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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在中國展開的是対人類未曽経暦的、復雑的、厳重的環境問題進行的挑戦。中國的環境問題不

僅包含以往類型的公害問題，而且也包含新的化学物質問題、地球環境問題等。中國不得不対這些

問題同時進行処理、同時解决。
・我所関心的是日本応以怎様的立場姿態参與中國的這些環境問題。中日之間的環境合作有，1988

年達成協議1996年建成的中日友好環境保護中心；1997年中日首脳会議上决定的中日環境合作項

目、日中環境開發示範城市構想、環境信息網絡整備構想；1997年中日緑化交流基金等。中日環

境合作進入90年代之后快速發展。
・但是進入21世紀后，有関 ODA 的合作変得厳峻。其背景有：日本國内的批判、日本厳峻的財政、

経済状况、中國経済的巨大發展等。雖然如此，但是環境進入重点領域的頂端的事実値得関注。
・中日友好環境保護中心的活動，第一階段是構成該中心核心的培養人才、第二階段是中心基礎能力

的建設，第三階段是有重点地処理具体的環境問題。具体処理的問題多種多様。其中，也有技術転

移等的支援。
・従日本進行合作的観点來看，基本可以説在環境保全領域方面必需的基礎已経具備。現在的重点課

題非常多。既包括以往類型的公害課題，也包括在日本也是相対最近才剛剛解决剋服的環境管理、
化学物質、循環社会的建設、環境 Labeling 等，還包括需要中日双方共同合作的硫酸雨、沙塵暴、
海洋環境等。而且両國的合作還逐歩上昇到日本未曽経暦過的沙塵、沙漠化、断流、土壌流失 ? 悪

化等問題上。
・最近中國方面提出的最重要的案件里包括構築循環型経済的問題。中日環境合作的本質不再是日本

公害経験及公害剋服技術的転移。
・中國領導人已経深刻認識到如菓不剋服資源、能源、環境、水、人口問題就無法実小康社現会。為

此，循環型経済政策及與之適応的法律制度成為問題。現在如菓不談中日関係就無法考慮廃紙、鉄

屑等資源再生的問題。
・但是，日本的循環型経済政策和中國的循環型経済政策是否可以和抑制天然資源的消費、削減環境

負荷等聯係起來，対此存在有根本的疑問。
・中日両國的環境問題已経処于不可分的関係。現在，我們応該站在対等的地区合作夊伴的立場上，

運用 ODA 之外各種各様的機制，従 ODA 的支援転変為水平合作、並且進一歩發展到東亜地区。

 （榧根勇　執筆，高娜　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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