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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合國及 其 轄 下機構 經常獲 得才 德 兼 備之士的匡

助，同心協力推動議題，是令我們對這個國際組織仍

滿懷希望的主要原因。今天，我喜不自勝，有幸能為

大學介紹榮譽博士學位受領人 － 哥倫比亞大學傑

出講座教授Jeffrey D. Sachs，他同時是該校可持續

發展中心主任。教授是舉世知名的專家學者，在可持

續發展議題上極具影響力，研究涵蓋經濟發展、全球

宏觀經濟、氣候變化和撲滅貧窮等範疇。

四分一世紀以來，在推動全球可持續發展的事務上，

S a c h s教授一直是其中一位主要領袖。他曾在聯合

國三位秘書長在任期間擔任特別顧問：首先是在科

菲．安南的任內就聯合國「21世紀發展計劃」協助制

定實踐策略；然後是輔佐潘基文實現發展計劃的目

標；今天，他協助安東尼奧．古特雷斯制訂了多項全

球性「可持續發展目標」，簡稱為SDGs，並將這些目

標納入「21世紀發展計劃」內，於2015年推出。

上述17個SDGs謀求為人類於2030年構建更環保、更

公平和更美好的世界。若要實現這些目標，不單需要

國際間的合作，亦要相關地區對SDGs有所理解，並承

諾貫徹執行。Sachs教授從訂定SDGs的行動大綱至

執行細則，皆盡心竭力，並拉動學術界、民間組織和

私營機構提供支援，共同為實現SDGs的目標而努力。

在聯合國秘書長的主導下，S a c h s教授在2012年成

立了「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並出任該網絡的

主席。今天，網絡已經成為一股強大的改革力量，其

組織涵蓋來自各大洲的1,900多個成員機構。

我特別提及這個網絡，是因為香港中文大學與香港

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於2018年合作成立網絡的香港

分部，為社會略盡綿力，同仁皆與有榮焉。在S a ch s

教授的支持和參與下，分部一直努力應對香港在經

濟、社會和環境帶來縱橫交錯的問題。在相對富裕

繁榮的香港而言，這些仍是不容忽視的挑戰。

網絡經常招攬大學參與其工作。長久以來，教授一

直鼓勵大學在推動可持續發展的議題上發光發亮。

他建議各大學開辦可持續發展的跨學科課程、輔之

以研究和行動綱領。此高瞻遠矚之舉，世界知名學府

皆相繼追隨，包括香港中文大學。

教授倡導的網絡，廣納賢才，覆蓋全球。他曾發起成

立了不少地區性的可持續發展中心，並出任其中幾個

中心的董事會成員，例如以教授之名冠名的馬來西亞

吉隆玻雙威大學可持續發展中心，悉力為東盟國家

服務。教授倡議的其他相若中心，遍布於拉丁美洲、

阿拉伯地區和非洲等地。

Sachs教授一直認為若要推動改革，必須以理服人，

弘揚其中要義。因此，他通過撰寫暢銷書籍，如《貧

窮的終結》，倡議滅貧；他並與其他公眾人士如他的

朋友、搖滾樂巨星B ono合作，在主流媒體分享個人

的觀點和經驗。教宗方濟各和希臘東正教牧首巴塞

洛繆，共同為教授近期著作《道德規範》撰寫前言。

該書是梵蒂岡領導下的可持續發展項目的其中一項

成果。

教授經常指出，全球不缺資金，以滿足地區在經濟上

的基本需求，包括支援普及教育和全民保健等項目。

可惜全球財富分布不均，絕大部份存放在富裕國家

或億萬富豪的賬 戶內。他最近引用數據說明，在新

冠病毒爆發前，低收入國家只有41% 的兒童完成了

初中教育，與SD G s訂立的目標，即於2030年所有適

齡兒童皆可完成初中教育，相距甚遠。他認為這情況

很大程度上與貧窮有關；更認為要達至目標，只需將

僅佔富裕國家年度收入的0.1%，或全球億萬富翁不

讓我們憧憬一個世界，各國真誠落實多邊協議，和諧共處；貧困生活

銷聲匿跡；優質教育垂手可得；全球暖化管控得宜；地球資源生生不

息；優美生態無處不在。

可惜，上述看來似是遙不可及的夢景。實況是：全球現今至少有30個

地區飽歷不同形式的衝突；一億人以上被迫逃離家園，顛沛流離；近

10億人在極端貧窮境況下掙扎求存。各國曾承諾，以工業化前的全球

平均氣溫計算為起點，將氣溫升幅控制於不超越攝氏1.5度之內。實況

看來，這目標很可能於2027年提前雲飛煙滅。這預測令人擔憂，後果

會為全球帶來災劫；近期各地遇到的極端天氣，便是明證。

然而，各國要達到改善全球起居生活的目標，儘管挑戰重重，仍是取

得一些進展。比如在較貧窮的國家，投入教育的資源增加了；撲滅頑

疾如瘧疾和愛滋病等亦取得了成績；以及全球已開始轉用電動汽車。

為了子孫後代旳福祉，我們不單要悉力做好環保工作，還要在全球層

次上加強力度；這方面的進展，慶幸仍有令人樂觀之處。科技日新月

異，為我們提供嶄新可持續發展方案，如再生能源、可持續農業、在線

教育等措施。此外，各國皆曾作出承諾：反戰爭、倡和平、保障人權、

維護國際法、推動可持續發展等。但能否落實這些承諾仍待觀察。

在環球的層面上，實現上述 願景是聯合國的職責。鑑 於第二次世界

大戰帶來的災禍，全球國家於1945年成立聯合國。從那時起，聯合國

193個會員國便連結起來，簽署和執行不同的公約、條約、宣言及共同

綱領；雖然過程中每每議事紛亂，困難重重。

Jeffrey D. Sachs教授 
榮譽社會科學博士 
讚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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