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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初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社会财富
急剧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诸如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等重
大问题。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逐渐引起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　　古典经济学关于
资源稀缺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源配置与环境污染的研究，均蕴涵着可持续发展理
论的思想萌芽。现代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并80年代基本形成一套完整的
理论框架和评价指标体系。同期，现代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也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和完善。可持续
发展理论研究的客体是特定的区域，既要研究当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之间的协调发展，更要研
究这种协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处于主流地位的现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西方学者在实证研究西方发达
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主要研究的是投资主体的垄断优势和动因等。在近
半个世纪的演进过程中，两种理论并行不悖，未出现理论交集。当然，与东道国可持续发展这一复杂
的巨系统相比，流入的FDI无疑是较小的经济变量。

Page 2



《FDI与东道国可持续发展关系》

内容概要

《FDI与东道国可持续发展关系研究》内容简介：对FDI与东道国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展开
研究，无论对世界和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还是对它们的FDI发展，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上，该
研究将FDI与东道国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有助于丰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内涵，推进FDI与东道国
之间关系的研究，进而可以为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提供研究参考。实践上，《FDI与东道国可持续发
展关系研究》的研究有助于为中国制定外资政策和可持续发展政策提供决策参考，同时，政策建议中
提出的定量化政策控制指标，有助于提高相关政策的可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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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历史无法改写，当代人就应该解决好当代面临的发展问题，并为子孙后代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自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逐步重视可持续发展问题，并参与和推行了一系列有效的政策和
措施。1979年以来，中国签署了一系列国际环境公约与协议，主要有《关于保护野生生物资源的合作
协议》、《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荒漠化公约
》等。中国政府于1991年6月在北京率先发起了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会议通过了《北京
宣言》，表明了中国政府对环境与发展的原则立场。1992年，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率团参加了联
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并签署了包括《21世纪议程》在内的多个承诺文件。1994
年，中国政府制定并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和发展白皮书》，系统地提
出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政策和行动框架，这是全球第一部国家级的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
议程》是中国走向21世纪的政策指向，是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计划的指导性文件。它将经
济、社会、资源、环境视为密不可分的复合系统，构筑了一个综合性的、长期的、渐进的可持续发展
战略框架。　　2003年10月，中共第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把它的基本内涵概括为：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统筹
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
要求”。2007年10月，在中共第十七大会议上，科学发展观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将可持续发
展的思想纳入一个政党的执政理念并作为治国施政的原则和导向，这在世界政坛上是少有的。此举也
充分显示出中国在推行可持续发展上，已经走出了坚实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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