得 到 改 善。根 据ＥＫＣ假

说，一个国家改善环境的 根 本 途 径 就 是 变 得 富 有。③ ＥＫＣ假 说 符 合 各 国 追 求

财富的愿望，也符合全球化时代南方国 家 迫 切 希 望 加 入 全 球 价 值 链 发 展 经 济

的需求，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而得到广泛认 可。但 是，ＥＫＣ曲 线 是 根 据 世 界

多国样本数据描绘出来的，发展中国家 处 于 曲 线 上 升 阶 段 而 发 达 国 家 处 于 曲

线下降阶段，前者生 产 “污 染 品”，后 者 生 产 “清 洁 品”。从 静 态 角 度 来 看，

建立在国际分工基础上的ＥＫＣ曲线恰恰反映了南北环境不平等。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国际分 工 的 细 化，越 来 越 多 的 国 家 试 图 通 过 自 由 贸

易和嵌入全球价值链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ＧＶＣ）来 实 现 经 济 增 长，环 境 保

护与经济增长的国内矛盾逐渐转化 为 南 北 矛 盾。在 开 放 型 经 济 背 景 下，经 济

活动产 生 的 环 境 成 本 将 会 发 生 空 间 转 移 （贫 穷 国 家）和 代 际 转 移 （子 孙 后

代）。世界贸易框架 （ＷＴＯ）下 并 未 就 环 境 规 制 形 成 强 有 力 的 约 束，但 根 据

分工优势 签 署 的 诸 多 双 边 和 诸 边 自 由 贸 易 协 定 （ＦＴＡｓ）、区 域 贸 易 协 定

（ＲＴＡｓ）中均嵌 入 了 大 量 的 环 境 条 款，尤 其 见 于 南 北 贸 易 协 定 中。２０世 纪

９０年代开始，在发达国家推动下，环境议题作为新议题 被 纳 入 国 际 贸 易 规 则

０５

①

②

③

Ｄｏｎｅｌｌａ　Ｈ．Ｍｅａｄｏｗｓ，Ｄｅｎｎｉｓ　Ｌ．Ｍｅａｄｏｗｓ，Ｊｏｒｇｅｎ　Ｒａｎｄｅｒｓ，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Ｗ．Ｂｅｈｒｅｎｓ，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ｔｏ　Ｇｒｏｗｔ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Ｂｏｏｋｓ，１９７２．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Ｐａｎａｙｏｔｏｕ，“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Ｇｅｎｅｖａ，１９９３．

Ｗｉｌｆｒｅｄ　Ｂｅｃｋｅｒｍ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Ｗｈｏｓ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Ｗｈｏｓ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Ｖｏｌ．２０，Ｎｏ．４，１９９２，ｐｐ．４８１－４９６．



全球价值链中的绿色治理

讨论的范畴，但环 境 议 题 又 是 涉 及 一 国 国 内 政 策 的 议 题。在 ＧＶＣ上 通 过 贸

易政策推动全球绿色治理已经成为 发 达 国 家 的 主 要 方 向。然 而，发 达 国 家 沿

着价值链以贸易政策推行的外生性环 境 规 制，并 未 使 发 展 中 国 家 实 现 经 济 与

环境的双升级，反而丧失了环境治理主导权和国内环境政策独立性。

国内外文献对于贸易协定中 的 环 境 规 制 条 款 研 究 较 多，但 缺 少 从 南 北 国

家共同利益的角度来分析这一动向的研究。比如对ＴＰＰ环境条款 的 监 管 框 架

和外溢效应的研 究 认 为，ＴＰＰ确 立 的 环 境 监 管 框 架 在 议 题 领 域、机 构 设 置、

环境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定，与多 边 环 境 条 约 关 系 的 处 理，对 民 众 与 企 业

参与的强调等维度 上 都 更 为 深 化。① 还 有 些 研 究 认 为 环 境 议 题 是 贸 易 规 则 发

展的新趋势，发展中国家要把握机遇 共 求 环 境 治 理 话 语 权。② 也 有 研 究 指 出，

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标准受制于国际分 工 地 位 的 限 制，也 无 法 承 担 高 标 准 环 境

规制所增加的成本，发达国家往往能 抢 先 占 领 附 加 值 高 的 生 产 环 节，并 抢 占

环境治理的制度优势和话语优势。③ 但这 些 研 究 并 没 有 解 释 以ＧＶＣ为 依 托 的

环境规制大量出现于南北贸易协定的 深 层 次 原 因，也 未 能 明 晰 这 种 嵌 套 式 环

境规制将为南方国家带来何种影响。事 实 上，国 外 文 献 已 经 关 注 如 何 将 贸 易

体系作为开发和推广环境规则的动态 体 系，④ 而 且 还 探 讨 了 如 何 将 贸 易 收 益、

环境政策成本与国家声誉相结合，通过 双 边 贸 易 协 定 促 进 环 境 规 制 在 发 展 中

国家的趋同。⑤ 有美 国 学 者 认 为，将 环 境 条 款 嵌 入 贸 易 协 定，实 现 了 贸 易 协

定与全球环境 治 理 的 战 略 性 链 接，极 大 地 促 进 了 美 式 环 境 治 理 的 有 效 性。⑥

但是，这种 “有效性”是否真的代表南 北 国 家 的 共 同 利 益 呢？ 国 外 文 献 并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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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及。

环境条款大量出现于南北贸 易 协 定，从 表 象 上 看 是 由 于 南 方 国 家 与 北 方

国家的环境治理水 平 存 在 差 距，必 须 通 过 明 确 的 条 款 来 促 成 南 方 国 家 达 标，

从深层次来看则为北方国家的环境 治 理 规 则 外 溢 创 造 了 契 机。问 题 在 于，根

植于北方国家的环境规制适合南方国 家 国 情 吗？ 南 北 环 境 规 则 的 趋 同 化 真 的

有助于实现全球绿色治理吗？为何部分 北 方 国 家 热 衷 于 贸 易 协 定 内 环 境 条 款

而对真正的全球绿色治理框架如多 边 环 境 协 定、气 候 协 定 置 若 罔 闻？ 本 文 正

是要厘清这些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南 北 国 家 在 全 球 绿 色 治 理 中 的 地 位 调 整

与关系重塑。本文 的 结 构 安 排 如 下：第 一 部 分 简 述 ＧＶＣ分 工 体 系 的 环 境 影

响，第二部分说明环境条款在ＲＴＡｓ中 的 分 布 情 况，第 三 部 分 根 据 协 定 文 本

讨论欧盟和美国如何主导ＲＴＡｓ环境 条 款 的 纳 入，第 四 部 分 说 明 当 前 全 球 南

方国家并未能在发达国家主导的贸易协 定 内 环 境 规 制 下 实 现 经 济 与 环 境 的 双

赢，第五部分阐述随着南方国家市场 权 力 的 上 升，应 该 积 极 有 效 利 用 加 强 的

议价能力促使全球绿色治理向南方国 家 关 切 的 方 向 努 力，即 促 进 绿 色 知 识 和

绿色技术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流动，第 六 部 分 阐 述 “一 带 一 路”绿 色 治 理 思 想

和治理方案与南方国家提升在全球价 值 链 中 的 绿 色 治 理 地 位、改 善 南 北 绿 色

治理关系是一致的，结论部分指出应该 摒 弃 两 个 世 界 在 绿 色 治 理 领 域 的 “二

分法”。

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环境影响

在ＧＶＣ中南北国家 的 国 际 分 工 优 势 不 同，南 方 国 家 获 得 的 经 济 利 益 有

限而环境破坏 加 剧。ＧＶＣ的 前 身 是 基 于 南 方—北 方 关 系 定 位 的 全 球 商 品 链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Ｃｈａｉｎ，ＧＣＣ）。ＧＣＣ用于理解中 心 国 家 和 边 缘 国 家 的 劳 动

分工和生产一体化，描绘了自殖民时代 以 来 南 方 国 家 出 口 原 材 料 交 换 北 方 国

家工业制成品的全球贸易模式。① ＧＶＣ则 是 加 里·杰 里 菲 及 其 同 事 沿 袭ＧＣＣ

思路开创的，描绘了全球买家、零售商 和 设 计 者 在 形 成 包 括 亚 洲 低 成 本 劳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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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型制造业在内的商品链的权力分配。① 与早期ＧＣＣ分析框架强调ＧＣＣ如

何复制一个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不同，ＧＶＣ分析转而关注在价 值 链 中 升 级 的 可

能性。②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后 关 于 ＧＶＣ的 主 流 文 献 认 为，由 跨 国 公 司 主 导 的

ＧＶＣ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华盛顿 共 识 体 系 下 的 国

际机构不遗余力地推动ＧＶＣ深入 南 方 国 家。③ 但 是，在 过 去 半 个 世 纪 中，全

球只有极少数国家成功实现了从低收 入 到 中 高 收 入 的 转 型，而 它 们 所 采 取 的

路径与华盛顿共 识 有 着 根 本 区 别。有 学 者 选 取１２５个 国 家１９９７—２０１３年 的

数据分析表明，参 与 ＧＶＣ并 不 能 为 经 济 发 展 带 来 持 续 驱 动，最 重 要 的 驱 动

力来自于国家创新体系。④ 对 于 南 方 国 家 而 言，ＧＶＣ的 吸 纳 和 分 工 并 未 带 来

显著的经济升级，相反，以极微小的经 济 利 益 为 诱 惑 将 南 方 国 家 纳 入 北 方 国

家主导的ＧＶＣ给当地 带 来 的 环 境 后 果 是 极 其 严 重 的，包 括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在

内的各种环境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控 制 甚 至 恶 化，本 质 上 只 是 从 北 方 国 家 转

移到南方国家，全球绿色治理因此停滞不前。

南方国家承接的 有 形 生 产 环 节 是 ＧＶＣ中 环 境 负 面 影 响 最 大 的 环 节。在

一条完整的ＧＶＣ中，通常包括前生 产 环 节 （研 发、设 计 和 采 购）、生 产 活 动

和后生产环 节 （分 配、营 销 和 售 后）（图－１）。前 生 产 环 节 和 后 生 产 环 节 都 属

于无形活动，环 境 影 响 较 低 且 附 加 值 高，在 国 际 分 工 中 主 要 由 北 方 国 家 承

接，生产环节属于有形活动，环境负 面 影 响 最 大 且 附 加 值 低，主 要 由 南 方 国

家承接。价值链分工的确将南方国家 纳 入 了 国 际 分 工 体 系，但 其 承 接 的 有 形

生产环节不仅附加价值低，而且环境 负 面 影 响 大，对 南 方 国 家 的 长 远 发 展 是

不利的，但却代 表 了 北 方 国 家 价 值 链 升 级 的 “成 就”。因 而，构 建 于 南 北 不

平等分工理念上的 ＧＶＣ思 想 体 系，只 是 通 过 污 染 产 业 转 移 的 方 式 解 决 北 方

国家的环境问题，但在面对全球环境 挑 战 比 如 气 候 变 暖、污 染 因 子 远 距 离 迁

３５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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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等问题时则无能为力。这种全球价值 链 分 工 的 不 平 等 格 局 包 装 在 互 利 贸 易

的外衣之下，既 使 南 方 国 家 承 受 了 无 法 体 现 在 贸 易 收 益 之 中 的 巨 大 环 境 影

响，又使北方国家增添了强化南方国 家 不 平 等 地 位 的 有 力 工 具。之 所 以 出 现

这种局面，原因在于南方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市场权力长期不够强大。

图－１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环境影响

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 南 方 国 家 在ＲＴＡｓ的 签 订 中 处 于 议 价 劣 势，在 预 期

经济利益的引导下对南北ＲＴＡｓ中的 环 境 条 款 做 出 迎 合 性 接 纳。南 方 国 家 需

要嵌入ＧＶＣ来实现 经 济 增 长，由 于 ＷＴＯ多 边 贸 易 框 架 无 力 提 供 适 应 ＧＶＣ
快速发展的规则，因而携带高标准的双边或诸边ＦＴＡｓ、ＲＴＡｓ成为乌拉圭 回

