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的全球性问题

 马克萨科夫斯基

现在世界上面临的几个大的问题
。

!
·

环境保护问孤 早在∀# 世纪∃# 年代
, ·

%
·

韦尔纳茨

尤曾指出
,

人类的经济活动对地理环境所施加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自然界本身所产生的地质过程
。

。

本世纪后半叶 社会和自然之间的 《物质交换》涉及到更大的规模
。

自然资源的利用与城市化
、

业化和农业集约化过程直接成比例的发展
,

而且这一过程带有全球性质
,

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

世界上所有国家
。

随之而来的是剩余树噢卿
题

。

‘& ∋# 年返回自然界的生产和生活剩撇竟达∃# ”

亿吨
。

到∀# 世纪末预计可能增加到 !# ##亿咚丁
由于金属及其化合物

,

化肥
、

农药
、

放射性物质
、

工业
、

农业和市政生活污水以及固体和气

体微粒排放进入岩石圈
、

水圈和大气圈造成三大圈的污染
。

世界上固体剩余物
,

其总量估计为

!# (卜
一
!∀# 亿吨

。

仅美国每个公民平均一年排泄一吨固体垃圾
。

每年世界上排放的污水接近 !# ## 公

里” ,

为了对这些污水进行稀释需要!# 倍多的净水
。

这就是说
,

人类要动用各大河川所储存淡水 (∃

万公里
”)的大部分

。

每年向世界大洋排放的石油和石油产品不下 !# ## 万吨
∗

由于矿物燃料的燃烧

每年落入大气圈中的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在∀ ## 亿吨以上
,

它们是构成酸雨的主要来源
。

因此
,

到∀# 世纪下半叶环境的状况严重恶化
。

有些国家和地区
,

人为巧染相当严更
,

以致构

成了生态危机
。

这首先应归罪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

世界上∀+, 的环境污染是由他们造成的 (其

中美国占,# 肠
,

西欧占∀# 肠 )
。

尽管发展中国家污染在世界上所占比重相当小
(
、

!,肠 )
,

然而他们的

生态问题也相当尖锐
。

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类似问题 (占所有污染的 !+∃ )
。

尽管做到合理使用自

然资源
,

人口和生产对环境所造成的压力也在增长
。

同时
,

丝犬吐经济本身也不能确保对环境不产

生 负作的影响
,

特别是在部门经营观点情况下更是如此
。

世界性生态问题表现在几个方面
,

如保键
、

经济和美感等方面
。

解决的途径有
∗

第一
,

建立

各种净化设施
,

使用含硫少的姗料和垃圾再处理等
−
其二

,

向《干净的》(污染物少和无污染物的 )

的生产工艺过渡
,

这是一条主要途径
。

因为它不是简单地减少污染物
,

而是预防对环境的污染
。

第三个途径是
,

合理布置有污染物生产的企业 (黑色和有色冶金工业
、

化学
、

石坤化学和纸浆造
纸工业)

