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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分組討論概要

主持人 榧根 勇 〈KAYANE Isamu〉

環境小組的討論旨在探討和解决 “中國與東亜地区生態環境問題──囲繞持続性發展與

環境問題的難題” 的標題中所述的内容。 作為嘗試解决這個難題的辧法， 環境小組提出了

“環境改良技術的係統化” 方案。小組負責人所作的方法論上的嘗試， 在本次報告論文集榧

根的論文中有闡述。本小組的發言與質疑均是在這個方針 （目標） 下進行的。

環境問題的具体事例 : 為了考察中國所面臨的環境問題，具体以黄河流域、華北地区海

河流域、内蒙古草原地区、内陸的緑洲地帯、以及武漢市等地区為例，針対断流、洪水、土

壌侵蝕、沙漠化、過度抽取地下水、水資源的脆弱性、生物多様性、酸雨、大気汚染、水質

悪化、土壌改良等等很多問題作了報告發言。很明顕，是温室效応引起的地球変暖以及人類

活動導致了這些環境問題。可以清楚地得出以下結論，先進工業國家所経暦的環境問題同様

正出現在中國，同時也出現了一些中國特有的問題。

大型工程 : 在中國為了促進経済發展，三峡大俔、南水北調等一些大型建設工程已被批

准，並已逐歩開始実施。在環境研究方面，中央政府主導的大型研究項目也在実施中。同時

也成功發射了載人宇宙飛船，發揚了國威。大型工程建設方面，討論了工程建設対環境影響

的不確定性。在相関的大型研究項目中，討論了其與個人研究的相関性、其與政策的聯動性，

還討論了載人宇宙飛船及其意義、改善環境所需的税的支出、與日本 ODA的相関性。 這些

都是関係到中央政府的政策决定以及今后進行環境研究的重要問題。

三農問題:農民，農村，農業就是所謂的三農問題，這個問題在中國尚未得到妥善解决。

城市與農村的経済差距及人口的差異仍然很大。要解决這個問題関係到政治，経済， 環境，

科学技術等所有各個方面。緑洲地帯或草原地帯環境破壊的直接原因，是人口増加所引起的

過度開墾，采伐森林，過度放牧等人的活動，這與以廃棄物及化学物質的汚染為主要原因的

城市環境問題有本質的区別。與会者一致認為，解决環境問題是農村發展的重要条件。這意

味着対待環境問題，具備綜合性 ・宏観性視点是非常重要的。

人口圧力與経済成長的圧力 : 会場的経済学者指出，経済成長與保護生態環境之間存在

着矛盾，巨大的人口圧力和成長圧力会給解决環境問題帯來很大衝撃。会場還有人指出，中

國経済保持着毎年７％的高度成長，従環境的角度來看這幾乎是不可能的。這個問題正是上

述本小組的目標── “方法論的難題”。 只靠自然科学家純粹研究環境， 環境問題是無法真

正解决的。従這里也能看到文理的結合，以及具有綜合性 ・宏観性視点的重要性。

改善環境的技術 : 改善環境的具体技術在本次報告論文集中定方的論文 “隧道路径” 中

有闡述。 提出了在草地地帯， 草地生態係統的恢復及保護的具体方案。探討了在海河流域，

“健全的水循環” 這一概念是否適用。在 UNDP協助下，武漢市実施了的可持続性發展規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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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菓是 “比較成功”。実施了種種環境管制，並加強了懲治規則。由此可見， 中國的環境保

護活動也已経開始有所進展。

政策論的必要性 : 中國國内也在討論 “人與自然的協調”、 “可持続性發展”、 “健全的水

循環”、 “綜合性・宏観性視点”、 “文理的結合”、 “５個Ｒ”、 “循環性社会” 等的必要性。要

将這些内容具体化， 使之與環境保護聯係起來，還需要有保障実現良好環境的 “環境政策”

及 “制度”。這次論壇没有提及環境政策及制度的問題，但在討論過程中，與会者対這個問

題都非常関心。所以我們在下一次的論壇中将考慮提出這個問題。

自下而上與自上而下 : 無論是在作環境研究時，還是在実施環境政策時，大家普遍認為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式応当相互協調。中國現在的政治体制是自上而下型的，這使大型

工程的策壤與実施相対比較容易。但峇一方面，環境問題是復合型問題，而且地区性也很強，

因此，只靠自上而下的方式処理困難会很多。針対這個問題，報告發言人和会場聴衆都提出

了很多観点 : 居民参與、緑洲的少数民族問題、環境情報信息的公開、自治的問題、市場的

問題等等，今后還会有這些與政策和制度相関聯的問題出現。

価値観的問題 : 環境問題基本上是一個有関 “自然與人的関係応該是怎様的” 的価値取

向問題。這次論壇中，討論了対于向人類提供幹浄的空気和水等物質服務的自然的価値問題。

但是没有渉及 “為什麼必須保護 ・保全環境” 這類與哲学和倫理相関的話題。基于笛嫐尓式

二元論的現代科学，因為価値取向中有中立性，所以確保了其普遍性與合理性。但是，環境

問題是與価値相関的，並與個人的主観意識相関的問題。為了設定思考環境問題的原点，今

后需要作進一歩的探討。

（兪鍄 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