合后的主要谈判 路 径。① 南 方 国 家 能 否 进 入 南 北 价 值 链，主 要 由 北 方 终 端 市

场所携带的高标准来决定，其中环 境 标 准 成 功 扮 演 了 “拦 路 虎”的 角 色。北

方国家根据自身公民社会和经济发展 所 孕 育 的 环 境 治 理 需 求，形 成 了 根 植 于

本国环境法的环境治理体系和规则。环 境 治 理 规 则 从 北 方 发 达 国 家 沿 着 价 值

链外溢到南方发展中国家，推动环境 规 则 的 全 球 趋 同 化，依 据 北 方 国 家 的 利

益标准构筑环境 治 理 机 制。在 ＧＶＣ分 工 框 架 下，资 本 和 技 术 密 集 型 的 北 方

国家相对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南方 国 家 具 有 优 势 议 价 权，南 方 国 家 为 了 吸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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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ＦＤＩ并嵌入ＧＶＣ，对 “权 力 导 向”的 特 惠 贸 易 协 定 做 出 迎 合 性 接 纳，① 被

动接受来自 北 方 国 家 的 环 境 规 制 条 款 和 履 约 承 诺。欧 美 主 导 的 双 边 或 区 域

ＲＴＡｓ，以提供丰厚利润市场准入为 “胡 萝 卜”，捆 绑 自 身 成 熟 的 环 境 治 理 模

式，力求实现欧美环境规则的国际化。在１９５７—２０１６年签 署 的２７０个ＲＴＡｓ

中，有２６３个纳入 了 环 境 条 款，这 意 味 着 环 境 治 理 议 题 已 经 覆 盖 了９７％的

ＲＴＡｓ。北方国家通过 贸 易 关 系 形 成 由 北 向 南 的 全 球 价 值 链，借 助 不 对 称 权

力实现了全球绿色治理的规则西方化 和 收 益 非 均 衡 化。北 方 国 家 实 现 了 经 济

升级和环境升级的双重红利，南方国家 却 以 沉 重 的 环 境 代 价 获 得 了 全 球 分 工

红利的一小杯羹。

二、环境条款大量出现于南北贸易协定

贸易协定内环境条款 从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开 始 大 幅 增 加。５０年 代 至９０年

代，自由贸易协 定 中 的 环 境 条 款 数 目 增 长 缓 慢，但 自１９９４年 《北 美 自 由 贸

易协定》（ＮＡＦＴＡ）生效后，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协定环境条款稳 步 增 加 （图－

２）。原因有三：首先，ＮＡＦＴＡ开了 大 幅 增 加 环 境 条 款 之 先 河；第 二，９０年

代后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协定数量本 身 快 速 增 加；第 三，新 签 订 的 贸 易 协 定 部

分或全部复制了既有的环境条款。

环境条款并不是 均 匀 分 布 在 各 个 ＲＴＡ中，而 是 大 量 出 现 于 发 达 国 家 和

发展中国家签署的ＲＴＡｓ中。根据 ＷＴＯ的分类统计，截至２０１６年３月，纳

入环境条款的南北ＲＴＡｓ有９３个，而 北 北ＲＴＡｓ只 有９个。② 南 北ＲＴＡｓ中

环境条款平均数目 （１０条），在２００８年 前 已 经 高 于 北 北ＲＴＡｓ（６条）和 南

南ＲＴＡｓ（４条），２００８—２０１６年南北ＲＴＡｓ中的环境条款更是 迅 猛 增 加，在

北北ＲＴＡｓ环境条款平均数并 未 增 加 的 情 况 下，南 北ＲＴＡｓ的 环 境 条 款 平 均

数 （２１条）增加了一倍多 （图－３）。③

５５

①

②

③

管传靖：《全 球 价 值 链 扩 展 与 多 边 贸 易 体 制 的 变 革》，《外 交 评 论》，２０１８年 第６期，第３１—
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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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９４６—２０１６年世界贸易协定中的环境条款数目

数 据 来 源：Ｊｅａｎ－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Ｍｏｒｉｎ，Ｊｏｏｓｔ　Ｐａｕｗｅｌｙｎ，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Ｈｏｌｌｗａｙ，“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ｇｉｍｅ　ａｓ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ｉ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ｐｐ．３６５－３９０．

图－３　南北国家所缔结的ＲＴＡｓ中包含的环境条款平均数目

数据来源：ＷＴＯ　ＲＴＡ数据库，ｈｔｔｐ：／／ｒｔａｉｓ．ｗｔｏ．ｏｒｇ／ＵＩ／Ｐｕｂｌｉｃ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ＲＴＡＨｏｍｅ．ａｓｐｘ。

欧盟和美国是 贸 易 协 定 内 环 境 条 款 的 开 拓 者 和 主 导 者。１９５８年 生 效 的

《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是 第 一 个 纳 入 环 境 问 题 的ＲＴＡ，规 定 保 护 动 植 物 健

康和生命可以作为禁止或限制进口、出口或过境货物的 理 由。１９６０年 签 署 的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ＥＦＴＡ）是第 二 个 纳 入 环 境 问 题 的ＲＴＡ，规 定 如 果 出

现部门或区域范围内的严重环境问题，缔 约 方 可 以 根 据 程 序 要 求 采 取 单 方 面

措施。上述两个ＲＴＡｓ只是将环境问 题 作 为 例 外 情 况 对 待，在 序 言 和 附 件 中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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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提及。首次大 篇 幅 在 正 文 中 纳 入 与 环 境 有 关 的 具 体 条 款，则 是１９９４年

生效的涵盖发展中国 家 （墨 西 哥）的 ＮＡＦＴＡ，该 协 定 明 确 承 诺 有 效 执 行 环

境法，不得采用降低环境标准的方 法 吸 引 投 资，并 要 求 展 开 环 境 合 作。更 为

重要的是，与环境争端相关的制度安 排、审 查 程 序 和 争 端 解 决 机 制 首 次 见 于

ＮＡＦＴＡ。可以说，欧盟首次将环境议题纳入ＲＴＡｓ，美 国 首 次 将 环 境 战 略 纳

入ＲＴＡｓ。

美国和欧盟贸 易 协 定 的 环 境 规 制 辐 射 地 区 主 要 集 中 于 发 展 中 国 家 （表－

１）。依环境条款数目排名的前八大 自 由 贸 易 协 定，其 中 三 个 由 美 国 主 导，其

余五个由欧盟主导，辐射区域主要 是 亚 太、南 美、非 加 太 等 南 方 国 家 为 主 的

区域。相应地，在贸易协定中嵌入环境 条 款 越 多 的 国 家 则 越 频 繁 地 涉 及 贸 易

—环境争端，如美国、欧盟和加拿 大。美 国 是 目 前 在 贸 易 协 定 中 嵌 入 环 境 条

款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卷入贸易—环境争端最多的国家。

表－１　依环境条款数目排名的前八大自由贸易协定

贸易协定名称 时间 环境条款数目 主导国家和辐射地区

ＴＰＰ　 ２０１６　 １３６ 美国—亚太

ＮＡＦＴＡ　 １９９２　 ４８ 美国—北美

美国—秘鲁协定 ２００６　 １８ 美国—秘鲁

洛美协定ＩＶ　 １９８９　 １７ 欧共体—非加太

洛美协定ＩＩＩ　 １９８４　 １５ 欧共体—非加太

洛美协定ＩＩ　 １９７９　 １２ 欧共体—非加太

单一欧洲法令 １９８６　 １２ 欧共体—欧洲

欧盟—匈牙利协定 １９９１　 ９ 欧盟—匈牙利

　　 数 据 来 源：Ｊｅａｎ－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Ｍｏｒｉｎ，Ｊｏｏｓｔ　Ｐａｕｗｅｌｙｎ，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Ｈｏｌｌｗａｙ，“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ｇｉｍｅ　ａｓ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ｉ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贸易协定内环境 条 款 的 内 容 逐 渐 多 元 化 且 独 特 化。在２００５年 前 签 订 的

所有贸易协 定 中，７０．４％的 贸 易 协 定 已 经 涵 盖 至 少 十 种 不 同 类 型 的 环 境 条

款。① 南北贸易协定内环境条款的类 型 尤 其 多 样 化，比 如 美 国 与 阿 曼、秘 鲁、

７５

① Ｊｏｓｅ－Ａｎｔｏｎｉｏ　Ｍｏｎｔｅｉｒｏ，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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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和韩国分别签署的ＲＴＡｓ中 环 境 条 款 呈 现 多 样 性 特 征，涵 盖 环 境 章

节、具体条款、专门章节、生物多样 性 和 环 境 合 作 协 定 等 各 种 类 型。虽 然 环

境条款在贸易协定中越来越普遍，但某 些 特 定 的 环 境 条 款 只 出 现 于 某 些 贸 易

协定中。比如，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履行 《京 都 议 定 书》《巴 黎 协 定》

等只出现于欧盟 贸 易 协 定， “违 反 本 国 环 境 法 的 行 为 若 不 能 提 交 罚 款 则 会 面

临贸易优惠中止的惩罚”只出现于美国贸易协定。①

贸易协定内环境 条 款 大 幅 增 加 且 主 要 见 于 南 北 ＲＴＡｓ，是 由 于 部 分 北 方

国家通 过 立 法 强 制 推 行 ＲＴＡｓ环 境 条 款。美 国、加 拿 大、欧 盟、新 西 兰 和

ＥＦＴＡ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 签 署ＲＴＡｓ时 均 纳 入 不 同 类 型 的 环 境 条 款，相 比

之下，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澳大 利 亚、挪 威、冰 岛 和 瑞 士 纳 入 的 环 境 条 款

较少。原因主要在于，进 入２１世 纪 后 欧 美 发 达 国 家 通 过 国 内 立 法 要 求 在 所

有谈判的ＲＴＡｓ中 加 入 环 境 条 款。比 如，美 国２００２年 通 过 的 《贸 易 法 案》

（Ｔｒａｄｅ　Ａｃｔ）要求在所有ＲＴＡｓ中纳入环境条 款，欧 盟２００１年 通 过 的 《欧 盟

可持续发 展 战 略》要 求 欧 盟 在 世 界 范 围 内 积 极 推 进 可 持 续 发 展，同 样 是 在

２００１年新西兰立法要求在所有国际谈判中纳入贸易—环境政策。

同时，北方国家也策略性地 绕 开 多 边 环 境 治 理 框 架，从 而 成 功 地 在 与 南

方国家签署的ＲＴＡｓ中嵌 入 大 量 环 境 条 款。在 ＷＴＯ等 多 边 贸 易 框 架 下，以

规则为导向的治理机制并没有成功纳 入 北 方 国 家 主 导 的 绿 色 治 理 内 容，是 因

为在这一框架下南方国家拥有程序性 权 力，可 以 抵 制 存 在 绿 色 保 护 主 义 隐 患

的环境议题。② 北方国 家 热 衷 于 在 南 北 ＲＴＡｓ中 推 行 环 境 规 制 还 有 两 个 策 略

性考虑：一方面可以分而治之，通 过 一 对 一 或 “小 多 边”的 谈 判，充 分 利 用

优势议价能力强推自身环境规则，提 高 南 方 缔 约 国 接 受 的 可 能 性。另 一 方 面

可以避免现实阻力，在搁置环境历史 责 任 的 背 景 下，架 空 南 方 国 家 在 多 边 框

架下的程序性权 力。北 方 国 家 大 力 推 行 并 主 导 南 北 ＲＴＡｓ环 境 条 款 的 做 法，

分散了南方国家在绿色议题上的凝聚 力，削 弱 了 缔 约 国 对 国 内 环 境 治 理 的 独

立性。从长远来看，南方国家需 要 团 结 一 致 争 取 贸 易—环 境 议 题 向 有 利 于 自

８５

①

②

Ｊｅａｎ－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Ｍｏｒｉｎ，Ｊｏｏｓｔ　Ｐａｕｗｅｌｙｎ，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Ｈｏｌｌｗａｙ，“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ｇｉｍｅ　ａｓ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ｉ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ｐ．３８４．

Ｊｏｈｎ　Ｒａｖｅｎｈｉｌｌ，“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２１，Ｎｏ．１，２０１４，ｐ．２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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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方向演化，才能阻止当前经济增长 与 环 境 保 护 的 国 内 矛 盾 持 续 蔓 延 为 南

