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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雙邊環境合作之初探 

 

 

                                   劉孟修 
                                       (南華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生) 

 

摘  要 

環境議題諸如：全球氣候變遷(Globe climate change)、溫室效應(Green 

affect)、臭氧層破洞⋯等，帶來全球性的影響。然而，種種環境議題顯示，已經

不再是世界各個國家自行處理就可以解決環境問題，而必須透過國際合作、國際

交流、國際共識等方法，共同協商處理全球性的環境問題。「中日雙邊環境合作」

即為國際合作中一個較成功例子，透過日本的技術、資金和開發中國家的中國，

作一環保領域的合作，成功解決並降低中國在經濟持續發展中所產生的環境污染

問題，此外，中日雙方也透過示範城市的技術交流，成功打造中國模範城市之一

貴陽市。 

 

關鍵字：環境合作、環境外交、雙邊合作、多邊合作 

壹、前言 
    隨著工業技術的進步、科技的發展，帶給人類更富裕的生活。由於生活水準
的提高，對於環境品質要求也愈加重視。然而，環境問題所帶來的影響，已經不

只侷限於單一地區而是整體性的影響，範圍包括了地域性、區域性更擴展至全球

性，因此對於環境問題不容忽視。也正因環境問題牽涉所及範圍廣闊，不僅僅影

響一個國家安全，甚至危害到整個鄰近區域國家安全，因此，環境外交成為國與

國之間，無論是雙邊或是多邊合作上的重要機制之一。 
    中國對於在東北亞到屬於全球性的環境協定、議題、國際公約等都積極參
與，先後加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保護臭氧層維也納公約》和《關

於消耗臭氧層物質蒙特婁會議》、《生物多樣性公約》、《關於控制危險廢物越



108 亞亞太太研研究究通通訊訊第第三三期期 
 

 

境轉移及其處置的巴塞爾公約》等一系列國際環境公約和議定書。1而江總書記

在第四次全國環保大會上亦提出了在環境外交方面的總原則，即要堅持「共同但

有區別的責任」原則。2 

    中國除了加強多邊環境合作，參與國際性環境機制外，也積極拓展雙邊環境

外交領域(如附表一)，到2003年3月，已和32個國家簽署備忘錄、行動計畫、

公報、聲明、議定書等文件53份。亦和挪威、德國、加拿大、美國、日本、歐

盟⋯等國家，進行雙邊環境合作。3其中又以中日環境合作日方提供的環保資金

為中國環境建設外援資金的重要來源之一，開展了許多有重要影響的環境合作項

目。 

 

貳、中日環境合作概況 

    中日兩國透過技術開發、合作研究、人員培養訓練、環境宣傳教育等領域開

展了多樣且具規模的環境科技合作項目，如：大氣和水污染治理、生態保護、水

資源保護⋯等。通過雙方在環境技術合作上的努力，中日兩國在環境合作領域外

交上取得豐碩成果，主要合作成果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4 

 

一、 建立了良好的環境合作機制 

(一)在高層建立了中日環境合作聯合委員會機制：截止2003年年底，中日 

    環境合作聯合委員會已經召開了五次會議，為推展中日間的環境合作、 

    確定合作的優先領域、開拓合作管道等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二)設立了「中日環境合作綜合論壇」作為中日環境領域交流與合作的平 

    台：1996年設立了兩國間的“中日環境合作綜合論壇”。 

(三)建設了中日友好環境保護中心，作為中日環境合作的窗口。 

 
二、透過多種管道積極開展環境合作 

 

  (一)利用日元債款項目：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專門成立了中日合作項目辦公 

    室，負責項目的篩選和實施。 

  (二)開展中日環境技術合作：技術合作分為三個階段，5第一階段重點在人 

    才培養，第二階段重點在能力建設，第三階段重點在發揮作用，解決中 

    國環境保護工作中的重大問題。目前進入合作第三階段。 

                                                 
1 《蓬勃的事業輝煌的歷程─我國環境保護國際合作的回顧與總結》，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宣傳教
育司。 

2 同註 1。 
3 中國國家環境保護總局。 
4 中日友好環境保護中心。 
5 第一階段專項技術合作︰1992~1995年；第二階段專項技術合作︰1996~2000年；第三階段專項
技術合作︰2002年4月持續到2006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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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開展專項技術培養訓練合作：第一、國內環境保護領域的《國內現地培 

    養訓練（第二國培養訓練）項目》，內容分別有大氣污染防治、酸雨及 

    二氧化硫污染控制管理與技術、環境資訊技術等；第二、亞洲周邊國家 

    的《第三國培養訓練項目》，內容為亞洲環境保護能力建設；第三、環 

    境示範城市及試點地區的赴日本《國別特設培養訓練項目》，內容為企 

    業公害防治管理員制度。 

  (四)實施面向21世紀中日環境合作構想項目：在1997年日本前首相橋本龍 

    太郎訪華期間和中國領導人協商，雙方同意制定「面向21世紀中日環境合  

    作構想計劃」。內容包括日本政府提供27億日元政府無償援助資金，在中國 

    100個城市建設環境訊息網路以及在中國設立三個環境示範城市（大連、重 

    慶和貴陽），利用日本低息債款在三個城市加強城市基礎設施改造、能源架 

    構的調整和重點污染源治理等。 

 

 三、利用多邊和區域環境合作的機會加強中日合作 

 