,

它们是对环境影响最大的一些企业
。

解决环境保护问题分不同层次
。

在国家这一级有!# #多个国家在自己的政府机构中设有专门的

环境保护机构
·

大区和全世界这一级中
,

也有相应的机构
。

这类机构对保护象大气圈和世界大洋
这类自然财富是极为重要的

,

从其特点来看
,

它们不仅是国家财产
,

也是全人类的财富
。

例如许

多学者们认为
,

由于大气圈中阻碍地球热辐射的二氧化碳的积叠
,

平均气温逐渐可能升高 ,一∃℃
,

从而将导致全球性的气候变化
。

这个假说称之谓 《温室效应》假说
。

联合国组织公布了 《自然保护世界战略》一国际性文献
,

它是包括改 善我们星琢里态状况的

全世界各国全面合作计划
。

拟
口问题泄界人

口已达到.# 亿
。

预计到本世纪末
,

可能超过/# 亿
。

人 口这样快的增长则是

亚洲
、

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在∀# 世纪后半期发生人口 《爆炸》 的结果
。

现在这些国家人口的增长

占世界人 口总增数的 &八0
。

他们在世界总人口数中所占的比例也相应有所增加
∗

现在已超过 1+ 艺
,

到本世纪末将超过军,
。

社会主义世界人 口所占比例从 !& .# 年的// 2 增加到!邪3年的∋. 2 − 到即 (川

年可能增加到 4∀2
。

据学者们推测
,

到∀() ()() 年进入世界人 口最多国家行列的!. 个国家中有!# 个是发展中国家
∗

亚
·

, 4
·



·

洲的印度
、

印度尼西亚
、

巴荃斯 5以
、

孟加拉国
、

6日7
十

宾
、

泰国
、

土耳其
,

非洲的尼日利亚
,

拉丁

处洲的巴西和墨西哥
。

到本世纪末人 口将达到川阴万的 ∀. 个城市中
,

大多数也是在发展中国家
。

墨西哥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城市 (居民在 , # # #万人以上 ,
。

圣保罗
、

里约热内卢
、

孟 买
、

加尔

各答
、

雅力哒和开罗将出现在前!咯城市名单中
。

人口年龄结构的年青化 (现在世界上有一半以上人 口年岭在∀ .岁以内) 与人 「! 《爆炸》有关
。

这样可以保证精力旺盛
,

劳动力资源的增加
。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
,

有碍于克服经济和社会落后
,

保证人们有粮食吃和有工作做
,

消除文盲
,

换句话说 《吞噬》 了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成果
。

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部分学者认为
,

发展中国家的人 口 《爆炸》并非遥远就将导致地球人 口的

绝对过剩
。

他们预测
,

到∀! 洲年我们星球上的人口 可能达到相 3亿
,

而人口 密度达 到一平方公里

!∀。人
。

在较远的未来
,

将会出现以万亿计的惊人的数字
。

资产阶级的学者们认为
,

人类能否活 下

去首先要看咖
成
卿解决人口迅傅瞬

的问题
。

主要的出路是他们应自愿地
、

甚至是被迫地。

绝生育
,

过渡到所谓的零的人 口生长
。

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们和大多数西方学者都坚持现代人 口 《爆炸》这样的观点
,

它不是长久

现象
,

它的顶峰马过去
。

事实上
,

/() 年代世界人 口自然增长率的平均速度为 ∀ 肠 ( !#8) 。人口 为∀#

人)
,

∋# 年代的后半期下降到! ∋肠
,

劝年代的前半期降到! /肠
,

据统计到本世纪末将减少到! .呱
。

当然这个趋势是由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执行旨在降低出生梦和天然增长率政策所得结果之
一

。

但是仅靠一项政策是不能保证人口问题得到顺利解决的
。

这些学者们把最近发展中国家降低

人 口的天然增长率首先看作是这些国家经济
、

文化
、

教育

的必然结果
。

他们认为
,

将地球
9

:的人 门不丫仁在 !() 3亿一 !毙
和城市化过程和吸收妇女参加生产

水平上大约需要 ;肋年的时间
,

在这

尸

样的条件下男人和女人的平均寿命大约为∋. 岁
,

而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指标将保持在 <, ∃输
。

这个

假设被命名为地球人口数量稳定学说
。

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学者和许多西方学者们把人类人口的未来首先与人类的经济和社会进步联