北矛盾。

三、美欧主导ＲＴＡｓ环境条款的做法及影响

在全球多边贸易框架下并未 就 环 境 议 题 达 成 共 识，主 要 是 关 于 环 境 政 策

一体化的讨论因南 方 国 家 所 担 心 的 绿 色 保 护 主 义 而 被 搁 置。① 南 方 国 家 利 用

自身在多边框架下的程序性权力避开 绿 色 议 题，其 和 北 方 国 家 的 主 要 分 歧 点

在于如何界定北方国家的历史责任问 题，因 为 环 境 问 题 具 有 空 间 转 移 和 代 际

转移的特点。北方国家具有谈 判 优 势，奉 行 “小 多 边”谈 判 策 略，往 往 在 抹

去历史责任的背景下就现状谈现状，单 个 南 方 国 家 为 了 进 入 北 方 市 场 不 得 不

接受给定的 环 境 条 款。北 方 国 家 以 开 放 消 费 市 场 为 诱 惑、以 贸 易 制 裁 为 胁

迫，成功迫使南方国家接受了根植于 北 方 社 会 的 环 境 治 理 方 案，南 方 国 家 以

让渡环境治理独立性为代价获得市 场 准 入，这 样 带 来 的 直 接 结 果 是，美 国 和

欧盟ＲＴＡｓ纳入独立环境章节的比例 分 别 达 到８６％和９０％。② 与 环 境 治 理 相

关的非 关 税 措 施 主 要 有 卫 生 和 植 物 检 疫 标 准 （ＳＰＳ）以 及 贸 易 技 术 壁 垒

（ＴＢＴ），两者占比８５％以 上 且 主 要 由 北 方 国 家 发 起。③ 对 于 试 图 签 署 南 北

ＲＴＡｓ、进入南北价值 链 的 南 方 国 家 而 言，接 受 并 履 行 协 定 中 的 环 境 条 款 是

“必修课”。④

（一）美国首创环境战略嵌入贸易协定的做法

美国不仅开创了在贸易协定 中 大 幅 纳 入 环 境 条 款 的 先 河，而 且 牢 牢 把 握

９５

①

②

③

④

Ｔａｎａ　Ｊｏｈｎｓｏｎ，“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Ｓｕｐｒｅｍａｃｙ：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１０，Ｎｏ．２，２０１５，

ｐｐ．２０７－２２９．
Ｉｄａ　Ｂａｓｔｉａｅｎｓ　ａｎｄ　Ｅｖｇｅｎｙ　Ｐｏｓｔｎｉｋｏｖ，“Ｇｒｅｅｎｉｎｇ　Ｕｐ：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ｉｎ　ＥＵ

ａｎｄ　ＵＳ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２６，Ｎｏ．５，２０１７，ｐｐ．８４７－８６９．
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ｏ　Ｏｌｐｅｒ，“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Ｂｉｏ－Ｂａｓｅｄ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５，Ｎｏ．３，２０１６，ｐｐ．２８７－３２４．
Ｓｉｋｉｎａ　Ｊｉｎｎａｈ　ａｎｄ　Ｅｌｉｓａ　Ｍｏｒｇｅｒａ，“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ｄ　ＥＵ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ｇｅｎｄａ”，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ａｗ，Ｖｏｌ．２２，Ｎｏ．３，２０１３，ｐｐ．３２４－３３９．



外交评论　２０１９年 第１期

先发优势不断加强执行力度并扩大 涵 盖 议 题。美 国 首 次 在ＦＴＡｓ中 嵌 入 环 境

战略，体现于 ＮＡＦＴＡ的 附 属 协 议——— 《北 美 环 境 合 作 协 定》 （ＮＡＡＥＣ）。

ＮＡＦＴＡ对构建美国区域贸易 协 定 具 有 标 杆 意 义，因 为 首 次 环 境 条 款 连 同 竞

争条款、工业标准条款、知识产权条 款 一 并 纳 入，是 美 国 第 一 代 高 标 准 自 由

贸易 协 定 的 模 板。① 自 此 之 后，诸 多 美 国 ＲＴＡｓ均 嵌 入 环 境 章 节 或 环 境 条

款。②２００２年的 《贸 易 政 策 法 案》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ｃｔ）则 更 为 强 硬，要 求

ＲＴＡｓ必须包含环境条款才 能 获 得 国 会 批 准，不 执 行 环 境 承 诺 的 国 家 就 会 丧

失贸易特权。２００７年的 《两党贸易法案》进一步强化 了 美 国ＲＴＡｓ的 环 境 内

容，要求贸易伙伴不仅要执行美国指 导 修 订 的 国 内 环 境 法，而 且 必 须 履 行 已

签署的多边环境协定 （ＭＥＡｓ），即 贸 易 协 定 同 时 涵 盖 国 内 和 国 际 环 境 标 准。

最重要的是，环境条款开始具备法律 约 束 力，环 境 问 题 与 贸 易 问 题 同 样 强 制

执行，适用于相同的法 律 条 款 和 争 端 解 决 机 制。③２００９年 签 署 的 《美 国—秘

鲁贸易伙伴关 系 协 定》 （ＴＰＡ）则 包 含 了 更 新 的 内 容，除 了 履 行 ＭＥＡｓ和 争

端解决机制 外，还 纳 入 了 生 物 多 样 性 条 款 （条 款１８．１１）和 森 林 管 理 附 件

（附件１８．３．４）。④ 要知道，美国 因 知 识 产 权 问 题 目 前 仍 然 没 有 签 署 《生 物 多

样性公约》（ＣＢＤ），但 美 国—秘 鲁 ＴＰＡ的 生 物 多 样 性 条 款 几 乎 复 制 了ＣＢＤ

的内容，对符合美国利益的 “生物 多 样 性 保 护 和 可 持 续 利 用”加 以 强 调，但

对符合秘鲁利益的 “本土知识保 护”则 附 加 额 外 条 件，强 调 “高 质 量 专 利 验

证”并 “公平分享收益”。⑤ 森林管理附件 则 要 求 秘 鲁 改 革 国 内 环 境 法 律 体 系

以落实 《国际濒 危 物 种 贸 易 公 约》（ＣＩＴＥＳ），对 出 口 美 国 的 木 材 出 口 商 和 生

产商的信息进行追踪，美国环境执法 机 关 进 行 认 证 和 审 核，如 果 认 为 秘 鲁 方

不符合规定，则采取 “美国认为恰当的任何方 式 进 行 裁 决”（附 件１８．３．４第

０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Ｄａｖｉｄ　Ａ．Ｇａｎｔｚ，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Ｌａｗ，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ｐ．１０５．

周亚敏：《美 国 强 化 自 由 贸 易 协 定 中 的 环 境 条 款 及 其 影 响》， 《现 代 国 际 关 系》，２０１５年 第４
期，第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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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Ａｂｒｏａｄ”，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１２，Ｎｏ．１，２０１１，ｐｐ．９５－１０９．

“Ｐｅｒｕ　Ｔｒａｄ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ＵＳＴＲ，ｈｔｔｐｓ：／／ｕｓｔｒ．ｇｏｖ／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ｐｅｒｕ－ｔｐａ．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ＵＳＴＲ，Ａｐｒｉｌ　１２，２００６，
ｈｔｔｐｓ：／／ｕｓｔｒ．ｇｏｖ／ｓ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ｕｐｌｏａｄｓ／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ｆｔａ／ｐｅｒｕ／ａｓｓｅｔ＿ｕｐｌｏａｄ＿ｆｉｌｅ７１９＿９５３５．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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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段）。

美国最新版本的贸易协定内绿 色 治 理 方 案 则 体 现 在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达 成 的

《美加墨贸易协定》（ＵＳＭＣＡ）———ＮＡＦＴＡ的 改 进 版 和 升 级 版。① ＵＳＭＡＣＡ

第２４章 “环境”文本内容是在 《跨 太 平 洋 伙 伴 关 系 协 定》（ＴＰＰ）环 境 章 节

的基础上扩充而来，并将后者的２３条 内 容 扩 充 为３２条，篇 幅 长 达３０多 页，

涵盖议题十分 广 泛，涉 及 环 境 法 执 行、公 众 参 与、环 境 影 响 评 估、ＭＥＡｓ、

保护臭氧层、保护海洋环境免受船 舶 污 染、企 业 社 会 责 任、提 高 环 境 绩 效 的

自愿机制、贸易和生物多样性、可 持 续 森 林 管 理、环 境 商 品 和 服 务、环 境 合

作等３０个议题。ＵＳＭＣＡ环境章节除了强调要履行认可的 ＭＥＡｓ之外，还增

设 “就已签订的 ＭＥＡｓ进行信息沟通、磋商谈判新的 ＭＥＡｓ以 及 各 缔 约 方 对

加入其他 ＭＥＡｓ的看法”（条 款２４．８）等 内 容，意 味 着 美 国 贸 易 协 定 不 仅 关

切已 签 署 的 ＭＥＡｓ，而 且 将 磋 商 中 的 和 未 签 署 的 ＭＥＡｓ都 纳 入 考 虑。

ＵＳＭＣＡ继续强调公众参与和 环 境 合 作 的 重 要 性，比 如 确 保 在 环 境 影 响 评 估

中有公众参与 （条款２４．７），要 求 根 据 《环 境 合 作 协 定》来 展 开 三 方 环 境 合

作项目以改 善 环 保 技 术 和 实 践 （条 款２４．２６）。最 重 要 的 是，“基 因 资 源”这

一概念虽然首次出现于ＴＰＰ文本，但在 ＵＳＭＣＡ的生物多样性条款中 得 到 复

制、扩充和落实，“缔 约 方 可 以 在 事 先 告 知、相 互 同 意 收 益 分 配 前 提 下 获 取

另一缔约方的基因资源”（条款２４．２６第４条），意 味 着 生 物 多 样 性 遗 传 资 源

开始进入美版贸易协定环境条款的规 制 范 畴。从 美 国 贸 易 协 定 环 境 条 款 的 演

化历程来看，涵盖议题的广度和深度都在持续加强。

美 国 环 境 条 款 通 过ＲＴＡｓ扩 散 到 缔 约 国 实 现 “国 际 化”之 后，则 面 临

如 何 制 度 化 的 问 题，即 如 何 具 体 体 现 为 缔 约 国 国 内 环 境 政 策 的 变 化。根 植

于 美 国 国 内 环 境 法 的 “有 效 执 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和 “公 众 参 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是其环境治理的两大抓手，《贸 易 政 策 法 案》明 确 指 出，

有效执行和公众 参 与 是 “环 境 谈 判 的 主 要 目 标”。美 国 通 过 资 助 环 境 合 作 助

推环 境 规 则 的 制 度 化 进 程。为 了 支 持 ＮＡＦＴＡ、《中 美 洲 自 由 贸 易 协 定》

（ＣＡＦＴＡ－ＤＲ）、《美国—秘鲁贸易促进协定》（ＴＰＡ）中 环 境 条 款 的 执 行，美

１６

① ＵＳＴＲ，ｈｔｔｐｓ：／／ｕｓｔｒ．ｇｏｖ／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ｍｅｘｉｃｏ－ｃａｎａｄａ－ａｇｒ
ｅｅ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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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从１９９５年开始投入近２亿美元用于 支 持 与 贸 易 相 关 的 环 境 合 作 项 目。① 上

述三个ＲＴＡｓ的缔约国，在与美国签 署 贸 易 协 定 之 前，与 其 他 国 家 业 已 签 署

的贸易协定中都未包含有效执行或公 众 参 与 的 内 容，同 时 在 缔 约 国 的 国 内 环

境法中也未见相关内容，充分表明其后 来 国 内 政 策 实 践 中 的 这 两 项 环 境 准 则

是美国 规 则 直 接 扩 散 的 结 果。② 概 言 之，根 植 于 美 国 环 境 法 的 “有 效 执 行”

与 “公众参与”两大规则，通过 进 入 美 国ＲＴＡｓ的 环 境 条 款 得 以 扩 散，再 通

过丰厚资金支持的 “环境合作”推动 缔 约 国 国 内 环 境 法 律 和 政 策 的 转 变，最

终实现两大规则在更大范围和更 广 地 理 上 的 “制 度 化”。③ 值 得 思 考 的 是，美

国历来在提供全球环境公共产品方面 无 所 作 为，但 热 衷 于 在 贸 易 协 定 中 嵌 入

前沿性环境条款，可见其动机不在于 实 现 全 球 绿 色 发 展 的 美 好 图 景，而 在 于

利用自身的议价优势主导环境规制的 领 先 地 位，以 环 境 治 理 之 名 来 行 环 境 规

则外溢之实。

（二）欧盟主导国际多边环境谈判并扩散既定环境规则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以 来，欧 盟 试 图 在 全 球 环 境 治 理 领 域 扮 演 领 导 者 角 色，

