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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特兰：多重身份的不凡人生
Brundtland: An extraordinary life with multiple 
identities
■文 / 黄晶  张贤  梁昱

2020年4月，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发表《新冠

疫情揭示了我们共同的人性和弱点》一文，呼吁世界

各国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以战胜

新冠肺炎疫情。许多人因此想起了这位在17年前曾带

领世界卫生组织（WHO）应对“非典”疫情考验的前

WHO总干事。与此同时，也想起布伦特兰这个为世界

各国熟知的名字以及她的多重身份：挪威首相、政治

家、外交家、环保主义者、女性平权主义者。 

一、前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
1998至2003年，布伦特兰担任WHO总干事。2003

年，“非典”疫情的暴发给WHO带来了严峻考验。布伦

特兰的医学背景使她在应对疫情过程中表现出了特

别的警觉性和职业素质。她指出，想要打赢这场没有

国界、不分种族、不分男女的无硝烟之战，全人类就必

须携手共同应对。“非典”疫情期间，布伦特兰曾做客

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4“抗击‘非典’，中国与世界

同行”特别对话节目，通过视频电话与北京小汤山医

院、友谊医院等医疗机构的一线医护人员进行交流。

布伦特兰说，中国政府和医护人员付出了艰辛的努

力，为有效遏制病毒传播扩散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WHO感谢所有参加抗击这场疫情的人们，感谢他们

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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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一份力量、每一份贡献。在她富有远见的领导下，

WHO积极协调世界各国联合抗击疫情，建立了广泛参

与的多边合作机制，最终有效控制了“非典”疫情的全

球蔓延。布伦特兰倡导的快速反应和信息公开原则被

认为是“非典”疫情被有效控制的重要原因，她因此被 

《科学美国人》 杂志评为2003年全球“年度领袖人物”。

2003年从WHO卸任后，布伦特兰依然密切关注

着全人类的健康问题，包括全球化对流行病传播的影

响等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作为全球防范监测委员会

（GPMB）联合主席，她在委员会2019年度报告中提

到：“全球化进程加剧了流行病的传播风险。根据人类

与疾病斗争的历史经验推断，全球随时可能暴发一场

快速传播的高度致命性呼吸道病原体大流行病，造成

5000万至8000万人死亡和约5%的世界经济总量损

失。这无疑将是一场灾难，而我们还没有做好充足的

准备。”不幸的是，报告发布后不久，新冠疫情在全球

范围内出现蔓延。

二、从挪威到联合国
在WHO的出色表现并不是布伦特兰首次向世界

展现她出色的领导力和协调力。在此之前，她已经是

挪威最为杰出的政治家之一。在她的政治生涯中，污

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一直是她高度重视的问题。

1939年4月20日，布伦特兰出生在挪威奥斯陆

的一个富有教养的家庭中。1963年，布伦特兰于奥

斯陆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与丈夫一同前往哈佛大学进

修，并于1965年取得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回到挪威

后，她供职于卫生部任公共卫生官员，开始在挪威政

坛崭露头角。

1972年，为了保护自然资源和控制环境污染，挪

威设立环境部，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政府中设立环境

部的国家。1974年，布伦特兰被任命为内阁环境部长。

1975年，布伦特兰成功当选工党副主席，并在两年后

成为国会议员。1981年，布伦特兰当选首相，虽然她

的第一个首相任期只持续了短短九个月，但九个月却

树立了一个年轻、果断、精力充沛的领导人形象，布伦

特兰在随后的1986年、1990年和1993年三度当选首

相，直至1996年辞职，前后共执政10年。

从担任挪威环境部长开始，布伦特兰就高度重视

瑞典、芬兰和苏联等邻国工业污染造成的酸雨对挪威

森林和水产资源的危害，以及苏联核污染、核泄漏的

潜在风险。就任首相后，布伦特兰更加重视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1977年，挪威北海Ekofisk油田发生重大