系在一起
。

联合国通过并执行者 《人 口领域的全世界活动计划》
。

, 能源和原料问题
。

能源和原料问题
,

主要是对人类燃料和原料的可靠的保证问题
。

以前曾出

现过资碑保证危机问题
,

但这只涉及到一些地区和国家
。

只是在∀# 世纪后半川
一

才出现完全不同的

新情况
,

如地区性的
,

甚至全球性的某些自然资源供应短缺
,

其原因有以下几种
∗

第一
,

现代生产中使用的能源和原料资源迅速增加
。

仅在战后时期
,

从地 下开采的燃料和矿

产原料的数量比人类有历史以来所开采的还要多
。

全世界矿产开采量每!/一∀() 年翻一番
。

其二
,

某些能源和原料资源所探明的储量相对有限以许多种燃料
、金属和非金属矿 (石油

、

天

然气
、

铅
、

锌
、

锡
、

石棉炎仅右扳元十年才开始开采
。

森林资源保证率迅速下降
。

第三个原城
,

世界各地区和国家
,

其自然资源保证率是不同的
。

尽管这些资源分布相当厂
’ ,

但地理分布相当集中
,

比如总共 . 个国家一苏联
、

美国
、

加拿大
、

澳大利亚和南非所拥有的燃料

和原料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以上
。

第四个原因
,

也是个主要的原因
,

资本主义国家国际劳动分工不平等
。

近几十年来
,

帝国主

义垄断组织加快在加拿大
、

澳大利亚二南非和美国一部分地区开采矿产
,

他们已成 了资本主义世

界市场的最大燃料和原料供应者
。

但是
,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要依赖于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原料和燃

料
,

特别是石油的供给
,

目前这种依赖程度还很大
。

发展中国家矿产原料的开采量超过自己需要

的两倍
。

所有《剩协产品几乎全部流入西方国家
。

总之
,

原料储备
、

开采和使用之间存在着很大

的地域脱节
。

在非社会主义世界矿产原料储备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占的比例为∃# 肠
,

开采量占/=) >+#
,

使

用量占4. 肠
,

而发展中国家所 占的相应比例为/# 肠
、

∃# 肠和 !. 肠
。

对比这些数字可以看出
,

发展

中国家 (加拿大
、

澳大利亚和南非) 仍然是西欧
、

日本和大部分美国的燃料和原料的主要供应国
。

·

,&
·



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需的嫩料和原料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从亚洲
、

非洲和拉丁洲洲国家进口
,

在4# 年代初
,

这种依赖程度平均约为∃# 2
。

在保持日本
、

西欧和美国严重依赖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燃料和原料的条件下
,

世界资本主义经

济 《中心区》 和 《边缘区》 之间矛盾的加剧在∋() 年代的初期导致发生能源和原料危机
。

社会主义友好国家依靠自己的丰富的燃料一原料基地
,

其经济发展受世界资本主义燃料和原

料市场波动的影响比较小
。

这些国家没有发生过能源和原料危机
。

但是这些国家的燃料和原料的

开采条件恶化
,

开采转入 自然条件极端复杂的地区
,

成本很高
。

因此能源和原料问题己成了全人

类的全球性问题
。

许多资产阶级的学者认为摆脱现在的局面就是要放慢经济发展速度
,

不然的话
,

再过.# 一 !# #

年不能更新的自然资源将被消耗殆尽
。

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和大部分西方学者则坚持另一种比较乐观的看法
,

他们首先从科技革命

为世界能源和原料部门提供的可能性出发
,

科技革命的成就已经或者将能够提高旷产开采系数
。

减少在矿产加工和使用中所受的损失
,

为开发新资源和开发新资源区创造了条件
,

·

能用人造材料

代替大部分天然原料
,

利用新的获得能源的资料
,

包括热核合成物和新的能源运输方法
。

因此从理

论上讲不能说世界能源与原料资源有耗尽可能
。

因此说能源和原料 《饥荒》 在可预奥到的未来不

会危协人类
。

东粮8 闷几保证世界迅速增长的人口有粮食吃
,

这是人类面临的最为复杂的全球性问题之一
。

学者仁队为
,

每个人每天所需要的热量
,

其医学定量不能少于 ∀∃ # #千卡
。

但是重要的不仅在于食

品的数且
,

还要考虑食品的质量
,

首先是食品动物蛋白的保证量
。

现在地球
9

:只有三分之一的人

口
,

其食品有足够的热量和合理结构保证
。

在社会主义协作的国家里
,

食品总热量的保证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 (口平均热量为,∀/ #千卡)
。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以增加肉
、