主要表现为欧盟力求主导国际 ＭＥＡｓ的谈判和签订。由 于 ＭＥＡｓ不 具 备 强 有

力约束且实际执行效果不佳，欧盟也借鉴美国做法在贸易协定中嵌入 ＭＥＡｓ，

以实现自身对价 值 链 绿 色 治 理 规 则 的 间 接 主 导。截 至２０１６年５月，全 世 界

范围内签 署 的 ＭＥＡｓ超 过４７０个，签 署 的２７０个 ＲＴＡｓ中 有１２６个 纳 入 了

ＭＥＡｓ。④ 在ＲＴＡｓ中纳入频次最高的 ＭＥＡｓ是 《濒危野生动植物 国 际 贸 易 公

约》（ＣＩＴＥＳ）、《蒙 特 利 尔 议 定 书》和 《巴 塞 尔 公 约》，分 别 在３６个、３４个

和２９个ＲＴＡｓ中出现，其次是 《生 物 多 样 性 公 约》和 《京 都 议 定 书》，分 别

在２２个和１５个ＲＴＡｓ中 被 提 及。⑤ 欧 盟 在 上 述 五 个 ＭＥＡｓ的 签 署 和 生 效 过

２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ｆｉｃｅ，“Ｕ．Ｓ．Ｔｒａｄ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Ｉｔｓ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 ｐｐ．３－４０， 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ｇａｏ．ｇｏｖ／ａｓｓｅｔｓ／６７０／６６６７８２．ｐｄｆ．

Ｓｉｋｉｎａ　Ｊｉｎｎａｈ　ａｎｄ　Ａｂｂｙ　Ｌｉｎｄｓａｙ，“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ｓｓｕｅ　Ｌｉｎｋａｇ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ｉｎ　ＵＳ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１６，Ｎｏ．３，２０１６，ｐｐ．４１－６１．

Ｇｅｒｄａ　Ｖａｎ　Ｒｏｏｚｅｎｄａａｌ，“Ｔｈ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ｉｎ　ＵＳ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１８，Ｎｏ．３，２００９，ｐｐ．４３１－４３８．

Ｒｏｎａｌｄ　Ｂ．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２０１６，ｈｔｔｐ：／／
ｉｅａ．ｕｏｒｅｇｏｎ．ｅｄｕ．

ＷＴＯ　ＲＴＡｓ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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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欧盟的贸易协定内环境条款 经 历 了 由 弱 约 束 到 强 执 行 的 转 变 过 程，其 形

成规范的力量主要在于说服而非胁迫。第 一 个 包 含 环 境 章 节 并 要 求 缔 约 方 保

持充分环保水平的欧盟ＰＴＡ是２０００年 生 效 的 《欧 盟—南 非 贸 易、发 展 和 合

作协定》，但仅限于序言 和 例 外 情 况。２０００年 欧 盟 与 拟 加 入 欧 盟 的 潜 在 成 员

国以及非加太国家 （非洲、加勒比和太 平 洋 地 区 发 展 中 国 家）达 成 的 贸 易 协

定 （《科托努协定》）内环境条款则较为具体，原因在于潜在成员国为了成为欧

盟正式成员国，在法律框架上必须向欧盟靠拢，而非加太国家依赖于欧盟的援

助。①２００６年发布的 《全球欧洲：在世界竞争》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包含了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可持续 发 展 章 节，纳 入 了 环 境 标 准 和

劳工标准。此后欧盟ＲＴＡｓ的环境 治 理 内 容 进 一 步 强 化 和 细 化。比 如，２０１０

年 《欧盟—韩国ＰＴＡ》第１３章规 定，各 方 必 须 “按 照 国 际 公 认 的 标 准 或 协

定，提供和鼓励高水平的环境保护……并 应 继 续 努 力 改 进 这 些 法 律 和 政 策”，

要求各方履行已签署的 ＭＥＡｓ，并落实 《京 都 议 定 书》各 项 目 标。２０１８年７

月签署的 《欧盟—日本经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ＥＰＡ）则 首 次 对 履 行 落 实 《巴

黎协定》提出了具体要求。虽然欧盟 环 境 标 准 具 有 法 律 约 束 力，专 家 小 组 也

会定期审查违规案 例，但 不 实 施 专 家 小 组 的 裁 决 不 会 带 来 任 何 具 体 的 惩 罚，

欧洲通过说服而非胁迫形成规范力量的理念由此可见一斑。②

欧盟签署的北北贸易协定内环 境 条 款 在 秉 持 可 持 续 发 展 原 则 的 基 础 上 朝

着更高标准的方 向 演 化。 《欧 盟—日 本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是 世 界 第 一 大 经

济体和第四大经济体之间签署的自由 贸 易 协 定，生 效 后 有 望 成 为 一 个 贸 易 自

由化水平达９７％的高标准、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区。这 种 高 标 准、高 水 平 也 体

现在环境条款 方 面。欧 盟—日 本ＥＰＡ的 序 言 部 分 明 确 提 出，“要 在 可 持 续 发

展目标兼顾 经 济、社 会、环 境 三 大 维 度 的 前 提 下 加 强 双 方 的 经 贸 和 投 资 关

系”，“要通过双方都认可的多边协定 和 标 准 推 动 高 水 平 环 境 保 护”。③ 第 十 六

３６

①

②

③

Ｊｅｓｓｉｃａ　Ｃ．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ｓ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ｙｏｎｄ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３９，Ｎｏ．１，２０１４，ｐｐ．１４６－１４８．

Ｉａｎ　Ｍａｎｎｅｒｓ，“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Ａ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ｅｒｍ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４０，Ｎｏ．２，２００２，ｐｐ．２３５－２５８．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ｆｏｒ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ｆｉｌｅｓ／０００３８２１０６．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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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贸易与可持续发展”的 “规制权和保护水平”（条款１６．２）指 出，“各 缔

约方必须明确国内环保水平，确保国 内 的 法 律、规 则 和 政 策 能 够 提 供 高 水 平

环境保护。”由此可见，欧 盟 与 发 达 国 家 签 署 的 贸 易 协 定 内 环 境 条 款 重 点 关

注 “高水平环境保护”。

欧盟未来将致力于通过贸易协定 来 实 现 ＭＥＡｓ目 标，特 别 是 欧 盟 拥 有 话

语权的气候治理议题。欧盟—日本ＥＰＡ在 “多边环境 协 定”（条 款１６．４）中

明确列出了四个主要议题：（１）缔约方重视 ＭＥＡｓ，特别是双方已经签署的、

被国际社会认可的、能实现多边环境 治 理 的、能 应 对 地 区 或 全 球 环 境 挑 战 的

ＭＥＡｓ。 （２）双 方 再 次 承 诺 高 效 执 行 法 律、法 规 和 政 策 来 履 行 所 签 署 的

ＭＥＡｓ。（３）每一缔约方 都 应 告 知 另 一 缔 约 方 在 批 准、接 受 或 加 入 ＭＥＡｓ方

面取得的进展、做出的修订和执行情况。（４）缔 约 方 重 视 实 现 《联 合 国 气 候

变化框架公约》（ＵＮＦＣＣＣ）的 最 终 目 标 以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的 紧 迫 威 胁，贸 易

活动也要为这个目 标 服 务。缔 约 方 重 申 积 极 落 实 ＵＮＦＣＣＣ和 《巴 黎 协 定》，

将合作推进贸易对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的积极作用。欧盟—日本ＥＰＡ强

调贸易活动要为可持续发展和低 碳 转 型 服 务，在 美 国 退 出 《巴 黎 协 定》的 背

景下重申了欧盟对气候治理的承诺。２０１４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 得 者 让·梯 若

尔指出，要提高气候协定的有效性，需 要 将 其 与 贸 易 协 定 挂 钩，因 为 各 国 都

重视自由贸易。① 毫无疑问，欧盟正在践行这一做法。

欧盟将借助全球价值链网 络 不 断 拓 展 绿 色 治 理 的 内 容 和 机 制。比 如，欧

盟—日本ＥＰＡ的 “可持续发展合作”（条 款１６．１２）章 节 指 出：（１）不 仅 要

实现双边层面的环境保护合作，也要通 过 双 方 都 参 与 的 国 际 机 构 来 实 现 多 边

环境保护合作；（２）双方合作评估贸 易 与 环 境 的 相 互 影 响，并 共 同 探 讨 推 进

积极影响、减缓负面影响的路径，在评 估 方 法 上 借 鉴 欧 盟 所 推 行 的 可 持 续 性

影响评估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ＩＡ）；（３）双 方 合 作 促 进 对 环 境

产品和服务的贸 易 与 投 资，包 括 信 息 交 流； （４）在 标 签 机 制 方 面 开 展 合 作，

包括交换生态标签信息和其他能够促 进 可 持 续 性 的 方 法 与 倡 议，如 兼 顾 公 平

和伦理的贸易机制。作为欧盟签署 的 最 高 水 平 的 经 贸 协 定，欧 盟—日 本ＥＰＡ

文本的环境部分内容更为广泛，如 对 贸 易—环 境 影 响 的 评 估 方 法 要 采 取 欧 盟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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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认可的ＳＩＡ方法，在环境合作领域拓 展 到 生 态 标 签、兼 顾 公 平 和 伦 理 的 贸

易机制等，在政策规 制 方 面 强 调 双 方 的 兼 容 性， “提 升 兼 容 性 的 规 制 路 径 并

减少不必要的规制分歧，为缔约方设 计 可 以 有 效 实 施 的 规 制 方 法、实 践 和 路

径，在协定内和国际平台上加强双方合作”（条款１８．１）。

欧盟全球价值链下实现绿色 治 理 的 思 路 与 美 国 有 相 似 也 有 不 同。相 似 之

处在于都将 ＲＴＡｓ作 为 实 现 环 境 治 理 的 平 台，以 有 效 执 行 和 公 众 参 与 为 抓

手。① 不同之处体 现 在 三 个 方 面：首 先，欧 盟 采 取 事 后 对 话 和 动 态 学 习 等

“软机制”来 解 决 环 境 违 约，而 美 国 采 取 对 抗 性 的 制 裁 措 施 等 “硬 机 制”来

解决，美国２１个 ＲＴＡｓ中 环 境 条 款 适 用 于 制 裁 机 制 的 高 达１８个，而 欧 盟

ＲＴＡｓ完全不涉及针对环 境 条 款 的 制 裁 机 制。其 次，欧 盟 列 举 的 ＭＥＡｓ范 围

最广，将 《生物安全议定 书》《巴 塞 尔 公 约》《京 都 议 定 书》《巴 黎 协 定》等

都纳入其中。相比之下，美国则借助 ＭＥＡｓ更 为 深 入 地 影 响 缔 约 方 的 国 内 环

境政策，比如 《美国—秘 鲁 ＴＰＡ》的 森 林 管 理 附 件 （Ｆｏｒｅｓｔ　Ａｎｎｅｘ）开 列 的

秘鲁必须满足的特定条款就多达８页。最 后，欧 盟 首 创 将 气 候 变 化 条 款 纳 入

ＲＴＡｓ的做法，《欧盟—哥伦比亚—秘鲁自由贸易 协 定》是 纳 入 气 候 变 化 条 款

最多的ＦＴＡ。欧盟—乌克兰ＦＴＡ、欧 盟—中 美 洲ＲＴＡ也 均 纳 入 气 候 变 化 相

关条款，涉及碳市场合作、能 源 合 作、提 高 能 效 等 方 面。相 应 地，与 欧 盟 有

贸易关系的１３６个国家自 《京都议定书》生 效 后 排 放 的 二 氧 化 碳 和 二 氧 化 硫

均有所下降。②

（三）美欧环境规则外溢路径

美国和欧盟在贸易 协 定 中 嵌 入 环 境 条 款 的 做 法 促 成 了 环 境 规 则 的 外 溢，

由于美欧环境条款的保障机制不同，因 此 环 境 规 则 外 溢 的 路 径 有 所 差 别。具

体而言，为了与美国达成特惠贸易协 定，缔 约 国 不 得 不 接 受 带 有 环 境 条 款 的

协定文本，但由于美国版的环境条 款 与 制 裁 “硬 机 制”相 关 联，违 约 将 面 临

数额巨大的罚款，鉴于美国采取 强 制 措 施 的 可 信 度，缔 约 国 在ＲＴＡｓ签 署 之

前会采取 “事 前 改 革”来 推 动 国 内 环 境 法 规 体 系 满 足 美 国 的 要 求。比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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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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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秘鲁ＴＰＡ》于２００９年生效，但早在２００７年秘鲁就新成 立 了 环 境 部、

