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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江澤民訪日

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為開拓新的

日中關係而訪日，曾被寄予莫大的期

望，但坦白說，這次訪問的結果不禁

令人失望。江澤民再三要求日本在對

歷史認識問題及台灣問題這兩個頗有

點「向後看」的議題上作出回應，而沒

有把討論的重點放在如何開拓日中的

未來關係方面。同樣，日本政府也忙

於應付這兩個問題，而未能提出瞻望

未來的議題。

我個人認為，日本政府對歷史問

題、台灣問題的立場，早已在1972年

的「日中聯合聲明」以及1978年的《日中

和平友好條約》中明確闡述了。事實

上，這次簽署的日中聯合宣言的內

容，並沒有超過前兩次的表述範圍。

日中關係確實存在©必須回顧的

「過去」。但是，雙方更應該努力於有

助加強未來日中關係發展的具體課題。

從這一觀點來看，這次江澤民訪

日期間雙方簽署的「日本國政府、中華

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面向二十一世紀

的環境合作的聯合公報」是很值得評價

的。在「環境合作聯合公報」所提倡的

日中合作中，其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

分是「日中兩國關於建立環境保護開發

示範城市的構想」。我身為日中專家委

會員的日方代表，為此作出相當的努

力。因此，對於示範城市的構想最終

獲得日中兩國最高領導人的認同，是

很讓人興奮的。下面，我擬就開拓未

來日中環境保護合作的問題，闡述一

下個人的見解。

二　中國的環境問題

無論是從大氣污染、水環境污染

抑或工業固體廢物污染的情況來看，

當今中國的環境問題相當嚴重。若不

投入大規模的政策性努力，在全中國

範圍內將不可避免地出現無法挽回的

悲劇性局面。隨©能源消費的增長，

二氧化硫、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正急劇

增加。二氧化硫是導致酸雨的一大主

因，不僅危害中國境內，而且也給鄰

近國家帶來麻煩。根據可靠的研究分

析顯示，導致日本酸雨的原因中有四

成是來自中國的。

雖然中國政府也逐漸認識到環境

問題的重要性，但是，由於環保意識

的形成非常緩慢，導致環保技術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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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強。對於中國的地方政府、企業以

