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组织概览 

 

里约+20 会议 
 

基金组织为可持续发展指明道路 

 
《基金组织概览》网络版 

2012 年 6 月 25 日 

 

 

 

 基金组织概述了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发展的财政方法 

 征收碳税、取消补贴能为社会安全网创造收入 

 需要创造就业、减少不平等、加强脆弱群体的社会保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次主要的联合国环境大会上规划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推动采

用碳税减少环境破坏，逐步取消矿物燃料补贴以创造更多政府所需要的收入，并降低

温室气体排放。 

 

在里约+20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上，代表们重点关注对可持续发展重新作出政治

承诺，评估到目前为止取得的进展并解决新的挑战。会议于 6 月 20-22 日在里约热

内卢召开，与 1992 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地球峰会”时隔 20 年，各国

在那次会议上签署了重新考虑经济增长、推动社会平等和确保环境保护的蓝图。 

 

以三个支柱为基础的增长 

 

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在会议上发言，强调各国要采取以三个支柱为基础的可持续增

长道路，即：创造就业、减少不平等和加强最脆弱群体的社会保障。 

 

在一场主题为“实行税收补贴改革，实现更环保的经济”的会外活动中，朱民表示，

实现绿色经济的根本条件是要通过正确定价，平衡环境与经济两方面的考虑。  

 

税收工具有利于确保经济增长对环境的破坏和其他不利的副作用反映在对能源、交

通及其他工业产品支付的价格中。“目前，全球 90%的碳排放尚未被征税”，朱民

说，并补充道，“美国对每吨二氧化碳征收 25 美元的碳税，十年之后总额将达到

GDP 的 1%，或超过 1 万亿美元。” 

 

朱民还表示，对矿物燃料的补贴（2010 年全球经济为此花费了 4090 亿美元）应该

逐步取消。他强调，与普遍看法相反，普遍性补贴使富人比穷人获益更多。他举了

印度尼西亚的例子。在印度尼西亚，燃料价格上升使财政收入增加，意味着 1900

万贫困家庭从直接现金转移中获益。 

 

 

碳税：不仅为正确定价提供激励，而且

有助于为创新创造良好的环境（图片：

Radius Images/Corbis） 

http://www.uncsd2012.org/rio20/index.html


2 

 

 

“决策者需要确切地了解如何‘正确定价’。为此，基金组织近期出版了一本书，

就碳定价问题向他们提供实际指导，并随时准备为希望采用财政工具解决重大环境

问题的成员国提供技术援助。” 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副主任 Mick Keen 说。 

 

朱民还谈到，碳税不仅能为正确定价提供激励，而且有利于为创新创造良好的环境

——例如，鼓励采用当前正在开发的、并且仍能继续得到开发的替代能源。 

 

取得平衡 

 

出席里约会议的大多数财长们一致认为，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这两个目标并不相互

排斥。在巴西财长 Guido Mantega 组织的讨论中，财长们同意，可持续发展的各项

目标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不能将它们割裂开来。 

 

“巴西的增长与环境保护和社会包容（包括社会计划）密不可分，” Mantega 在对

包括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 Juan Somavia 在内的专家讨论作开场白时表示。 

 

里约会议讨论的核心内容是包容性，也就是这样一种认识，即每个人都能分享经济

繁荣的成果，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潜能。 

 

操作方案 

 

国际劳工组织组织了一场关于“体面工作和最低社会保障”、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会外活动，基金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参加了这场活动。巴西社会发展部部长

Tereza Campello 和挪威国际发展部部长 Heikki Holmas 也出席了会议。 

 

与会专家分析，转向更加环保的经济不仅为社会包容和更好的就业创造了机会，同

时也带来了挑战。与会者在讨论中强调了近期基金组织与国际劳工组织之间的合作：

朱民对 Somavia 在国际劳工组织发挥的领导作用表示赞赏，并表示，经历了这场危

机，他确信就业问题和工人的处境仍是全球领导人的核心重点。 

 

朱民的发言重点是包容性增长议程中相互关联且自我强化的三个方面：创造就业，

包括创造适当的就业；减少不平等；以及通过社会保障提高各国抵御经济冲击的能

力。 

 

“就业是大多数人收入的主要来源，但这往往不够。具备了稳固的社会保障体系，

失去工作并不意味着立即失去所有收入，这有助于确保没有收入的人不会被完全剥

夺获得基本服务的机会。”朱民还提到，基金组织正与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以及其他机构紧密合作，推动实现有效的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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