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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类活动对环境，尤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地球生命面临的益发重要的问题。改善环

境状况、遏制全球变暖、强化资源管理、提高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提高民众意识，都是

必须迫切解决的全球性重大难题。事实说明，信息通信技术（ICT）可在帮助社会缓解和适应

气候变化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ICT技术目前已进入了全球几乎所有的社会和经济部门。数字革命和ICT的普及使人们生

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使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ICT行业占全球温室气体（GHG）

排放的2-3%左右。但另一方面，ICT解决方案又具有提高经济和社会运行效率的极大潜力，

既可以削减其余97-98%的排放量，也可以改善所有经济部门的运行情况。 

世界各国政府和商业团体采取了一系列有关ICT和环境的计划和举措，以应对环境挑战，

尤其是全球变暖、能源生产及使用和资源枯竭的问题。但认为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都已认清了这些威胁和发掘ICT积极潜力的方法，尚为时太早。 

2010年10月在瓜达拉哈拉召开的国际电联全权代表大会（PP-10）通过了有关电信/信息

通信技术在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的新决议1。决议提出有必要帮助发展中国家掌握

利用ICT潜力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还必须推动能源和资源节约型ICT设备和解决方案的制定、

落实和采用，使环境变得既清洁又安全。 

在中东北非区域，越来越国家的政府，包括埃及政府，通过了雄心勃勃的智能或绿色ICT

计划。这是一项与主要利益攸关方合作开展的活动，力图确保绿色ICT成为可持续的绿色增长

的组成部分。 

埃及通信和信息技术部和国家环境事务部举办的国际电联第5届“ICT、环境和气候变化”

专题研讨会，在提高人们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使人们了解到发展中世界，尤其是非洲

大陆和阿拉伯国家区域利用ICT应对气候变化的情况。专题研讨会的日程包括发言者名单，请

见： 

http://www.itu.int/ITU-T/worksem/climatechange/201011/programme.html 

为此制定的这份路线图旨在使各级政府的决策者和ICT利益攸关方进一步了解，ICT在提

高环境可持续性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 

2 关于“ICT和环境可持续性”的开罗路线图2 

无论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机构、公众和国家发展利益攸关方，都需要了解环境和气候

变化的意义和影响，以及与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相关的具体的国家风险。还需要采取类似措

施，在限制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整体风险的同时，帮助人们了解在总体上与更多利用ICT和在具

体上管理环境相关的机会和风险。 

  

____________________ 

1  国际电联的新决议“电信/信息通信技术在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2010年，瓜达拉哈拉）。 

2  以下称为“开罗路线图”。 

http://www.itu.int/ITU-T/worksem/climatechange/201011/program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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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上的磋商建议利用以下措施和行动3构成了一份路线图，以增强各国和管辖区域基

于ICT的环境支持能力，即提高环境意识和开展环境研究和管理的支持能力。这些措施和行动

旨在改善与ICT自身的生产、使用和淘汰直接相关的环境状况、扩大ICT在建筑和城市系统、

运输和发电与配电等其它领域的影响，并促进系统性的行为变革。 

措施1：就有关使用绿色ICT的优势共享最佳做法并提高意识 

• 推进和在可能的情况下做出广泛共享最佳做法和交流信息的计划，以便在公共和私营

部门最大限度的传播绿色 ICT 和“智能”ICT 解决方案，其中包括有关衡量 ICT 的环

境以及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的最佳做法的信息。 

• 促进与绿色 ICT 相关的教育、培训和技能的发展，以满足各级对环境技能和专业知识

的需求。鼓励就加强绿色 ICT 教育与培训并培养绿色 ICT 干部开展跨学科合作。 

• 提高公众对使用 ICT 对环境影响的认识。根据 ICT 商品和 ICT 解决方案的使用周期评

估，广泛推动标准的制定和采用。最大限度地传播 ICT 环境影响的知识。 

措施2：展示成功和可行性 

• 推动 ITU-T 第 5 研究组“ICT 环境影响评估方法”4建议书等方法，以及测量和监测

ICT 设备和服务整个使用周期的环境影响指标的制定工作，其中包括对隐含温室气体

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基线测量。利用可比的评估方法对“智能”ICT 解决方案和管理做

法（如智能运输或建筑管理系统）的潜力进行评估，以降低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5。 

• 利用试点和旗舰演示项目帮助建筑、运输和能源系统部门推广有前景的“智能”ICT

解决方案。 

措施3：接纳私营部门、民间团体和学术界的参与 

私营部门、社会团体和学术界可在通过创新保护环境、利用ICT妥善管理环境并应对气候

变化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 确保全程关注用于可持续管理处于生产、使用和终结使用阶段的自然资源和材料的

