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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知大学國際中國学研究中心（COE-ICCS）設有総括、政治、経済、環境、文化（均是簡称）
五個研究会。研究会的目的在于開展独立的研究活動，並将研究活動的成菓反映到博士研究生院的教

育中，培養現代中國学研究的下一代研究人員。環境研究会的正式名称為 “現代中國和亜洲世界的人

口生態環境問題研究会”，是一個比較長的全称。2005年２月４日召開的環境研究会回顧了２年間的

活動，商討了今后的活動方針，决定継続使用這個長的正式名称。這是因為我們重新確認了如下的観

点：環境問題和生態問題、人口問題密切相関，中國的環境問題也是東亜整体的問題。
　　環境研究会的最終目標是“環境改善技術的体係化”。因為僅僅研究環境問題，環境不会得到改善，
所以我們設立了這様的目標。為此研究会負責人的《方法論》被定為本報告書的第一篇論文。該論文

所設定的問題── “技術” ──中也包含法律制度等。対于 “改善” 一詞的英語，我想用豊田式的

“KAIZEN”來翻訳。基于上面的方針我們挙辧了研究会和研討会。在２月４日的研討会上還達成了“在
東亜是環境命運共同体這一認識上，以地球環境、人口、糧食、水為関鍵詞，従長期的視点來提出環

境改善体係的恒久政策” 的共識。
　　本報告書被作為有益于今后研究（特別是大学研究生院）的 “資料集” 而編写。本報告書将過去

２年間挙辧的環境研究会的活動分為2003年度國際研討会相関、2004年度國際研討会相関、環境研

究会相関三個部分進行了総結，以國際研討会和環境研究会上發表者使用的幻灯片材料為中心進行了

編輯。為了便于理解，毎篇論文都附有簡短的解説。該解説是環境研究会負責人榧根勇所完成的。内

容是發表者的内容，文責由負責人承擔。COE-ICCS 准備適時為發表者提供親自執筆論文的機会。發

表者中只有定方正毅的論文由于發表時没有使用幻灯片未被收入本報告書。定方正毅的論文以接近發

表全文的形式收入在《愛知大学21世紀 COE 項目2003年度國際研討会報告書》中，所以詳細内容参

見該報告書。
　　環境分部的課題，2003年度是 “中國和東亜世界的生態環境問題──囲繞可持続發展和環境問

題的方法難題──”；2004年度國際研討会是 “如何改善中國的環境”。2003年度劉昌明和定方正毅

是國際研討会的基調演講人。2004年度鄒驥（能源）和柳下正治（環境政策）是國際研討会的基調

演講人。此外，由于負責人提出希望自由發表意見，所以作為討論者的發言與其説是対基調發表的点

評不如説更代表了發表者自身的独特見解。両次國際研討会的報告書都単独進行了印刷，如菓読者能

垉與本報告書一同閲読我們将感到非常栄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