及居民來說，發展經濟是最優先的，

而環境保護僅屬次要。所以，在以擺

脫貧困為最迫切課題的中國，儘管從

我們的角度看來其環境狀況已經十分

惡劣，但是，優先發展經濟的想法是

不能動搖的。也因為這樣，日本對中

國的「政府開發援助」（ODA）投資才不

得不將其重點轉向了環境保護的合作

方面。然而，中國環境污染的規模實

在過於龐大。

自建國以來，中國走的是一條依

靠重工業發展的道路。在相當長的一

段時期，中國重工業化的速率遠遠超

過發展中國家的水平。在毛澤東時代，

基於國防的考慮，重工業部門被集中

在內陸地區。這種工業布局一直延續

至今。同時，由於煤炭的產量豐富，

於是成為發展重工業的主要能源。

由於機器設備陳舊，煤炭能源的

利用效率相當低。因此，每生產一單

位的產出時，自然不得不消耗大量煤

炭。在中國，每生產一噸粗鋼便消耗

1.6噸煤炭，相當於日本的兩倍。再加

上中國煤炭中的硫磺含量一般都比較

高，使得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早已超過

了環境保護標準，以致頻繁出現酸雨

和健康受害的現象。

三　日中環境保護
　合作的方向

以內陸地區為中心的大氣污染正

擴散至全中國，而日本的「政府開發援

助」也無法全盤對應這種局面。如果把

「政府開發援助」有限的資金分散使

用，那麼其所能達致的效果將微乎其

微。所以，只能依靠一種創出機制，

也就是將「政府開發援助」資金集中投

入到那些急需援助的地區，在那Ü形

成一種環境保護體制後，再將之推廣

至周圍城市。建立日中環境開發示範

城市的構想也正源於此。

在受大氣嚴重污染的中國城市

中，貴陽和重慶較為典型。因此，日

中兩國構想將這些城市指定為示範城

市，共同展開環境保護對策的工作，

探討諸如如何開發清潔能源等替代能

源、如何引進節能技術、如何將污染

源向郊外轉移，以及其他對應措施。

同時，在副產品的回收利用、環境監

視、技術人才培育等方面也必須作相

應的努力。

不過，示範城市的核心構想，是

探討如何將環境保護的體制向周圍城

市推廣的機制問題。這一機制包括以

下幾個重點：（1）制訂適當的環境保護

標準，讓污染源承擔起防止污染發生

的義務和責任；（2）由此擴大對國內與

環保相關的行業的產品需求；（3）促進

廠家按需求來生產低成本的、符合中國

實際需要的環保除塵設備；（4）合理、

有效地運用環境對策的投資；（5）最

終，促成以擴大內需為目的的環保相

關產業的發展，創出宏觀的經濟效果。

這一機制雖然借鑒了日本在環境

保護方面的經驗，但事實上它已經開

始在中國有所作為。造成中國大氣污

染的主要原因有二：二氧化硫和煙

塵。1996年，前者的清除量只佔排放

量的23%，但後者的清除量卻達到了

排放量的94%。中國在清除煙塵方面

的急速進展，是和中國已能夠大量生

產低成本的電動除塵器有關的。

中國政府在1984年制訂了有關法

規。根據這一法規，作為煙塵主要發

生源的10萬千瓦以上的發電廠都必須

設置脫塵裝置，此項措施刺激了對國

內環境保護產業產品的需求。為了滿

足這一需求，一些機械生產商從美國

對於中國的地方政

府、企業以及居民來

說，發展經濟是最優

先的，而環境保護僅

屬次要。也因為這

樣，日本對中國的

「政府開發援助」投資

才不得不將其重點轉

向了環境保護的合作

方面。然而，中國環

境污染的規模實在過

於龐大。



日中環境保護 157
合作的思考

和瑞典引進技術，成功地設計和生產

了低成本的電動除塵器。現在，這些

產品已開始出口到其他國家。

中國的發電廠在電動除塵器上的

設備投資額已降到了其上網電價的1%

以下，在企業的經營核算上，引入電

動除塵器已不成問題。這一成功的機

制應該推廣到低成本的脫硫裝置、水

質污染淨化裝置以及固體廢物的處理

裝置的國產化進程中去。而日中環境

保護開發示範城市構想的目的，也就

是在日中兩國的合作下尋找一種可以

使中國自主地開展環境保護工作的條

件，以及開創出這樣的環境保護開發

機制。

努力實現這一構想，應該是今後

日本對中國「政府開發援助」的最重要

領域。為了實現這一構想，日中環境保

護開發示範城市構想專門委員會經過

幾次協商，決定將重慶市、貴陽市和大

連市指定為示範城市，並將努力的重點

首先放在大氣污染的治理上。雖然控制

中國的環境污染及由污染所造成的破

壞殊非易事，但是，對未來的日中關

係發展而言，通過日中雙方的努力而

展示出的方向是有其深遠意義的。

四　日漸萎縮的日本「政府
　　開發援助」資金

過去數年，以世界規模最大而誇

耀的日本「政府開發援助」資金，其數

額逐漸萎縮是不容置疑的。如果把發

展中國家所面臨的開發問題全部交由

「政府開發援助」面面俱到地解決，這

就日本的財政能力來說是辦不到的。

所以，日本今後應做的，只能是尋求

一種更有效地運用「政府開發援助」資

金的方法，將援助集中到諸如環境保

護、改善最貧困居民生活等發展中國

家的特定問題上去。特別是在像中國

這樣巨大的發展中國家，「政府開發援

助」資金的運用更應如此。

根據1997年6月的「有關財政結構

改革的推進」的內閣決議，從1998年

財政年度開始，日本「政府開發援助」

預算的增長率將連續三年低於上一年

的增長水平（1998年的預算事實上比

上一年下降了10.4%）。在今後相當長

的時期內，日本不得不面臨經濟低成

長的局面。所以，指望「政府開發援

助」預算能以過去那樣的速度增長是非

常困難的。似乎可以說，「政府開發援

助」在量上擴張的時代已經結束。因

此，應該探討的主題已不是如何擴大

「政府開發援助」的量，而是如何追求

其質的深化。

到目前為止，日本「政府開發援

助」的工作重心，是在有助於東南亞各

國的產業發展的大型基礎建設上進行

協力與合作。但是，在基礎建設方

面，東南亞各國現在都已具備相當的

能力。在這一方面，中國也是如此。

事實上，中國在規模龐大的三峽工程

建設中所需的資金與技術，基本上都

是由國內籌集，而來自國外的援助則

非常有限。更何況，只要中國稍稍降

低其經濟增長率，她是完全有能力運

用國內資源來進行公路、鐵路、港口

以及發電廠等建設的。

所以，日本對中國的「政府開發

援助」的協力重點應該移向經濟發展，

特別是向那些從社會福利角度看來不

可缺少的方面轉移。這包括了環境保

護和最貧困居民的對策，而我認為前

者尤其急需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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