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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1世紀議程以后

自1992年啓動21世紀議程以來，在世界上保護森林資源，実現可持続發展的森林資源的

行動已経成為全球性的重要問題被推廣開來了。

日本現在的森林問題面臨着許多課題。20世紀60年代后的経済高速増長期里，在政府的

扶植政策下， （日本） 通過大規模的林種転換大力推進人工造林，使其達到森林総面積的40

％。但是，同時很多人在植樹造林后放棄了農村向城市移動，也就不再関心対森林的管理了。

這既表明従事林業的労動力的急劇減少，也是廉価木材大量進口的結菓。結菓種植的各種樹

木因為没有進行経済林所需要的裁伐而失去了経済価値。

在此期間，這幾年為了建立一個新的体係來解决這個問題，包括一些組織和城市的非営

利組織 （NPO） 都進行了嘗試。 這些体係就是借助森林地帯和城市地区居民間的合作関係，

在建立某個流域内的上下游一体化的同時進行可持続的造林活動。這也是以地球共同体為基

礎的係統工程， 我們期待通過這個係統在農林業生産、 保護緑地、水資源保護、防止災害、

保護環境等方面取得成效。

二、地区共同体体係

現在中國在建設森林資源方面也遇到很多難題。対此，中國政府很関心森林正在荒廃的

山地及其周邊地区。尽管在這一点上中國所考慮的和日本現在的課題並不一致，但是在這個

（森林保護） 問題上対当地居民進行啓發和提供信息上還是有共同之処的。

這里，我想向大家提示為構築同一流域的毎個地区共同体実現森林体係合作関係的方法。

最初的階段可以先従小流域的治理開始，如菓取得了成功，那就可以把毎個小流域的体

係集合起來，向大的流域単位發展。為此，我建議推進包括非営利組織 （NPO） 在内的合作

関係構築計壤，在這個方面中日之間完全有可能進行合作。

（劉星 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