  除了中日兩國的雙邊環境合作外，兩國還利用一些地區性的環境合作機制與        

合作項目深化兩國在環境領域的合作關系，如中、日、韓三國環境部長會議和東

亞酸雨網監測項目。中、日、韓三方討論了共同關心的環境問題和區域性問題並 
啟動了一些合作項目。三國環境部長會議的舉行，為中、日、韓三國環境領域的

高層領導人就三方共同關心的環境問題提供了對話機制，在解 
決重大環境問題和區域性環境問題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參、貴州省中日合作示範城市─貴陽6 

    1997年9月，政務院總理李鵬與日本國總理大臣橋本龍太郎在中日首腦會談
中，提出中日環境合作示範城市的構想。1998年4月，貴陽市正式被確定為示範

城市。透過中日環境合作示範城市項目的實施，到2005年，將貴陽市建設成為

國家環境保護模範城市。中日環境合作示範城市項目實施後將對環境、經濟和社

會效益起到巨大的作用︰ 

 

 一、 污染物排放量將大幅度削減 

       (一)SO2年排放量可減少16.35萬公頓 

       (二)煙塵和粉塵年排放量可減少5.708萬公頓 

       (三)每年可減少CO2排放量106.74萬公頓；減少廢水排放量228.2萬公噸。 

 

二、全市最大的三個大氣污染源將達排放標準 

       貴陽電廠、貴陽鋼廠、貴州水泥廠是貴陽市最大的三個大氣污染源。屆 

                                                 
6貴州市民眾政府循環經濟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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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這三個全市最大的污染源將實現達排放標準，全市大氣環境質量將得到 

    根本的改善。 

 

 三、 改善能源架構，降低燃煤含硫量 

       提出了貴陽瓦斯輸配擴建工程和林東潔淨煤工程。透過使用瓦斯和潔淨 

   煤，在不可能進行脫硫處理的現有條件下，避免了直接燃用高硫煤和排放 

   SO2，從而進一步保證了貴陽市環境質量的改善。 

 

 四、 城市環境管理能力大大加強 

       建設一套城市空氣質量監測系統和一套污染源線上監測系統。整個城市 

   的環境管理基礎數據將依靠監測、分析、數據處理、傳輸、通訊均由傳感器、 

   計算機和電纜自動完成的工作系統提供。環境管理的基礎數據不僅準確、迅 

   速、可靠，而且還與國內其他省市連線，整個環境管理水準將得到大幅提升。 

 

 五、 保護飲用水源，根除汞害污染 

       中日環境合作示範城市將水晶公司汞污染治理作為一建設子項目，將從 

   根本上解決該廠的汞污染問題。 

 

 六、採用先進工藝，節能降耗 

       把原材料消耗，能量消耗，時間消耗等各種可能的定額消耗降到最低， 

   採用先進工藝，節能降耗。 

 

 七、力爭經濟收益，確保還貸能力 

       在治理污染發揮環境效益的同時，有能力按規定償還國內外全部債款。 

 

 八、 將污染治理與技術改造相結合，推展企業進步和發展 

       符合行業政策又符合環保政策，既解決了環保問題又使企業得到了新 

   生。引進國際先進的甲醇羰基合成醋酸技術，淘汰原汞法醋酸技術將汞法醋 

   酸生產線拆除。這樣不僅徹底根治了汞的污染，而且還將生產技術推上了一 

   個新的台階並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以上成效不僅是環境污染治理項目，而且根據國家產業政策和環保政

策，從企業長遠利益、企業未來發展著眼，將治理污染與技術改造相結合，通

過項目的實施治理環境污染並推動技術進步，從而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 

 

肆、結論 

    區域環境問題合作中，又因為地緣關係的影響，中日韓以及東北亞環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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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國展開環境外交的兩大重要合作機制。其中又以中日兩國合作與交流最為活

躍、最有成效和最具潛力的領域之一，對中日兩國乃及於東北亞地區的可持續發

展都富有重要的意義。 

   「環境可能導致國家間的衝突，但更可能導致合作。」「中日環境合作雖然沒

有很好地促進中日關係，但是它防止了中日關係的進一步惡化。」7環境合作扮

演的角色基本都是「正面的」。因此，環保領域合作的成功有助於兩國未來發展、

增加信任，並保持一個經常性對話的管道，有利於改善兩國關係。 

    中日環境合作在兩國都受到很高的重視，主要是日本對中國環境保護給予經

濟和技術上的支持，同時中國也提供了巨大的環保產業市場。在中國開展的對外

環境合作中，中日兩國在環境領域的交流與合作是富有成效的，可以說是在雙邊

合作中最為成功的合作之一。因此，中日兩國在環境技術方面的合作是一種互利

互惠的“雙贏”合作。8 

 

 

 

 

 

 

 

 

 

 

 

 

 

 

 

 

 

 

 

 

 

 

 

                                                 
7引述張海濱副教授。 

http://content.sina.com/magazine/12/76/8127625_2_b5.html。 
8引述中國國家環保總局局長解振華。

http://past.people.com.cn/GB/shizheng/252/17/1876/20021008/8376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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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亞洲 
日本，韓國，朝鮮，蒙古，印度，巴基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

吉克，斯里蘭卡 

非洲 埃及，摩洛哥 

拉丁美洲 秘魯，哥倫比亞 

北美洲 加拿大，美國 

歐洲 

挪威，瑞典，芬蘭，丹麥，英國，荷蘭，德國，法國，義大利，

西班牙，比利時，俄羅斯，烏克蘭，羅馬尼亞，波蘭，保加利亞，

斯洛伐克 

大洋洲 澳洲 

資料來源：中國國家環境保護總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