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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前沿技术用于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循环经济的行动呼吁” 

2019 年 5 月 13 日 

 

引言 

2019 年 5 月 13 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十三届信息通信技术、环境和气候变化研讨

会认识到前沿技术具有变革潜能。人工智能（AI）、物联网（IoT）、大数据分析、5G、

数字映射（Digital twin）、分布式账簿技术、增材制造、机器人技术、边缘计算、增强和

虚拟现实等，可以协助降低碳排放提高气候抵御能力，支持向循环经济过渡并提高对气候

问题的认识。因此，前沿技术是相关利益攸关方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

和实现《新城市议程》、《气候变化巴黎协议》和《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愿景和目标

的重要机遇。 

 

专题讨论会特别确认前沿技术有助于实现以下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目

标 2“零饥饿”；可持续发展目标 3“健康与福祉”；可持续发展目标 6“清洁饮水和卫

生设施”；可持续发展目标 7“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可持续发展目标 8“体面工作和

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目标 9“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目标 11“可持续

城市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目标 12“负责任消费和生产”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13“采取紧

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研讨会亦顾及《议程》不让任何人掉队的承诺。 

 

然而，颠覆性创新的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挑战。真正的风险是那些无法获得信息通信

技术的人可能会落伍，因为新技术可以取代传统或非正规劳动力。在全球南方国家（意指

发展中国家），妇女和其他边缘化群体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加剧的风险尤其高。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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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处理可能会产生强化现有偏见和刻板印象的算法。发展中国家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

匮乏也阻碍了它们利用前沿技术加快这些国家确定、减轻、适应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扭转气

候变化影响，同时完善政策，支持循环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行动。此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均缺乏支持数字技术行业加快有效气候和循环行动的一体化政策。前沿技术本身也在

产生不容忽视的排放。 

 

因此，应以战略、包容且有意义的方式开发前沿技术。必须采取适当措施应对与部署

前沿技术相关的问题。 

 

 
为此，我们出席第十三届信息通信技术、环境和气候变化研讨会的与会者建议采取以

下行动： 

 

1. 促进人工智能和其他前沿技术的使用，以加快气候和循环经济行动：前沿解决方

案利用数据发现模式并分析能源和材料消耗情况。其结果可使行业和企业优化能源

和运营效率，从而显著提高供应链管理中的环境可持续性。大数据和预测分析为利

益攸关方提供了关于其周边社会经济和空间动态情况的重要信息。此举允许将气候

薄弱环节评估纳入空间规划和城市设计中，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城市减排的潜力。

实时信息还通过特别增强农业中的气候监测和风险定位能力，提高气候抗御能力。

此外，前沿技术在改善信息通信技术产品的生命周期评估和将理念转化为可执行

计划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计划可为企业在其产品中实施相关生态设计准则

提供信息。 

 

2. 建立一个全面框架，确保积极的技术颠覆：建立一个全面框架，界定前沿技术的

目标和边界，并使颠覆性创新与国际社会的共同目标和愿景，特别是可持续发展

目标、《巴黎气候变化协议协定》和《新城市议程》保持一致。它将为各行业和企业以

及各级政府提供对脱碳社会（decarbonized society）的基础性了解，从而改进问责

和透明度，同时确保前沿技术的应用可持续、包容和合乎道德，且这些技术的福祉

可惠及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在这一过程中，应评估不同背景下的现有架构，并认

识到对技术使用至关重要的文化结构和规则，同时应坚持不伤害原则。在可能的情

况下，应在开发、测试和使用这种前沿技术时采用广泛参与和民主的进程； 

3. 鼓励利益攸关多方伙伴关系和国际合作，促进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需要加强行

业、企业、政府、学术界、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以及其他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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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筹措和分享关于最新创新的知识、资源和专长。还应推动支持青年、妇女和边

缘化社区参与决策的技术和论坛。收集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观点和专业技能的国际

平台是推广最佳做法和加强利益攸关多方伙伴关系与合作的重要渠道。它们允许在

国际层面反映边缘化群体对可持续发展做出的贡献，从而鼓励所有人的公平发展。 

 

4. 实施国际标准，统一部署下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并评估前沿技术的环境影

响：国际标准，如国际电联的建议书以及其他国际框架和准则，如联合国《全球契

约》的十项原则，都包含重要的导则和工具，支持各国政府在各个层面实现和/或

协调前沿技术的部署。它们还协助行业和企业确定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环境要

求，并评估这些技术的环境影响。依托主导行业和企业的远见和专业技能制定的国

际标准是促进和分享应用前沿技术最佳做法的关键。 

 

5. 提高对前沿技术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循环经济中所发挥作用的认识：应使行业、

企业和公共部门认识到前沿技术在减少碳排放、提高气候抗御能力以及减少废物产

生方面的潜力。一旦他们意识到减少其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的好处，以及前沿技

术为实现气候变化的转型适应带来的机遇，他们就更有可能接受数字转型。因此，

必须在各国和国际层面更多地组织宣讲活动。 

 

6. 降低信息通信技术相关电子废物的负面影响，以促进应对气候变化和转向循环经

济：必须评估前沿技术相关电子废物产生的环境影响，并以包容和高效的方式妥

善应对。鼓励最佳做法和生态设计原则，利用前沿技术可有助于每年减少数吨温室

气体排放，同时改善公共卫生、工作条件和环境。 

 

7. 指导前沿技术采用科学方法减少社会温室气体排放和促进循环经济：行业和企业

应利用其力量降低自身和社会排放，支持循环经济。这需要连贯的政策来阻止污染

行为，同时推广包容且环保的业务模式和解决方案。应利用前沿技术增进各层面的

学习，宣传成功的政策。 

 

关于第十三届信息通信技术、环境和气候变化专题讨论会的更多信息，可查阅： 

https://www.itu.int/en/ITU-T/climatechange/symposia/201905/Pag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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