爆炸井喷事故，共有26.3万吨原油泄漏到大海中。这

是北海范围内发生的破坏程度最大和影响最恶劣的

石油灾难。布伦特兰第一时间赶往事故现场，紧急组

织开展海上溢油的围控回收工作，积极与周边国家协

调，提醒各国注意溢油防控。经过8个昼夜的连续工

作，成功防止了这起原油泄漏事故可能造成的重大生

态灾难。

布伦特兰在哈佛期间与杰出的公共卫生领域专

家一起学习和她后来从事环境保护工作的经历，让布

伦特兰对公共卫生和环境的关系有了深入认识，为她

从医学领域延伸到环境保护和人类发展领域奠定了

基础。随着在挪威环境部工作经验的不断积累和担任

首相后全局意识的逐步形成，布伦特兰越来越感到，

环境污染是全球性问题，只靠一个或少数国家的治理

是不可能完成的。布伦特兰的视野逐渐转移到了通过

加强国际合作来推动环境保护和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在布伦特兰第二次担任首相期间，应时任联合国

秘书长德奎利亚尔邀请，组建了由来自21个国家的科

学家组成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对世界环境

与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对策进行研究。

三、《布伦特兰报告》
1987年4月，布伦特兰领导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

委员会经过3年多的深入调查、讨论分析和广泛征集

意见，最终研究凝练完成了专题报告《我们共同的未

来》，也就是广为人们熟知的《布伦特兰报告》。该报告

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是人类环境发

展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特别是报告中关于可持

续发展的定义“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

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成为之后世界

范围内广泛认同的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标准表述，与

1980年出台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中关于“地

球不是我们从父辈那里继承来的，而是我们从自己的

后代那儿借来的”的名言一起，成为可持续发展领域

的永恒经典。

布伦特兰坚持倡导平等主义和全球参与，邀请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广泛参与，最大限度地

保障研究报告的真实客观，中国生态学家马世骏也受

邀参加了该项研究与报告编写工作。报告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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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布伦特兰亲自带领委员会成员到各国举办研讨

会，了解各国情况和不同利益相关方的特别关切和意

见分歧。一些参会者后来回忆，布伦特兰认真细致、真

诚坦率，从不错过倾听任何一个人的发言。最终，她领

导的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深入研究和相互理解的基

础上达成共识并形成了结论和建议。布伦特兰对人类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具有坚定的信念，“你要相信自己

的直觉，要能够坚持你深信不疑的东西，让别人能感

受到你的热情和说服力。”她多次表示，通过坚定的信

念和不断沟通，各国最终一定能够找出一条合作之

路。《布伦特兰报告》提出举办“全球可持续发展峰

会”的倡议得到采纳，1989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

44/228号决议，决定召开环境与发展全球首脑会议。

为准备这次会议，联合国于1990年开始组织起草会

议文件，凝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和目标，并着手

制定优先领域和行动计划。1990-1992年，国际社会

召开了多次全球性会议，各国政府集智聚力，探讨解

决世界面临的紧迫问题的有效途径，朝着可持续发展

成为全球发展共识的方向不断迈进。

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又称“地球

峰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这是继1972年6月瑞

典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环境与发展

领域中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一次国际会议。183个

国家代表团，7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102

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到会。时任中国总理李鹏应邀

出席了首脑会议并发表了讲话，并进行了广泛的高层

次接触。这次大会围绕环境与发展主题，在维护发展

中国家主权和发展权，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等根

本问题上进行了艰苦的谈判，达成了“共同但有区别

的责任”等公平对待环境污染问题各国责任义务的具

体条款。最后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

宣言》《21世纪议程》 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

3项文件。会议期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进行了开放签字。这些会议

文件和公约有利于保护全球环境和资源，要求发达国

家承担更多的义务，同时也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特

殊情况和利益。在发达国家生长和工作的经历并没有

局限布伦特兰的思维，对于如何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可

持续发展，布伦特兰有自己的见解。她认为，发达国家

应当提供资金援助和技术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避免

重复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环境

治理的成本不是发展中国家的账单，而是发达国家应

当为自己的过去所支付的账单。”布伦特兰说，“我们

应该用更清洁的技术、更绿色的生产方式、更环境友

好的政治决策和更合理的税收制度等来推动发展中

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召

开标志着成功将理念转化为行动的开端，从此“可持

续发展”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处理环境与发展问题的主

导理念，大会对主权国家的影响力和约束力也开始显

现。

《我们共同的未来》为布伦特兰在国际上赢得了

很高的声誉，在之后的职业生涯中，她从未停止对世

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几乎成为国际舞台上可持

续发展的代言人，她对可持续发展问题专注、倾心投

入、乐此不疲。2007年，68岁的布伦特兰被联合国

任命为“气候变化特使”，为推动温室气体减排行动和

应对气候变化积极奔走；布伦特兰还是联合国基金会

的董事会成员，积极致力于协调和筹募资金来支持联

合国解决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同时，她还是

由纳尔逊·曼德拉召集的全球知名领袖独立团体元老

理事会的成员，在维护中东和平、缓解南北关系上利

用其影响力和国际事务经验继续为世界和平和可持

续发展提供支持。

 