ICT 和 ICT 相关解决方案。推出统一的环保和对社会负责任的 ICT 研发、设计、生产、

使用和淘汰制度，并在具有环境效益的地方延长其使用寿命。 

• 鼓励 ICT 部门投资于适用的 ICT 应用。 

• 厉行净污染方付费的原则。 

____________________ 

3  本文件提出的一些措施和行动源于2010年经合组织理事会有关信息通信技术和环境的建议书和“用

于电子环境的信息通信技术 – 供发展中国家使用的侧重气候变化的指导原则”，原文见

http://www.itu.int/ITU-D/cyb/app/e-env.html。 

4  ITU-T第5研究组，见http://www.itu.int/ITU-T/climatechange/。 

5  请见http://www.itu.int/ITU-T/worksem/climatechange/201011/中国际电联支持开展的评估实例，这

项埃及试行的评估工作旨在评估利用ICT降低城市环境的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潜力。 

http://www.itu.int/ITU-D/cyb/app/e-env.html
http://www.itu.int/ITU-T/climatechange/
http://www.itu.int/ITU-T/worksem/climatechange/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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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电子垃圾和有害废料而言，遵守多边环境协议和国家规定提出的现行义务，即出口

前获得事先知情同意的义务，确保进口国能够在国际机构技术援助的支持下掌握环保

地回收和处理电子垃圾的技术能力，还要遵守延伸生产者责任制的原则。 

措施4：扩大国家、区域和国际合作 

在国际、区域和国家层面开展合作，推动向可持续的低碳经济、绿色投资和自然资源可

持续管理的方向过渡，开发和推广清洁技术并最终鼓励发达国家支持发展中国家采取的行动，

包括通过国内政策改革实现更环保的增长。 

• 促进 ICT 和非 ICT 公司、国际组织、研究机构、各国政府和民间团体之间的合作和知

识交流。 

• 力求将 ICT 政策纳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等国际组织就环境变化开

展的持续对话。 

• 努力使 ICT 政策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相结合。 

• 推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就环境可持续性开展的ICT合作，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

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以应对全球性环境挑战并强化国际治理，更好地

应对全球环境挑战，在制定合作计划时更加重视ICT与环境的关系，并在这一领域推

出更为协调一致的政策。 

• 为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提供充足财力，以便更好地利用 ICT 保护环境和加强技术转

让、传播和推广。 

措施5：将ICT、气候、环境和能源政策融为一体 

• 在ICT、环境和能源专家和决策者之间牵线搭桥，使ICT能够融入环境和能源政策，以

改善环境状况、遏制全球变暖、提高能源效率和改进资源管理。 

• 将 ICT 的利用纳入国家适应性计划，将 ICT 用作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有力工具。 

• 通过采取绿色 ICT 方式、政策、应用和服务，最大限度地减少公共管理对环境的影响，

实施的举措包括 (a) 在 ICT 商品的公共采购中更加重视环境标准并增加供应商的环

境创新；(b) 通过利用节能的“智能”ICT 应用（如照明、供暖和制冷以及建筑控制），

最大限度地提高公共设施的资源效率；或 (c) 通过减少通勤差旅的远程工作和视频会

议，提高公共行政管理的工作效率并实现体制变革，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 制定透明的政策目标和宗旨，改进政府的策略。定期对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评

估，以明确职责并增强责任心。在能够有效实行自我监督和自我报告的单位采取自愿

措施。 

措施6：制定和落实有利于增长的国家绿色ICT战略 

这项战略应着手解决全国、地方、城市和社区以及各机构层次的问题。绿色ICT战略被视

为国家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利用ICT支持妥善的环境管理和决策的战略和行动计划，应涉及

经济的所有部门和社会的各个阶层。应向有需要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支持，

帮助他们制定和落实绿色ICT战略和实施计划。这项战略所含的评估阶段应重点包括以下步骤

或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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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电子就绪评估，以帮助了解 ICT 在国家一级和环境部门的使用情况； 

• 开展情况分析，评估 ICT 在环境研究、管理和规划方面的使用情况； 

• 确定主要参与者和利益攸关方； 

• 确定在战略制定和落实阶段面临的差距与障碍，并报告应对这些挑战的成功案例； 

• 对某些关键问题进行研究，例如各国是怎样根据各项国际和区域公约和协议履行其义

务的； 

• 进行战略分析，确定利用 ICT 解决环境问题的目标、挑战和机遇； 

• 开展与其它国家或管辖区域进行国情比较和对照的基准研究，例如一个国家与其它国

家和管辖区域相比所处的地位； 

• 案例研究和最佳做法分析； 

• 可行性报告。 

 

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