森林管理部，制定法律执行 《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ＣＩＴＥＳ）等 法 规，以

期美国批准这一贸易协定。相比之 下，欧 盟 则 采 取 了 “软 机 制”沟 通 方 式 潜

移默化地实现环境规则的事后扩 散，在ＲＴＡｓ签 署 后 通 过 与 缔 约 国 的 环 境 对

话和环境合作 形 成 动 态 政 策 以 促 成 “事 后 改 革”。因 此，美 国 在 推 行 贸 易 协

定内环境规制时需要的是一种 “立 竿 见 影”的 效 果，以 惩 罚 性 制 裁 措 施 为 手

段，胁迫缔约国在政策、法规和体制 方 面 做 出 符 合 美 国 要 求 的 调 整，欧 盟 则

在协定签署后通过能力建设、政 策 沟 通、高 层 对 话、动 态 学 习 等 方 式，使 缔

约国的环境规制标准、规制方法逐渐 向 欧 盟 准 则 靠 拢，以 润 物 细 无 声 的 方 式

“欧化”缔约国的环境治理体系。

南方国家在通过ＲＴＡｓ参 与 南 北 全 球 价 值 链 的 同 时，一 定 程 度 上 让 渡 了

环境治理主权和规则制定权，重现了当 前 全 球 治 理 领 域 普 遍 呈 现 的 规 则 “制

定—接受”格局。世界各国参与全 球 治 理 的 路 径 主 要 有 两 种：一 种 是 全 球 治

理的规则外溢型 参 与，另 一 种 是 全 球 治 理 的 规 则 内 化 型 参 与。① 在 全 球 绿 色

治理领域也不例外，欧美环境条款的 国 际 化 是 其 规 则 外 溢 的 具 体 体 现，而 制

度化则是缔约国规则内化型参与的结 果。南 北 国 家 在 贸 易 协 定 环 境 条 款 的 纳

入方面具有非对 称 性 权 力，南 方 国 家 大 部 分 处 于 被 动 配 合 的 局 面。② 北 方 环

境规则外溢和南方环境规则内化的互 动，形 成 了 全 球 环 境 治 理 规 则 的 收 敛 化

和趋同化，有学者对３７个非西方国家 的２５项 环 境 政 策 的 分 析 结 果 表 明，环

境规制在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差距随时间推移逐渐缩小。③

四、全球价值链下绿色治理的真实需求

全球价值链的扩张历程是北方 国 家 绿 化 国 内 价 值 链 从 而 将 高 环 境 影 响 的

环节切割转移给南方国家的过程。承接 全 球 价 值 链 转 移 的 国 家 处 于 相 对 落 后

６６

①

②

③

徐秀军：《规 则 内 化 与 规 则 外 溢———中 美 参 与 全 球 治 理 的 内 在 逻 辑》， 《世 界 经 济 与 政 治》，
２０１７年第９期，第７０页。

潘家华：《环境成本内部化与南北贸易关系》，《世界经济》，１９９６年第８期，第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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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其在能源效率和低碳技术上都 与 发 达 国 家 存 在 巨 大 差 距，因 此 这 种 低

端价值链条的转移在为承接国带来经 济 福 利 的 同 时，也 增 加 了 承 接 国 的 温 室

气体排放并加剧 环 境 恶 化。① 在 南 北 贸 易 为 主 的 相 当 长 历 史 时 期 内，北 方 国

家将外围的、低价值的、高污染的生 产 环 节 外 包 给 发 展 中 国 家 和 地 区，而 把

价值创造 的 核 心 节 点 留 在 本 国。发 展 中 国 家 出 口 内 涵 碳 排 放 从２００４年 的

２．２Ｇｔ增长到２０１１年的３．３Ｇｔ，其中南南贸易 内 涵 碳 排 放 年 均 增 速 接 近 南 北

贸易的５倍。在南南贸易碳排放增 量 中，印 度 和 中 国 是 最 大 的 贡 献 者，印 度

出口 产 品 中 隐 含 的 碳 排 放 年 均 增 长 率 从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 的７．７％增 长 到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的１２％。② 相对应的是北方国家 的 进 口 内 涵 碳 排 放，以 占 国 内

总排放 的 比 重 计 算，美 国 为２０．０３％，德 国 为６２．２４％，而 比 利 时 高 达

１５６．５７％，意味着北方国家已经不再生产高排放商品而转为进口。③

北方国家的领导型 跨 国 公 司 将 低 值 高 污 的 ＧＶＣ环 节 布 局 在 远 离 母 国 的

地区。即如苹果公司作为当今最成功 的 企 业 之 一，也 未 能 解 决 零 部 件 生 产 中

的环境问题，集中体现在其在亚洲价 值 链 中 的 环 境 表 现。在 苹 果 公 司 的 供 应

商中，中国供应 商 高 居 榜 首，达３４９家，其 次 是 日 本１３９家。④ 据 中 国 公 众

与环境研究中 心２０１１年 的 测 算，超 过２７％的 苹 果 供 应 商 都 面 临 环 境 问 题，

主要是无法恰当处置有毒废弃物、忽 视 有 毒 废 弃 物 运 输 条 例，以 及 有 毒 废 弃

物下落不明等。⑤ 即便以苹 果 公 司 乐 观 的 自 查 报 告 来 看，２０１６年 其７０５家 供

应商环境履约的平 均 得 分 仅 为８７分，主 要 违 约 问 题 集 中 于 亚 洲 供 应 商 的 废

弃物管理和 环 境 许 可。⑥ 作 为 世 界 上 第 一 个 发 展 中 国 家 与 发 达 国 家 签 署 的、

引入环境协定以协调环 境 与 贸 易 问 题 的 自 由 贸 易 协 定，ＮＡＦＴＡ在 实 施 七 年

７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Ｘｕｅｍｅｉ　Ｊｉａ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Ｇｒｅｅｎ，“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ｈｉｆｔ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ｓ”，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１３９，２０１７，ｐｐ．１０２－１１４．

Ｊｉｎｇ　Ｍｅｎｇ，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Ｓｏｕｔｈ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９，２０１８，ｐｐ．１８－３０．
王文举、向其凤：《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核算及责任分配》，《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１年 第

１０期，第５６—６３页。
Ｔｈｏｍａｓ　Ｃｌａｒｋ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ｊｎ　Ｂｏｅｒｓｍａ，“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Ｕｎｒｅｓｏｌｖｅ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ｃｓ，Ｖｏｌ．１４３，Ｎｏ．１，２０１７，ｐｐ．１１１－１３１．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Ｓｉｄｅ　ｏｆ　Ａｐｐｌｅ：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Ｓｐｒｅａｄ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ｐｐｌｅｓ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ｈａｉ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２０１１．

Ａｐｐｌｅ　Ｉｎｃ，“Ｓｕｐｐｌｉｅ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２０１８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Ｒｅｐｏｒｔ”，ｈｔｔｐｓ：／／ｉｍａｇｅｓ．ａｐｐｌｅ．ｃｏｍ／ｓｕｐｐｌｉｅ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ｐｄｆ／Ａｐｐｌｅ＿ＳＲ＿２０１８＿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Ｒｅｐｏｒｔ．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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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虽然通过贸易增长促进了经济利 润，提 高 了 欠 发 达 地 区 的 环 境 标 准，但 长

期存在于美墨边境的低标准生存条件 问 题 并 没 有 得 到 改 善，区 域 性 环 境 问 题

仍然没有得到根治。①

ＲＴＡ环境条款已经蓬勃发 展 了２０余 年，北 方 国 家 的 绿 色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大幅提升，而南方国家的相应指标却 停 滞 不 前。经 合 组 织 为 了 量 化 环 境 服 务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自然资本纳入 生 产 函 数，结 果 表 明 在 过 去２０余 年 间，

许多经合组织国家 的 经 济 增 长 是 通 过 提 高 绿 色 全 要 素 生 产 率②实 现 的，而 金

砖国家则在更大程度上依靠要 素 投 入 的 持 续 增 加。俄 罗 斯、沙 特 阿 拉 伯、智

利和以色列等国经济增长对自 然 资 本 投 入 的 依 赖 最 大，而 英 国、匈 牙 利、丹

麦等国则已实现了 经 济 增 长 与 资 源 消 耗 的 脱 钩。③ 在 全 球 自 然 资 本 约 束 趋 紧

的背景下，提升绿色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成 为 未 来 的 核 心 竞 争 力。在 过 去２０多 年

中，几乎所有经合组织和Ｇ２０国家都实现了绿 色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的 提 升，而 新

兴经济体国家的高速增长是以自然资本的高投入为代价的。

能否实现经济 目 标 和 环 境 目 标 的 双 赢 是 评 判 绿 色 治 理 成 功 与 否 的 试 金

石。北方国家价值链的经济竞争力增 强 和 环 境 绩 效 优 化 是 同 步 的，而 南 方 国

家价值链的经济 竞 争 力 往 往 与 环 境 绩 效 呈 反 向 关 系。本 文 选 取 美 国、德 国、

金砖五国为例来阐述这一现象 （表－２）。美国和德国的经济竞争力分 别 排 名 世

界第２位和第５位，其环境绩效的世 界 排 名 分 别 为 第２６位 和 第３０位，在 所

研究的７个国家中属 于 既 有 经 济 竞 争 力 又 具 备 良 好 环 境 绩 效 的 前 两 名 国 家。

中国和印度的经济竞争力在全球排名 第２７位 和 第４０位，属 于 经 济 发 展 势 头

强劲的南方国家，但环境绩效排名分 别 为 第１０９位 和 第１４１位，中 国 和 印 度

以处于全球末位的环境绩效支撑起了 处 于 全 球 中 上 水 平 的 经 济 竞 争 力。俄 罗

斯的经济竞争力和环境绩效在世界的 排 名 基 本 保 持 同 步。南 非 和 巴 西 的 经 济

竞争力分别位列第６１位和第８０位，环境绩效排名分别为第８１位和第４６位，

８６

①

②

③

Ｇａｒｙ　Ｃｌｙｄｅ　Ｈｕｆｂａｕｅｒ，Ｄａｎｉｅｌ　Ｃ．Ｅｓｔｙ，ａｎｄ　Ｄｉａｎａ　Ｏｒｅｊａｓ，“ＮＡＦＴ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ｅｖｅｎ
Ｙｅａｒｓ　Ｌａｔｅｒ”，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０，ｐ．３１８．

与传统要素生产率相比，绿色 全 要 素 生 产 率 指 标 更 具 包 容 性，不 仅 考 虑 劳 动 力 和 资 本 投 入，
还考虑自然资本投入，不仅衡量ＧＤＰ产出，还衡量污染产出。

Ｍｉｇｕｅｌ　Ｃáｒｄｅｎａｓ　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ｎ　Ｓｏｕｃｈｉｅ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Ｍｕｌｔｉ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ｏｒ　ＯＥＣＤ　ａｎｄ　Ｇ２０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ＯＥＣＤ　Ｇｒｅｅ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ａｐｅｒｓ，ＯＥＣ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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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较好的环境绩效保持了一个中下水 平 的 经 济 竞 争 力。如 果 将 经 济 竞 争 力 和

环境绩效比作鱼和熊掌的话，那么北 方 国 家 实 现 了 鱼 和 熊 掌 兼 得 的 神 话，而

南方国家则面临着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的 现 实 选 择。正 如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经 济