菜和水果改善食品的结构
。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

粮食生产的增长大大超过了人口的增长
,

他们的食品平均热量指标

比较去
‘

(, ,# #千卡+ 日、
,

但是他们的差别是很大的
。

在美国
,

资本主义世界物质最丰富的国家
,

却

有,# ()() 万人吃不饱肚子
。

发展中国家的粮食问题极为复杂
。

他们的粮食产量仅占世界粮食产量的三分之 一
,

肉
、

奶和

蛋生产占!.一∀# 2
。

例如
,

在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
,

每人每年平均食用的肉类总共才有 ! 公斤

(美国
、

法国和澳大利亚在 !# #公斤以上) ‘ 这些国家的平均食品热量为∀ ∀ ## 千卡+ 日
。

只有∀ #个发展

中国家
,

其食品在质量和数量上达到标准要求
,

大多数国家居民食品热量不足
,

特别是蛋白质不

够
,

反映在人们的健康
、

工作能力
,

甚至是聪明才智上
。

发展中国家有1() 亿多人 口长期生活在营养不足条件下
,

而有 . 亿人 口滨临饥荒
。

饥饿地理首

先分布在非洲
、

南亚和东南亚最贫困的国家
,

那里有四分之一的人 口处于饥饿死亡的边缘
。

发展

中国家在加年代的前半叶遭受李吐战后最可怕的灾害
。

干旱和其它自然灾害蔓延到约.() 个国家
。

特

别是位于萨赫勒地带的非洲国家和孟加拉国
。

为了摆脱饥饿的威胁
,

几十个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粮食
。

他们已成

为世界市场小麦和稻谷主要进口国
。

为了进口粮食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

而美国却成 了谷物的主要

出口国
。

最近的特点是
,

西欧国家的垄断组织在发展中国家 (除生产传统的热带作物之外) 组织蔬菜
、

饲料
、

牛肉生产
,

从中谋取暴利
。

但是这些产品几乎分配不到亚洲
、

非洲和拉 ?
一

美洲国家人民手

中
。

因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国家公司
,

其口号是《自己养活 自己》
。

但是据联合国预测
,

到本

世纪末世界上的饥饿人数也难以减下来
。

解决全球性的粮食问题
,

有两个途径一粗放和集约耕作一可供使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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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笼粗放途径首先在于进一步扩大耕地
、