四、中国的朋友
布伦特兰对促进挪威与亚洲国家特别是与中国

的友好关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95年1月，她在亚

洲国家驻挪使节午餐会上提出“亚洲构想”，这个构想

的内容由加强政治磋商、发展经贸合作和促进文化交

1986年，布伦特兰与其任命的“女性内阁”合影

（来源：https://www.arbark.no/Bildeserier/GHB/GHB.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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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三个部分组成。她阐述了挪威同亚洲建立长期经贸

合作的巨大潜力和必要性，并肯定了亚洲在联合国事

务、维护世界和平以及解决环境、人口等问题上不可

取代的重要作用。在该构想的推动下，挪威与中国等

亚洲国家的关系有了长足进展。 

1988年1月，布伦特兰首次以首相身份访华时见

到了邓小平，她问邓小平，中国当前最需要做的是什

么？邓小平说，“在国内进行改革开放，一心一意搞

现代化，在国际上争取保持长时间的世界和平”。布

伦特兰表示，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动了中挪关系，也促

进了整个国际关系的良好发展。谈话间邓小平谈到自

己的年龄：“我今年84岁，该退休了……”当时的翻译

不慎将84岁译成了48岁，邓小平开怀大笑，幽默地说

自己“返老还童”，和布伦特兰夫人一样年轻了。布伦

特兰对这件趣事印象很深，后来还多次提及。她对邓

小平有着十分尊重和钦佩的感情，邓小平去世的第二

天，布伦特兰沉痛赶到中国驻挪威大使馆吊唁，她说

邓小平是她非常敬仰的一位领导人。在这次访问中，

她到桂林参观，听说桂林为保护环境而关停了大批工

厂致使经济受到损失，她认为桂林为保护环境付出了

代价，但从长远看是造福于人民的，也是有利于可持

续发展的，对经济的影响是暂时的，这样做为今后旅

游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30年后，为推动落实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充分发挥科技创

新对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中国提出建立“国

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的计划。由于长期以

来积极推行可持续发展理念，推动生态环境与绿色产

业的协调发展，桂林以景观资源可持续利用为主题申

报成功，成为2018年首批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

范区之一，为其他地方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以及处理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提供了有益借

鉴。1995年11月，布伦特兰以首相身份第二次访华，

推动了中挪两国在诸多领域的合作。挪威向中国提供

环保赠款和优惠贷款，支持了中国多个污水处理、大

气监测、古城保护等项目的实施。在中挪双方共同努

力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挪高层互访频繁，双边

经贸、科技合作发展迅速，文化与社会团体交往不断。

布伦特兰对中国始终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感情，在

担任WHO总干事后，把中国定为她第一个访问的成

员国，受到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总理朱镕基的亲切

接见，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和WHO之间的良好合作关

系。访问期间，布伦特兰高度评价了中国在居民健康、

卫生条件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在北京医科大学的演

讲中她说，中国对WHO来说是举足轻重的，20世纪

下半叶，中国作为世界最大人口国，在医疗卫生方面

发展迅速、成效显著，为改善全球卫生健康情况做出

了重大贡献。

布伦特兰是推动可持续发展最负盛名的领导人

之一，在多个领域里做出了重要贡献，她以多重身份

演绎着不凡人生。她四度出任挪威首相，执掌WHO 5

年，走出了自己独特的女性从政之路，2014年，布伦

特兰被英国 《金融时报》评为25年来“最有影响的欧

洲人”之一。现年81岁的布伦特兰仍然活跃在国际事

务中，她积极致力于解决气候变化、性别不平等、贫困

加剧等国际问题，推动多元文化和谐共存，促进世界

可持续发展…… 她在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付出的辛劳

以及在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才干、智慧和独特人格魅

力会被世人铭记。

作者单位：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

1988年，布伦特兰与邓小平北京会面

（ 图 片 来 源：http://www.hqrw.com.

cn/2016/0406/48608.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