学家劳伦斯·萨默斯在 《让他们 吃 下 污 染》中 所 表 达 的 观 点：第 一，欠 发 达

国家的个体生命价值远远低于发达 国 家；第 二，欠 发 达 国 家 与 发 达 国 家 相 比

还处于 “欠污染”状 态；第 三，只 有 发 达 国 家 才 有 资 格 享 受 清 洁 环 境 的 权

力。① 进入全球价值链 时 代，北 方 国 家 经 济 决 策 者 依 然 秉 持 这 种 根 深 蒂 固 的

观念，将价值链中下游的国家和企业 视 为 污 染 承 包 者。北 方 国 家 在 转 移 低 端

价值链的同时，缺乏转移低碳清洁 技 术 的 担 当、动 力 和 实 际 行 动。北 方 国 家

在全球治理中通过转移污染、远离污染 而 非 解 决 污 染 的 方 式 实 现 自 身 环 境 改

善，导致南北之 间 内 生 了 多 维 度 的 环 境 不 平 等，如 环 境—增 长、环 境—贸

易、环境—就业、环 境—迁 移 等 诸 多 议 题，② 这 种 “内 生 性”问 题 需 要 “内

生性解决机制”。

表－２　国家价值链的环境绩效指数与经济竞争力

指标 美国 德国 中国 俄罗斯 印度 南非 巴西

环境绩

效指数＊

得分
（满分１００）

８４．７２　 ８４．２６　 ６５．１　 ８３．５２　 ５３．５８　 ７０．５２　 ７８．９

排名 ２６　 ３０　 １０９　 ３２　 １４１　 ８１　 ４６

经济

竞争力＊＊

得分
（满分７分） ５．８５　 ５．６５　 ５．００　 ４．６４　 ４．５９　 ４．３２　 ４．１４

排名 ２　 ５　 ２７　 ３８　 ４０　 ６１　 ８０

　　资料来源：＊ 《２０１６年环 境 绩 效 指 数 报 告》，耶 鲁 大 学，２０１６年。该 报 告 主 要 通 过 测

度指标得分，从保护人类健康和保护生态系统两方面进行了环境绩效指数 （ＥＰＩ）的排名。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 度 全 球 竞 争 力 报 告》，全 球 竞 争 力 指 数 （ＧＣＩ），世 界 经 济 论 坛，

ｈｔｔｐｓ：／／ｃｎ．ｗｅｆｏｒｕｍ．ｏｒｇ／ｒｅｐｏｒｔｓ／ｇｌｏｂ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ｉｎｄｅｘ－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北方国家通过贸易协定内环 境 条 款 推 动 的 全 球 环 境 规 制 的 趋 同，未 能 实

现全球绿色治理绩效的趋同。北方国家 设 定 的 环 境 规 则 源 于 北 方 消 费 者 和 社

９６

①

②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生 态 危 机 与 资 本 主 义》，耿 建 新、宋 兴 无 译，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２００６年，第５３—５５页。

陆旸：《从开放宏观的视角看环境污染问题———一个综述》，《经济研究》，２０１２年 第２期，第

１４６—１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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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组织的诉 求，是 “北 方 价 值”的 集 中 体 现，① 并 非 南 方 国 家 自 身 环 境 治 理

需求的产物，无 法 反 映 全 球 绿 色 治 理 的 真 实 需 求。全 球 可 持 续 发 展 能 否 实

现，更多地取决于后发国家能否实现 绿 色 发 展，但 南 方 国 家 不 可 能 再 沿 袭 北

方国家 “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南方 国 家 需 要 用 更 少 的 资 源 和 污 染 实 现 北

方国家的经济成就，提高绿色全要素 生 产 率 是 唯 一 出 路。提 高 资 源 利 用 效 率

的关键要素———技术创新———往往 诞 生 于 高 收 入 国 家，对 南 方 国 家 而 言 是 外

生的。外生的技术和知识的流动，辅 以 内 生 的 系 统 性 创 新，才 能 够 促 使 后 发

国家实现经济增 长 与 环 境 消 耗 的 脱 钩。② 巴 西 的 生 物 质 燃 料、中 国 的 太 阳 能

光伏，都是南方国家结合外生技术知识 在 内 生 性 创 新 基 础 上 形 成 的 新 型 绿 色

优势。因此，全球绿色治理的真正要 义 在 于，通 过 全 球 价 值 链 促 进 绿 色 知 识

和绿色技术的南北流动，内生的制度性 创 新 应 该 依 据 本 国 的 国 情 做 出 自 主 性

调整。

五、全球价值链新动向与完善绿色治理的契机

从微观层面着眼，南方国家的 领 导 型 企 业 逐 渐 进 入 全 球 价 值 链 并 发 挥 主

导作用。在ＧＶＣ分析框 架 下，领 导 型 企 业 （ｌｅａｄ　ｆｉｒｍｓ）的 决 策 是 决 定 价 值

链关系的核心节点。早 期 ＧＶＣ主 要 由 发 达 国 家 的 跨 国 公 司 进 行 全 球 生 产 与

布局，近年来全球领 导 型 企 业 就 国 别 属 性 而 言 呈 现 出 从 集 聚 向 分 散 的 转 变，

北方领导型企业一家独大的格局已逐 渐 演 变 为 南 北 领 导 型 企 业 群 雄 并 起，越

来越多的南方领导型企业 进 入 全 球 价 值 链 并 发 挥 重 要 作 用 （表－３）。１９９２年

全世界１０００家 业 务 在 两 国 或 两 国 以 上、年 销 售 额 超 过１０亿 美 元 的 跨 国 公

司，只有１家在发展 中 国 家 （印 度）。③２０１６年 全 球５００强 企 业 中，来 自 Ｇ７

０７

①

②

③

Ａｌｅｘ　Ｈｕｇｈｅｓ， Ｎｅｉｌ　Ｗｒｉｇｌｅｙ，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ｎ　Ｂｕｔｔｌ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ｉｎｇ，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Ｖｏｌ．８，
Ｎｏ．３，２００８，ｐｐ．３４５－３６７．

Ｆａｎｓ　Ｂｅｒｋｈｏｕｔ，ｅｔ　ａｌ．，“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Ａ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Ｒｏｌｅ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Ｌａｔｅｃｏｍ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Ｖｏｌ．３，Ｎｏ．２，
２０１１，ｐｐ．３６７－３８５．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 （ＵＮＣＴＡＤ）：《跨国公司的环境管理问题》，１９９３年，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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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比例为５２．６％，虽然仍占据 半 壁 江 山，但 与２０００年 的８４％相 比，收

缩态势明 显。中 国２０００年 进 入 全 球５００强 的 企 业 只 有１０个，所 占 比 例 为

２％，但到２０１６年已经达到１０９个，占比２１．８％。印度和巴西的主导 型 企 业

占比也分别从２０００年的０．２％和０．６％增加到２０１６年各占１．４％。在新兴经

济体国家中跻身世界５００强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 （图－４）。另一方面，南 方 国

家企业在世界５００强中的排名也逐渐进阶，２０１６年前十名中美 国 企 业 占 据 第

１、８、９、１０位，中国企 业 占 据 第２、３、４位，日 本 企 业 占 据 第５位，德 国

企业占据第６、７位。

表－３　世界领导型企业的地理转变：全球５００强企业

２０００年
（个数）

２０１６年
（个数）

２０００年
（占比％）

２０１６年
（占比％）

Ｇ７　 ４２０　 ２６３　 ８４．０　 ５２．６

中国 １０　 １０９　 ２．０　 ２１．８

巴西 ３　 ７　 ０．６　 １．４

印度 １　 ７　 ０．２　 １．４

其他 ６６　 １１４　 １３．２　 ２２．８

　　数据来源：世界５００强企业统计网站，ｈｔｔｐ：／／ｆｏｒｔｕｎｅ．ｃｏｍ／ｇｌｏｂａｌ５００／ｌｉｓｔ／。

图－４　２０１６年世界５００强企业的国家分布情况

注：此图系笔者自制。
数据来源：世界５００强企业统计网站。

从宏观层面来看，南南贸易 额 超 过 南 北 贸 易 额，全 球 消 费 市 场 重 心 逐 渐

南移，南方国家的市场权力正在增加。全 球 价 值 链 自 诞 生 以 来 由 南 北 贸 易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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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形成南方国家 为 北 方 终 端 消 费 市 场 服 务 的 格 局，但２０１２年 南 南 贸 易 额

首次超过南北贸易额，成为全球贸易 地 位 变 化 的 一 个 里 程 碑 式 转 折 点。南 南

贸易的迅速增长撼动了北方国家在全 球 化 进 程 中 的 绝 对 主 导 地 位。当 前 世 界

贸易呈现出三个主要趋势：首先，根据 联 合 国 贸 易 和 发 展 会 议 的 数 据，２０１６

年全球商品出口的４７％来自南方 国 家，而２００６年 这 一 指 标 为４１％；① 第 二，

南方国家的消费急 剧 增 加，麦 肯 锡 预 测 其 占 全 球 消 费 的 比 重 将 从２０１０年 的

３２％上升到２０２５年的４７％；② 第三，全球贸易流动中南南贸易与北北贸 易 的

差距在缩小，２０１６年两者 占 比 分 别 为２７％和３７％，③ 而１９９５年 这 两 个 指 标

分别为１１．７％和５１．２％ （表－４）。随 着 南 方 国 家 的 崛 起 和 南 方 消 费 市 场 的 扩

大，世界经济的地理图景正在发生变化，南方国家的市场权力逐步上升。

表－４　南南贸易与北北贸易的历史比较

彼时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６年

南南贸易占全球贸易比重 （％） １１．７ （１９９５年） ２５．５　 ２７

北北贸易占全球贸易比重 （％） ５１．２ （１９９５年） ３３．９　 ３７

南方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 （％） ２９．６ （１９８０年） ４４．７　 ４６．６

　　资料来源：２０１６年 数 据 引 自 ＵＮＣＴＡＤ，２０１７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其 他 年 份 数 据

引自Ｒｏｒｙ　Ｈｏｒｎｅｒ，“Ａ　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Ｓｏｕｔｈ－
Ｓｏｕｔｈ　Ｔｒａｄｅ，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Ｖｏｌ．４，Ｎｏ．４，２０１６，ｐ．４０６。

南方国家不断上升的市场权 力 能 否 转 化 为 绿 色 治 理 议 价 能 力，取 决 于 能

否回归到多 边 框 架 下 探 讨 环 境 议 题。目 前 区 域 贸 易 协 定 内 嵌 环 境 条 款 的 做

法，事实上成为权力导向型治理下的 捆 绑 选 择。北 方 国 家 凭 借 资 本 和 技 术 优

势在ＧＶＣ分工中具 有 议 价 优 势，贸 易 谈 判 的 权 力 基 础 由 市 场 转 为 资 本，美

欧大国的议价权得到大幅度提升，借 由ＲＴＡｓ实 现 环 境 收 益 和 经 济 收 益 的 双

赢。换句话说，南方 国 家 上 升 的 市 场 权 力 在 ＧＶＣ构 建 过 程 中 并 无 太 大 “用

武之地”，只有回到 尊 重 程 序 性 权 力 的 多 边 框 架 下，南 方 国 家 才 能 发 出 自 己

２７

①

②

③

ＵＮＣＴＡＤ，２０１７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ｐ．２２，ｈｔｔｐ：／／ｕｎｃｔａｄ．ｏｒｇ／ｅｎ／ｐａｇ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ｅｂｆｌｙ
ｅｒ．ａｓｐｘ？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ｄ＝１９３１．

Ｙｕｖａｌ　Ａｔｓｍｏｎ，ｅｔ　ａｌ．，“Ｗｉｎｎｉｎｇ　ｔｈｅ ＄３０ Ｔｒｉｌｌｉｏｎ　Ｄｅｃａｔｈｌｏｎ：Ｇｏｉｎｇ　ｆｏｒ　Ｇｏｌｄ　ｉ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ＭｃＫｉｎｓｅｙ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２，ｐ．４．

ＵＮＣＴＡＤ，２０１７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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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声音。南方国家必须共同努力将全球 贸 易－环 境 议 题 重 新 引 导 进 入 多 边 框

架中，才能将近年来经济增长和收入 提 升 所 衍 生 的 市 场 权 力 最 大 化，确 保 南

方世界既能实现经济增长又能拥有良 好 环 境。如 果 在 多 边 框 架 下 搁 置 绿 色 议

题，只会使其滑落进入 “权力导向”的ＲＴＡｓ从而更为被动。

南方国家力争的多边框架环 境 议 题，必 须 要 在 界 定 历 史 责 任 的 前 提 下 进

行讨论。无论是贸易内环境条款还是 多 边 环 境 框 架，都 必 须 充 分 考 虑 发 展 中

国家的国情和实际能力。北方国家之所 以 能 够 将 环 境 规 则 成 功 外 溢 至 南 方 国

家，是因为双边乃 至 诸 边 贸 易 协 定 环 境 条 款 是 在 抛 弃 环 境 问 题 “历 史 责 任”