牧场和渔业用地
,

这种可能炸还是有的
,

因为在我仁

星球上适宜农业的土地总面积为,# ∀亿一,# ∃亿公顷
,

而且前所使用的不到一半
。

非洲和拉 丁

洲没有使用的土地最多
。

但是也应看到
,

一部分已开垦的土地 由于遭受授蚀
、

盐渍化和荒漠化不

得不退下来休耕
。

而且开垦新土地
,

特别是湿润的热带和 1’旱地区要花费很大的代价
。

集约途径首先在于进一步提高农作物畜牧业和渔业的产量
,

应用育种
、

生物工程和 」∗壤改良

最新成就
。

获得高产和稳产的一项极为谊要的途径就是采用人工灌溉
。

在4() 年代的中期
,

灌溉耕地 全世

界只有!4肠
,

然而它们养活着地球上 !# 2 以上的人口
。

有 !#。多个国家经营灌溉农业
。

在亚洲灌溉

农地所占比例最高 (三分之一以上 )
。

据推测
,

到本世纪末
,

灌溉耕地面积约增加到∀∋ 肠
。

生产的

进一步机械化和化学化
,

减少产量的损失
、

高产和稳产作物品种的培育具有重大意义
。

美国
、

苏

联和其它一些国家开始以天然原料蛋白为基础
,

采用新的非传统的获取食品产品的人工方法
。

据统计
,

在!&4 #一 ∀# ()# 年间
,

为了保证地球上的人口有粮食吃
,

世界上的农业产量至少要增

加一倍
,

而到∀! 世纪中叶要增到 . 倍才行
。

只有采用农业集约化才能达到上述 目标
。

因此
,

在解

决人类粮食问题时集约方法则是主要的
。

依据各种计算
,

即使是采用现代的农业技术
,

我们的星

球也只能养活!# #一 ∀#() 亿人 口
。

.泄界大洋的利用问题
一世界大洋占地球表面 ∋峥

,

在国家和民族交往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

但

是在∀() 世纪中叶以前
,

世界大洋在很大程度上还是 《经济处女地》
。

主要使用的是它的渔业资源

人类在大洋中的各种活动所得的收入仅占世界收入的 !一 ∀ 帕
。

然而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
,

大规

模地开展了世界大洋的全面研究和开发
。

世界粮食形势严峻提高了人们对世界大洋的生物资源的兴趣
。

国际劳动地理分工的深化和世

界贸易迅速的增加
,

导致货物运输的增饥 在大洋的上空开辟了许多航线
。

工业生产向海洋转移

促使许多沿岸地区蓬勃发展
。

《大洋居民》 (船只的工作人员和旅客 ) 目前有∀() 《。一洲《,万人
、

至少

是 1 亿人的生存来源的基地
。

因此
,

世界大洋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虽然增加了
。

大洋成了紧张的科研和生产活动场所
。

在

世界经济中增添了一个特殊范畴一海洋经济
。

到4() 年代中叶
,

在大陆架范围内勘察石油和天然气的已有 !#

国家
。

有!#() 3多个石油和天然气产地被开发
,

钻探 ,
‘

万多个海上

右个国家
,

进行开采的郁.个
∗ ,

几千个海上钻井平台在作

业
。

在利用海洋能源和矿产资源方面只是作出初步的努力
。

科技革命成就为提高下列产品产址捉

供新的可能
,

如开采石油和天然气
、

固体矿产 (包括在深海部分发现的大量的铁锰结核 )
,

从海水

中提炼重氢和其它溶解在海水的物质
,

此外还可修建大型潮水发电站
、

利用巨大的海流能和海水

淡化
。

世界大洋所提供的交通运输条件远没有充分利用
。

世界大洋作为贸易肺直的作用将随若国际

商品交换的增加
,

海船及港口的改善而扩大
。 ·

不远的将来
,

世界大洋在人类生物资源生产中的贡献将会有很大发展
,

目前仅占 ∀ 2 据了
≅

者计算
,

目前渔类和海洋产品的开采量为 ∋ .# # 万一4 # ##万吨
,

将来每年也不应超过 ! 亿一 ! ∀ #亿

吨
,

海娜蝇应特别珍惜
。

这里主要的前景与发展海洋作物有关
。

发展海洋作物这意味着通过建立海洋种植场从传统的

渔业 (可与陆地的狩猎相比) 向海洋生物资源科学再生产过渡
。

这类的种植场的产龟已 占海水中

生物的总产 8 的!# 肠
。

日本这种种植场最为发达
,

而苏联
、

美国
、

中国
、

印度
、

印度尼西亚
、

法

国和英国等也有海洋种植场
。

丘宇宙空间和平利用问题
。

宇宙空间和平利用为科学
、

技术和发展生产以及获取地球及几资源

!!



进入成熟期的 国际遥感学界

Α
。

5
。

> Β Χ Δ

在向国家研究委员会!& 4, 年提交的 《实施中的国际地圈一生物圈计划
∗

全娜艾化的研究》报

告中
,

赫伯特
·

弗里德曼强调
“

用于大气
、

地质
、

生物和海洋状况遥感的新技术的实力
,

预示着

对我们掌握全球状况和了解全球变化的手段所发生的一场重大改革
。 ”

自那时以来的五年中
,

我们看到了遥感测量方法对上至臭氧洞
,

下到海洋生态系统等重大课

题的影响
。

除了科学界近期起草的其他许多报告外亏由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夭局 ( Ε Φ Γ Φ) 空间应

用咨询委员会 !& 4∋ 年草拟的题为 《把遥感技术与全球需要联系起来
∗

战略远景》 的报告
,

对这种

预示进行了更适合新的
勤

的修改
,

指出当今技术的发展
,

如何为对可更新的土地和森林
咖

,

不可更新的战略资源和大气与海洋预报具有重要国家意义的攀舞殊取计划的制定
,

提供了条件
。

所

有这些都是全球变化的关键要素
。

预示即将实现
。

而且地球遥感卫星的活动范围业已扩展到整个国际活动中
。

美国
、

苏联
、

法

国
、

印度
、

日本和欧洲空间局提供了目前的地球遥感极轨道和地球同步卫星运行系统
。

除上述国

家外
,

加截大
、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意大利也在制定地球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研究使命的计划
。

