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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昌明 現在我們討論的這個問題対中國是太重要了，這点必須要認識到。因為今天中國経

済属于従1000美元到10000美元之間這個階段。它的汚染、環境問題是上昇的。就是説我們

現在遇到的環境問題是多様化的，它可以分為幾大類，一個是生態，像生態退化、特別是缺

水地区，和水一様脆弱，很容易在人類的幹預下發生退化 ; 比如沙漠化、沙塵暴等等這些現

象，還有土壌侵蝕，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直接影響了経済。第二方面就是大型的人類活動，

像水利建設、大型的三峡工程等，対水利也有影響，南水北調也有影響，這些工程都是世界

頂級工程，少有的工程，這些中國在做，但到底会有什麼影響，這里有一個説法叫 uncertainty，

就是不確定性的問題，所以如何研究環境里面的不確定性問題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一点就是，

環境問題分微観和宏観両個方面，剛才有一位已経講到関于全球的四大計壤，強調三個東西，

二枩化掵， 這是人類釈放的， 強調水、 糧食和繊維。 這実際上是未來四大國際計壤的重点，

是宏観上來講的。微観來講就是従環境的保護和治理方面，有很多思想，國内一個叫総量控

制、源頭治理、清潔生産，我覚得這些東西、這些方面都反映了環境的一些政策。我們國家

在環境投資上 （下的力気） 也很大，関于生態投資，花了3400億，正在進行。到了中期，退

耕還林等。総之，花了很多銭做環境保護，南水北調光是東綫一条綫就要花100多億去建立

毎個県的汚水処理廠。総之環境工作対社会發展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大家來参加中國環境

問題的研究， 大力開展國際合作。

卍南聖 我主要還想強調一点，因為剛才我們的劉院士還包括其他幾位専家都強調了，要真

正解决環境問題， 不単純是某一個学科的問題，応該包括社会科学、 人文科学、自然科学、

技術科学、工程科学，要靠大家來努力來解决問題。特別是現在在中國，剛才劉院士也提到

了，正在提倡清潔生産、預防為主，還有循環経済等等這様的問題。這些問題都不是某一個

学科能解决的，必須要多個学科來解决。這是一個想法。峇外一個想法就是，特別是研究中

國問題，我感到也要多個学科來研究，特別是圦自然科学的応該参與進來，因此我感到這個

会是很有新意的亶。因為前幾天幾位学者已経談到了，知識分子也好，或者像南開大学朱老

師也談到中國社会的分層会対中國経済或者中國政治有什麼影響，那麼作為中國的環境問題

同様也面臨着這些問題，它会不会対経済産生影響，会不会対政治産生影響，現在可能已経

産生影響了，我們如何來更好地解决中國的環境問題，包括所有的学科都來参與解决這個問

題，謝謝大家。

高玉葆 剛才我們両位主題發言人的題目非常好。我也很同意其他發言人的主張。我想強調

一点，就是我們在座的圦政治的、 経済的、文化的、生態環境的 （学者在一起），両天的討

論，我的收獲非常大。特別是前面三個組政治、経済、文化方面的，我自己有一個体会，草

原的保護生態的建設這方面政治、経済、文化因素其了很大作用，比如説在我們國家，中國

在建國初期， 有句口號叫向北大荒進軍，要開發北大荒，所以我們把大片的草原破壊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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圦成了后來的沙塵暴來源就和這有関。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我們又提出口號叫以糧為綱，就

是説糧食是主要的， 要解决糧食自足的問題， （当時） 在牧区有一句口號叫 “牧民不吃虧心

糧”，所以当時対草原的破壊非常之大，到現在還在延続着它的悪菓。到了80年代以后我們

提出 “退耕還林， 退耕還草”， 現在算是走到正道上來了。可以説 （以前的） 経済政策対草

原起到了一個負面的作用，后來的退耕還林、還草又起到了正面作用，可見政治対経済的影

響還是很大的，圦退耕還草、還林，在牧区主要是退耕還草，和文化的関係很密切。原來圦

糧食種植的農民祖祖輩輩都已経習慣糧食種植，農民有這種種糧文化，現在要他們退耕還林

還草，要改成牧業的文化，他們就很難接受，現在尽量作這方面的工作，進行教育，彈転他

們這種意識。 可見政治、文化、 経済影響対生態建設保護非常有作用。我就提這麼一点。

宋献方 1980年后，伴随着城市人口的急速増長而出現的対水的需求的激増和無計壤的地下

水開采是造成深刻的水和環境生態問題的主要原因，例如山地地区水資源和河流流量的顕著

減少、河道幹涸、過度開采帯來的大規模的地下水水位下降，以及由此導致的地面下劔、湖

泊與湿地劣質化、平原地区的水質汚濁等問題，海河流域中総長10000公里的河道里有4000

公里会随着季節的変遷而幹涸。與20世紀50年代初相比，現在流域内的湿地已経従10000平

方公里下降到了1000平方公里。地下水的過度開采区域已経達到90000平方公里，達到平原

地区的70％。與50年代末相比，地下水的過度開采総量已経達到900億立方米。山区的水土

流失面積已経梺其総面積的三分之二，達到110000平方公里。沙漠化導致的沙塵暴已経使北

京等大城市陷入了危機。総之華北平原的水資源不足及生態環境問題已経成為威脇這個作為

中國政治、文化、 経済中心的重要地区能否可持続發展的最大問題。

為了研究中國北部的這個緊急問題，中國科学院决定支援 “中國北部的水循環與水資源

安全” 這個重点研究計壤， 在2002年──2005年間提供１億1000萬美元的資金。 這個計壤

的負責人是中國科学院地理科学與資源研究所陸地水循環及地表過程重点実験室研究員夏軍。

通過中國科学院重点研究計壤支持的這個計壤以及陸地水循環及地表過程重点実験室與

國際上的合作，為了進一歩了解地表水與地下水的相互作用，恢復因過度開采而悪化的地下

水 （水質），我們将以流域與含水層力学為焦点進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