的前提下，以环境成本内部化为指导 原 则 要 求 南 方 国 家 实 施 环 境 规 制，殊 不

知，南方国家对环境成本内部化的承受 能 力 较 弱 的 根 源 在 于 长 期 以 来 的 南 北

不平等发展。南 方 国 家 应 逐 步 尝 试 参 与 制 定 环 境 治 理 的 “游 戏 规 则”，努 力

实现从 “规则接受者”到 “规则共 同 制 定 者”的 转 变。全 球 绿 色 治 理 的 出 发

点必须要考虑环境问题的历史责任，进 而 讨 论 环 境 成 本 内 部 化 对 签 约 国 生 产

和贸易的影响，尤其要考虑南北双方 经 济 技 术 水 平 不 同，对 南 方 国 家 实 现 环

境成本内部化的步骤和时限予以适 当 优 惠，通 过 技 术 合 作、经 济 援 助 和 培 训

等方式提高南方国家环境成本内部化 的 能 力，而 非 以 市 场 准 入 为 要 挟 来 侵 蚀

南方国家环境政策的独立性。

要改变世界范围内呈现的 “北绿南 灰”图 景，最 根 本 的 是 要 实 现 绿 色 知

识和技术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自由流动。南 方 国 家 迈 向 绿 色 低 碳 可 持 续 发 展 之

路的最大制约，就是资金和技术。北方 国 家 建 立 在 资 源 转 移 和 人 才 聚 集 基 础

上的绿色知识和技术，理应为全球可 持 续 发 展 做 出 更 多 贡 献。南 南 价 值 链 的

延展和南方消费市场的扩大，使南南 合 作 的 内 涵 和 外 延 不 断 扩 展，从 传 统 的

经贸合作延伸到理念交流、经验分享 和 在 国 际 重 大 问 题 上 的 相 互 支 持。在 绿

色治理领域南南国家更需要相互支持 和 集 体 发 声。因 为 发 展 中 国 家 在 发 展 中

面临很多相似的问题，环境问题的 共 性 尤 为 突 出。发 展 中 的 问 题，必 须 要 通

过发展来解决，对南方国家而言摆脱经 济 和 环 境 双 落 后 的 唯 一 出 路 在 于 通 过

低碳工业化实现向 ＧＶＣ上 游 的 攀 升。在 绿 色 治 理 赤 字 和 国 际 权 力 赤 字 的 双

重压力下实现低碳工业化，成为南方国 家 摆 脱 全 球 绿 色 治 理 被 动 地 位 的 战 略

选择。但低碳工业化能否快速实现，主 要 取 决 于 绿 色 资 金、知 识 和 技 术 能 否

从北方国家 顺 利 转 移 到 南 方 国 家。北 方 国 家 作 为 全 球 工 业 革 命 的 主 要 受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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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应主动促进绿色知识和绿色技术 在 全 球 价 值 链 上 的 流 动，而 内 生 的 制 度

创新和系统创新则应立足于一国的绿色禀赋并由本国人民完成。

南方国家也要更加积极主动 地 应 对 贸 易 协 定 内 环 境 条 款 这 一 新 挑 战，以

国情和共赢为准绳纳入自愿性和互利 性 环 境 条 款，坚 持 自 身 的 环 境 政 策 独 立

性。中国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具有借鉴 意 义 的 探 索。中 国 并 不 拒 绝 贸 易 协 定 内

的环境条款，而是努力引导环境条款 更 尊 重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实 际 情 况，避 免 成

为发达国家环境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而 与 贸 易 协 定 缔 约 方 成 为 全 球 环 境 治 理

机制的共同制定者。２０１８年１月签署的 《中国—瑞士自 由 贸 易 协 定》文 本 中

纳入的环境条款，充分考虑到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 的 基 本 国 情，将１９７２

年斯德哥尔摩人 类 环 境 宣 言、１９９２年 里 约 环 境 与 发 展 宣 言、１９９２年 环 境 与

发展２１世纪议程、２００２年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实施计划和２０１２年 里 约＋

２０峰 会 成 果 “我 们 希 望 的 未 来”纳 入 双 方 共 同 认 可 的 国 际 文 件 （条 款

１２．１）。① 双方明确承诺要共同促进可 持 续 发 展，同 意 “环 保 标 准 不 得 用 于 贸

易保护主义 之 目 的” （条 款１２．２）。该 文 本 特 意 关 照 了 国 家 环 境 政 策 的 独 立

性，指出要 “根据国家的环境政策目标 和 各 自 均 为 成 员 的 多 边 环 境 协 定 中 的

义务提升环保水平”（条款１２．５），并没有附 加 其 他 未 签 署 的 ＭＥＡｓ。中 瑞 双

方都认识到环境合作和知识流动的 重 要 性，并 同 意 “环 境 合 作 将 重 点 关 注 信

息和专业知识交流、能力建设和培 训、研 讨 会 和 讲 习 班、实 习 和 奖 学 金 以 及

关注国际上此方面动态等”（条款１２．５）。中瑞ＦＴＡ文本还特别强 调，“考 虑

到缔约双方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 平，实 施 环 境 合 作 所 必 需 的 资 源 应 由 缔

约双方的主管机构和组织及私营部门提供”（条款１２．６）。在环 境 争 端 解 决 方

面，“其仅可 诉 诸 在 联 合 委 员 会 下 举 行 的 双 边 协 商 和 对 话”（条 款１２．７），没

有将制裁机制泛化 到 环 境 议 题。在 中 国 同 发 达 国 家 最 新 签 署 的 中 瑞ＦＴＡ文

本中，可以看到中国将环境政策独立 性 置 于 首 位，同 时 也 将 ＭＥＡｓ的 范 围 界

定在双方都已签署的 ＭＥＡｓ义务，并且强调 环 境 服 务 对 相 关 信 息 和 知 识 的 交

流，最重要的是将环境争端的解决限定 于 双 方 协 商 解 决 而 并 未 扩 展 到 贸 易 制

裁。可以说，中国意识到贸易协定环 境 议 题 的 领 先 性 和 高 标 准 性，开 始 讨 论

能力范围内的环境议题和环境合作，在 ＭＥＡｓ议 题 和 争 端 解 决 方 面 为 自 己 留

４７

① 《中国—瑞士自 由 贸 易 协 定 文 本》，中 国 海 关 总 署 网 站，２０１８年１月９日，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ｕｓｔｏｍｓ．ｇｏｖ．ｃｎ／ｃｕｓｔｏｍｓ／３０２２４９／３０２３１０／３０２３１９／３０２３１２／ｚｇｒｓｚｙｍｙｘｄ／１４１７００４／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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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充足的政策空 间，欧 盟 国 家 大 范 围 纳 入 ＭＥＡｓ的 行 为 并 未 在 中 瑞ＦＴＡ文

本中得到体现。

中国也在多边环境治理框架 下 积 极 为 发 展 中 国 家 呐 喊。巴 黎 气 候 大 会 召

开之前，西方学界普遍对达成全球 协 议 持 悲 观 态 度。发 展 中 国 家 坚 持 的 “共

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得不到美国 的 认 可，甚 至 一 部 分 面 临 较 高 气 候 风 险

的岛屿国家也认为，新兴经济体国 家 排 放 量 大、排 放 增 速 快，应 该 承 担 更 多

责任。不同国家在气候变化产生过程 中 的 历 史 责 任 存 在 差 别，而 西 方 学 者 往

往有意忽视这一 点，只 是 从 各 国 现 实 排 放 量 出 发 来 考 虑 达 成 减 排 协 议。① 美

国一直游离于国际气候谈判之外，拒 绝 承 担 发 达 国 家 的 责 任，因 而 在 巴 黎 气

候大会上奥巴马政府的积极参与为世界 各 国 达 成 一 个 涵 盖 所 有 国 家 的 气 候 协

定提供了希望。但是 发 达 国 家 在 巴 黎 气 候 谈 判 中 高 度 团 结，回 避 适 应 议 题，

重点关注减 缓 议 题，将 减 排 行 动 必 须 具 有 高 度 国 际 透 明 度 这 一 规 定 纳 入 协

议。中国一直主张在联合国框架下 开 展 全 球 气 候 治 理。首 先，在 中 国 的 坚 持

下，“共同 但 有 区 别 的 责 任”和 “各 自 能 力”原 则 在 《巴 黎 协 定》中 得 以 保

留，中国始终坚持发达国家必须在２０２０年 后 承 担 每 年１０００亿 美 元 的 资 金 义

务。其次，为了达成一个全球性的气 候 协 议，中 国 最 终 接 受 了 美 国 提 出 的 盘

点机制，但反对经常性盘点，改为五 年 一 次，为 发 展 中 国 家 保 留 了 行 动 空 间

和政策灵活性。最后，在减缓行动的 透 明 度 问 题 上，南 北 双 方 一 直 存 在 较 大

分歧，西方国家一直要求发展中国 家 的 自 愿 减 缓 行 动 必 须 接 受 “可 量 化、可

报告、可核查”的外 部 评 审，这 事 实 上 将 对 国 家 的 气 候 治 理 主 权 构 成 威 胁。

为了不至于因透明度问题致使谈判破 裂，以 中 国 为 代 表 的 发 展 中 国 家 做 出 了

让步，但要求加入 “以非 侵 入 性、非 惩 罚 性、尊 重 国 家 主 权 的 方 式”，对 该

机制进行软化，以避免实质性损害发 展 中 国 家 的 主 权。中 国 在 多 边 气 候 谈 判

框架下，为了抓住美国愿意参与气候 谈 判 的 窗 口 期，达 成 一 个 覆 盖 全 球 各 国

的气候协定，并没有一味地在美国霸权的压力下进行妥协，而是成功地实现了

有原则的妥协和有底线的坚持。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号召力，以及中国在关键

问题上与发达国家的较量，背后是由中国的市场权力和排放权力作为支撑的。

５７

① Ｄａｖｉｄ　Ｖｉｃｔｏｒ， “Ｔｏｗａｒ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Ｎｕｍｂｅｒ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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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带一路”：构建新型绿色价值链

中国于２０１３年提出了 “一 带 一 路”倡 议，并 致 力 于 全 方 位 打 造 绿 色 丝

绸之路。“一 带 一 路”相 关 国 家 大 部 分 属 于 发 展 中 国 家，处 于 全 球 价 值 链 的

中下游并长 期 为 北 方 市 场 服 务。以 亚 洲 国 家 为 例，根 据 亚 洲 开 发 银 行 的 统

计，２０１１年亚洲国家的出口中本地区提 供 的 最 终 消 费 市 场 份 额 仅 为２２．２％，

而美日欧提供的最终 消 费 市 场 占 比 高 达４１．９％。① “一 带 一 路”倡 议 的 提 出，

将中国优质产能、技术和价 格 优 势 与 亚、欧、非 国 家 的 市 场、劳 动 力、发 展

转型需求等结合起来，实现市场经济规 律 下 生 产 要 素 在 沿 线 国 家 间 新 的 流 动

和分配，有助于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新型区域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②

目前，在 “一带一路”政策 框 架 下 出 台 的 涉 及 绿 色 治 理 的 文 件 有 三 个：

《推动共建丝绸 之 路 经 济 带 和２１世 纪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的 愿 景 与 行 动》 《关 于 推

进绿色 “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 意 见》和 《“一 带 一 路”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合 作

规划》。作为总纲要，２０１５年３月发布的 《愿景与行动》明确指 出：“强 化 基

础设施绿色低碳化建设和运营管理，在建设中 充 分 考 虑 气 候 变 化 影 响”。“促

进企业按属地化原则经营管理，积 极 帮 助 当 地 发 展 经 济、增 加 就 业、改 善 民

生，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严格保护生物多样性和 生 态 环 境”。“在 投 资 贸 易 中

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 物 多 样 性 和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合 作，共 建

绿色丝绸之路”。作为指导原则，２０１７年５月发布的 《指导意见》指 出：“全

面推进 ‘政策沟通’‘设 施 联 通’ ‘贸 易 畅 通’ ‘资 金 融 通’和 ‘民 心 相 通’

的绿色化进程，用３—５年 时 间，制 定 落 实 一 系 列 生 态 环 境 风 险 防 范 政 策 和

措施；用５—１０年 时 间，建 成 较 为 完 善 的 生 态 环 保 服 务、支 撑、保 障 体 系，

实施一批重要生态环保项目。”《指导 意 见》特 别 提 到 绿 色 技 术 和 知 识 在 “一

带一路”价值链的流动，即 “建 设 绿 色 技 术 银 行，加 强 绿 色、先 进、适 用 技

６７

①

②

Ｃｙｎｙｏｕｎｇ　Ｐａｒｋ，“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Ａｓｉａ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ＡＤＢ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ｒｉｅｓ，Ｎｏ．５０６，
２０１７．