美国的工作涉及了陆地卫星
、

海洋卫星
、

地球辐射收支实验装置 (Η Ι Η 》
、

高层大气研究卫

星 (ϑ Φ Ι Κ )
、

Ε Φ Κ Φ 散射计 (Ε 一Κ Λ Φ Μ ) 和海洋面起伏测量卫星 (Μ0Ν Η Ο+ Ν、ΧΠ ΘΧ  ,

与法国

合作) 的许多领域
。

重力与磁场测量的可能性也正在考虑之中
。

值得注意的重要一点是
,

该项技

术的效果己得到普遍认可
,

并正迅速地与其他国家制定的研究任务密切结合起来
。

法国!& 4/年发射的斯波特卫星 ( Κ Ν0 Μ
,

地球观测试验系统)
,

是提供可供使用的土地利用与

调查监测系统的美国陆地卫星计划的一个继续
。

!& 4∋ 年日本发射的海洋观测卫 星
,

提供了海面状

况和大气层的观测结果
。

印度的遥感卫星为自然资源的管理提供了农业
、

地质和水文数据
。

该卫

星发射于 !& 4∋年
。

苏联的地球遥感也负有重要的使命
,

只是详细情况很少为人所知
。

从近期来看
,

定于 !&& #年发射的欧洲茎向病遥感卫星
( Η Γ Φ 一 ! ) 将提供海洋

、

沿岸水体
、

油田和陆地的全天候图象
。

日本拟定手∗。&∀年发射的地娜姗凉遥感卫星
‘5Η ΙΓ 一 − )将提供全球矿

产与能源资源的开发
,

农业与林业资源的管趣
,

和土地利用规划用的环境监测数据
。

计划于! & &∃ 年

发射的加拿大雷达卫星 (Ι > Θ > ΔΓ> 8)
,

将提供北极地区
,

农业
、

林业
、

水资源和洋面的高分辨率研

究资料
。

意大利正计划发射一颗测量大陆板块运动的激光地球动力学 ∀号卫星 ‘: Φ Ρ Η 0 Κ一 ∀ )
,

该计划于 !& &,年开始实施
。

最后
,

我们注惫到日本正计划发射一颗能提供大气和洋色测量数据的

尖端地球观测卫星 ( Φ Α Η 0 Κ )
。

上述大部分正在执行或计划执行的使命
,

是计划于九十年代中期送入太空的一主要系统一

声
,

如 今 “
,

口 , 小 , , =一
、 乞毋咨 石

、

乎户 户 , 月 ‘自 户 , 。, 。口 币口 月 ∃ 声叮 户侧。 声 口‘口 份 护 , # 户 户 , 沙母 ‘ 巴序侧协

信息开辟 了广阔的前景
。

从宇宙研究地球颐琢百主要在于扩大观测视野
,

一次观测可以看到地球

表面 !加一 !∀# 万平方公里
,

苏联宇宙飞行员曾这样写到
,

在布拉格上空某个地方 从左面可以观测

到整个波罗的海 从右边可以看到整个黑海和整个土耳其
、

全部里海
、

整个伏尔加和伏尔加河流

域
,

从后能浏览整个欧洲
,

从比利牛斯山脉到英国
,

此外还能看到大半个意人利
。

宇宙空间和下井发利用与应用宇宙技术
、

逐渐
⋯
卖现宇宙工业化和应用宇宙能源资源密切相关

目前已拟订了发展
’

卞宙太阳能发电站计划
,

这类发电站 可建在离地面 ,/(Σ() 。公里的赤道轨道上
‘

’

跃辉摘译 自《 Δ Χ 3 Δ Τ >
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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