王亚军：《“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创新与典范价 值》，《世 界 经 济 与 政 治》，２０１７年 第３期，
第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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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在 ‘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转移转化”。同月，环境保护部编制 《“一

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 合 作 规 划》，涉 及２５个 重 点 项 目，包 括 政 策 沟 通 类６

个、设施联通类４个、贸易畅通类３个、资金融通类２个、民心相通类４个、

能力建设类６个，从实践层面全方 位 构 建 “一 带 一 路”绿 色 价 值 链。中 国 作

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理论、原则 和 实 践 三 个 层 面 促 进 “一 带 一 路”沿 线

国家和地区共同实 现２０３０可 持 续 发 展 目 标，推 动 全 球 绿 色 治 理 向 更 加 公 平

化方向发展。“一 带 一 路”绿 色 治 理 思 想 已 经 开 始 产 生 民 间 带 动 效 应，２０１８

年１１月中英机构携手发布了 《“一 带 一 路”绿 色 投 资 原 则》，作 为 一 套 鼓 励

投资企业自愿参加和签署的行为准 则，从 战 略、运 营 和 创 新 三 个 层 面 制 定 了

七条倡议，包括公司治理、战略制 定、项 目 管 理、对 外 沟 通 以 及 绿 色 金 融 工

具运用等，供参与 “一带一路”投资的 全 球 金 融 机 构 和 企 业 在 自 愿 基 础 上 采

纳和实施。以绿色治理为纽带构建 “一 带 一 路”利 益 共 同 体、责 任 共 同 体 和

命运共同体的方案正在浮现。

在 “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以两条并行 轨 道 推 动 全 球 价 值 链 的 绿 色 重

塑和绿色延展，即针对既有环境问题 的 恢 复 性 治 理 与 挽 救 性 治 理，以 及 针 对

未来发展的创新 性 治 理 与 公 平 性 治 理。 “一 带 一 路”沿 线 大 部 分 地 区 存 在 环

境脆弱的先天不足，是受全球气候变 化 影 响 的 敏 感 地 区，绿 色 治 理 的 重 要 性

和紧迫性不亚于经济治理。恢复性 治 理 旨 在 解 决 生 态 破 坏、环 境 退 化、空 气

污染等问题，挽救性治理则针对生 物 多 样 性 消 失、水 资 源 枯 竭、热 带 雨 林 退

化等问题。对于解决已存在的环境问 题，借 鉴 世 界 范 围 内 的 成 功 经 验 固 然 重

要，但更重要的是资金投入与智力 支 持。中 国 在 “气 候 变 化 南 南 合 作”框 架

下持续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变 化 所 需 的 培 训 和 资 金，为 南 方 国 家 适 应

和减缓气候变化风险提供智力和资金 支 持。创 新 性 治 理 旨 在 运 用 新 型 方 法 解

决发展中的问题和培育创新产业价值 链。以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为 核 心 的 互 联 互 通

是 “一带一路”的前提，而将气候变化 风 险 考 虑 在 内 的 绿 色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是

中国一以贯之的 坚 持。按 照 亚 洲 开 发 银 行 的 估 算，亚 洲 地 区 到２０３０年 将 适

应气候变化成本考 虑 在 内 的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需 求 达 到２６万 亿 美 元，比 不 考 虑

气候变化的基 建 投 资 需 求 高３．４万 亿 美 元。① 这 主 要 是 因 为 “一 带 一 路”沿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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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大部分地区处于欠发达状态，不仅 缺 乏 应 对 常 规 气 候 风 险 的 基 础 设 施，还

需要额外投入以应对新增气候风险，面 临 增 量 型 适 应 和 发 展 型 适 应 的 双 重 需

求。① 创新性治理还包括从微观层面在 沿 线 国 家 培 育 节 能 环 保、可 再 生 能 源、

新能源汽车等 “绿色产业”价 值 链，从 宏 观 层 面 将 低 碳、循 环、智 能 的 理 念

融入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对涵盖 投 资、生 产、消 费 和 贸 易 的 经 济 系 统 进 行

绿色改造。公平性治理旨在实现绿 色 治 理 的 “人 际 公 平”，② 即 弥 补 历 史 适 应

赤字、共享未来绿色发展权，推动南 北 国 家 实 现 人 均 适 应 投 入、人 均 碳 排 放

空间的扁平化趋 势。 “一 带 一 路”倡 议 所 秉 持 的 开 放 包 容 和 多 元 化 合 作 的 治

理机制，所设定的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为 未 来 开 展 更 广 范 围 的 环 境 合 作 提 供

了可能性，随着气候资金、专业人 员、相 关 知 识 和 技 术 的 流 动，有 助 于 提 升

参与国家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③

对南方国家而言，全球绿色 治 理 的 公 共 产 品 供 给 不 足、现 行 环 境 治 理 规

则和机制的非中性色彩浓重，全球绿 色 治 理 的 治 理 结 构 长 期 没 有 变 化，改 革

和完善全球绿色治理的诉求十分紧 迫。中 国 在 全 球 价 值 链 的 转 移 过 程 中，经

历过承 接 低 端 下 游 产 业 所 带 来 的 环 境 污 染 之 痛。作 为 “一 带 一 路”的 发 起

方，中国在重塑 区 域 和 全 球 价 值 链 过 程 中 可 以 提 供 力 所 能 及 的 绿 色 公 共 产

品：有益的绿色发展知识、成功的 绿 色 经 验、需 要 汲 取 的 教 训、清 洁 低 碳 建

设软硬件基础设施所需的必要帮助，以 及 容 易 获 得 和 行 之 有 效 的 绿 色 融 资 机

会等。未来全球绿色治理的诉求趋 同，但 实 现 方 式 将 是 多 元 化 和 本 土 化，需

要各个国家依据各自的国情采用最 适 合 的 方 式，中 国 所 能 做 的，在 于 提 供 可

供借鉴的实现环境与经济协同升级的经验与实践。

“一带一路”倡议 的 开 放 性 和 包 容 性 助 力 全 球 绿 色 治 理，以 绿 色 基 础 设

施为主体的互联 互 通，将 极 大 促 进 绿 色 知 识、技 术 和 相 关 人 员 的 要 素 流 动，

有助于全面提升沿线国家的绿色全要 素 生 产 率，为 各 地 区 内 生 性 绿 色 治 理 创

新提供必需的要 素。 “一 带 一 路”有 助 于 全 面 提 升 南 方 国 家 在 全 球 价 值 链 上

８７

①

②

③

潘家华、郑艳：《适应气候变化的分析框架及政策涵义》，《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０年

第１０期，第１—５页。
潘家华、陈迎：《碳预算方案：一个公平、可 持 续 的 国 际 气 候 制 度 框 架》，《中 国 社 会 科 学》，

２００９年第５期，第８３—９８页。
传统全要素生产率指标未考虑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不 能 反 映 经 济 增 长 的 全 局 性 情 况，忽 视

了自然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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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绿色治理权力，其主要从两个方面推进：一 方 面，“一 带 一 路”以 “五 通”

为目标将沿线国家和地区连接起来，以 沿 线 国 家 的 共 同 利 益 和 诉 求 为 “聚 力

机制”，提升沿线南方国家的凝聚力。另一方 面，“一 带 一 路”倡 导 “共 商 共

建”，充分尊重各个 国 家 的 治 理 主 权 和 政 策 独 立 性，以 自 愿 参 与 和 自 主 决 策

为 “保护机制”，希 望 能 够 释 放 各 个 国 家 的 绿 色 内 生 性 驱 动 力。 “一 带 一 路”

在 “聚力机制”和 “保护机制”基础 上 构 建 的 新 型 绿 色 治 理 体 系，与 北 方 国

家秉持的 “分 而 治 之”和 “外 溢 机 制”形 成 鲜 明 对 比，为 南 方 国 家 共 同 商

议、谋求平等、集体发声、重拾多边框架下的程序性权力提供了平台。

结　　语

全球绿色治理的目标是实现 经 济 升 级 的 同 时 确 保 环 境 升 级，实 现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涵 盖 的１７大 领 域 和１６９项 具 体 目 标。目 前 欧 美 在 贸 易

协定中嵌入环境条款的流行做法，通过 环 境 规 则 的 外 溢 实 现 环 境 治 理 机 制 的

趋同化，但这种趋同化的手段和结果 均 片 面 地 代 表 发 达 国 家 的 环 境 利 益，难

以帮助南方 国 家 实 现 经 济 与 环 境 的 双 赢，甚 至 侵 蚀 缔 约 国 的 环 境 治 理 独 立

性。以联合国发布的 可 持 续 发 展 指 数 来 衡 量，全 球 排 名 前２０位 的 国 家 均 为

ＯＥＣＤ成员，排名后１００位的均为南方不发达国家。① 在全球环境容量紧约束

前提下，南方国家势必要通过经济转 型 来 实 现 可 持 续 发 展，即 实 现 经 济 增 长

与环境消耗的脱钩，但脱钩能否实现 则 取 决 于 技 术 创 新 和 制 度 创 新。鉴 于 北

方国家在技术创新上的先发优势，我 们 认 为，在 全 球 价 值 链 上 促 进 绿 色 知 识

和绿色技术由北向南流动是全球绿色 治 理 的 要 义 所 在，制 度 创 新 应 该 由 一 国

根据自身的绿色禀赋自主完成，这样才 能 发 展 出 适 合 南 方 国 家 的 绿 色 治 理 模

式。《２０３０年 可 持 续 发 展 议 程》已 经 为 世 界 各 国 指 明 了 方 向，但 实 现 方 式 将

是多元化和本土化的，需要各个国家依据国情采用最适合的方式。

结合世界人 口 峰 值、能 源 约 束、气 候 容 量 等 因 素 测 算，到２０５２年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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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Ｓａｃｈｓ，ｅｔ　ａｌ．， “ＳＤＧ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Ｄａｓｈｂｏａｒｄｓ－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ＤＳＮ），２０１６，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ｄｇｉｎｄｅｘ．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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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年ＧＤＰ将 达 到５．６万 美 元，而 同 期 美 国 为７．３万 美 元，除 美 国 之 外 的

ＯＥＣＤ国家为６．３万美元。① 中国发起的 “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地区经济增

长提供最终消费市场，为依附于北方终 端 市 场 的 亚 洲 区 域 价 值 链 提 供 了 重 塑

可能性。“一 带 一 路”的 开 放 性 为 发 展 中 国 家 尤 其 是 最 不 发 达 国 家 提 供 了 参

与经济一体化的机遇。② 可以说，“一带 一 路”对 全 球 价 值 链 的 重 塑 为 新 型 全

球绿色治理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在对南 方 国 家 提 出 经 济 一 体 化 要 求 的 同 时 必

须兼顾绿色治 理 一 体 化 需 求。 “一 带 一 路”本 身 即 渗 透 了 中 国 对 “先 污 染 后

治理”弊端的深刻理解，能够为绿色治 理 一 体 化 和 绿 色 要 素 流 动 提 供 可 行 路

径和实现机制，只有在全球范围内实现 绿 色 知 识 和 绿 色 技 术 在 价 值 链 上 的 流

动，允许南方国家实施符合自身国情 和 绿 色 禀 赋 的 制 度 创 新，才 真 正 符 合 南

北国家的共同利益。南 方 国 家 应 该 借 助 不 断 上 升 的 市 场 权 力，在 Ｇ２０框 架、

ＡＰＥＣ框架、ＷＴＯ框架下最大化南方国家的程序性权力，抱团争取绿色 知 识

和绿色技术在价值链上的自由流动，改 变 当 前 贸 易 协 定 内 环 境 条 款 非 中 性 现

状，开拓符合自 身 国 情 的 制 度 创 新 以 释 放 绿 色 内 生 性 驱 动 力。 “一 带 一 路”

框架下的各种环境治理实践也能够为各 种 多 边 框 架 下 的 努 力 方 向 提 供 有 益 借

鉴。从根本上讲，南北国家应共同努 力 促 进 经 济 发 展 与 环 境 消 耗 的 脱 钩，摒

弃两个世界在绿 色 治 理 领 域 的 “二 分 法”，实 现 全 球 价 值 链 的 绿 化 和 全 世 界

的绿色发展。

（责任编辑：李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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