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2－1988年
主力搞經濟 實質進展小

中國的環境外交始於1972年。當年6月，聯合國人類環
境會議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這是世界首次全球範圍
的環境外交活動，中國派代表團參與，反映中國是最早
參與國際環境外交的國家之一。這次會議討論通過《人
類環境宣言》，但因該草案由已發展國家起草，其中許多
內容忽視並損害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儘管在中國的力爭
下，修改部分條款，但並無從根本上扭轉已發展國家在
國際環境問題上把握主導權的局面。

通過參與斯德哥爾摩會議，中國開始了解並意識到
環境問題的重要性，並對自身不足有所認識。儘管中
國在國際環境領域參與多項雙邊和多邊外交活動，也
取得一定進展；但因受國內政治因素、經濟水平低、發
展速度慢等影響，環境外交並未取得實質進展。1979年
的改革開放令中國開始與國際經濟接軌，環境外交才開
始真正起步。但因經濟發展總體水平較低，環境問題還
未得到重視，導致環境外交的水平、範圍還僅停留在起
步階段。這主要表現在：
1. 主動發起的環境外交活動不多；

2. 主導環境外交的主要有國務院環保局，部門級別低，

外交部參與較少；

3. 沒有形成常規的管理運行機制，相關部門間缺乏統一

協調和規劃。

1989－1998年
主動邀合作 成領域大國

1989年，中國首次明確提出要開展環境外交。此後三
四年內，中國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為環境外交的快速
發展作出充分準備。1992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出席
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首次闡述中國關於全球環境問
題的5項原則。此後，中國開始全面積極地參與國際環保
事務中。1996年，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在菲律賓蘇比克
灣召開的亞 太 經 合 組 織 （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宣布，在北京
建立亞太經合組織環境保護中心，為亞太經合組織成員
開展環境保護合作，提供人員培訓、研討、資訊交流及
聯合研究與開發。1997年6月，該中心成立，成為中國在
國際環境外交領域快速成長的重要里程碑。同年12月，
中國加入《京都協議書》（Kyoto Protocol），確立在國際
環境外交領域的大國地位，並開始頻亮相國際環保舞
台，國際環境外交進入快速發展階段。

1999年後
積極主導議題「牙力」增強

1999年後，隨 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環境問題逐
步凸顯出來，環境外交也進入政策調整期。為擺脫被動應

付的困境，中國頒布《全國環境保護國際合作工作（1999
－2002）綱要》，這是中國環保領域國際合作的首個指導
性檔，明確指出中國相關的指導思想、主要任務和措施。
2002年開始，中國的環境外交進入主動發展期。一方面，
中國在「東盟10+1」、「東盟10+3」和亞太經合組織等多
邊合作框架內主動開展環境外交活動。另一方面，中國積
極開展雙邊合作，主要與周邊國家進行，如日本、韓國及
新加坡等。這個發展時期的主要特點是，中國不僅以參與
者身份出現，還積極主導環保領域相關議題。2007年6
月，國家發改委推出並發布《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
案》，中國成為首個制定並實施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的
發展中國家。2002年到2012年間，隨 中國經濟大國地位
的逐步確立，在國際環境問題的
發言權逐漸增強，由中國主導的
國際環保項目日益增多，環境外
交國際影響力不斷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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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1. 根據上文，描述中國環境外交的3個發展歷程。

2. 分析中國發展環境外交的背景原因，並舉例加以說明。

3. 中國在發展環境外交上遇到甚麼困難？試從內部和外部兩方面作出分析。

4. 假設中國想增強環境外交的話語權，她應具備哪些條件？試舉出3項並加以討論。

5. 試評論「環境外交」是硬實力或軟實力的展現。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製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能源科技與環境＋現代中國＋全球化
環境資源等問題往往涉及到國家

利益，如果處理不當，難免引起爭

端。環境問題日益成為各國共同關注的主

題，各國都很重視環境外交。作為發展中大

國，中國隨 經濟的快速發展和融入國際經貿體系

程度的不斷加深，越來越重視環境外交。事實上，中

國的環境外交已有40多年歷史，經歷不同發展階

段。究竟各個階段取得何種進展？當前面臨哪些挑

戰？又有何去向？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深入思考。

■作者：王琤　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碩士生

■顧問：葉淑蘭　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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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12月結束的多哈氣候變化大會上，決議通過開

啟《京都協議書》第二承諾期。中國是主導這次決議的

重要力量，並積極為發展中國家爭取有利機會。已發展

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氣候、能源等環境問題上互相推卸

責任，認為造成當前環境危機的主要責任在對方，前者

不願資助後者修復環境，而後者也不願犧牲既得利益進

行治理。歸根究底是以各自利益為驅動，沒有放眼全球

環境的發展。中國在該問題上致力推動東西方的環保交

流，不僅自身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展開環保援助，也主動

協調東西方的合作。綜合而言，中國未來可從以下四大

方面落手改革，開啟環境外交新篇章：

1. 積極參加國際環境會議，主

動提出本國環保訴求和建

議，參與國際立法和公約的

簽署，並保證履行和維護義

務有效推行；

2. 與其他國家進行環境合作時，應努力為國家間實現合

作提供條件，在不危害國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互

諒互讓，尊重他國立場、堅守本國底線。此外，積極

為國家間的地區合作提供平台，讓環保事業「引進

來、走出去」；

3.環保問題需要長期解決，應主導建立國際性環保機

構，吸引有相同訴求和利益的國家一起建立

合作組織，並使之常態化；

4. 環境外交形式的多樣化應成為新工作重

點：

．可把環境問題作為經濟合作的附加條件；

．主動承擔應有責任，如在非洲的能源投資活動以

「綠色生產」為主題；

． 嘗試與文化外交融合，利用駐外

大使館、孔子學院和中國文化節

等，向世界展現中國的環保態度

和成果。

華東師範大學政治

學系歷經60餘年的淬

礪，為國家培養大批

學界、政界與商界精

英，並確立在全國政

治學學科中的領先地位。香港《文匯報》與華東師範大學政

治學系合作推出通識專欄，從多角度探究中國各方面的外

交政策的發展演變與國際關係的風雲變幻，為本港通識科

高中生提供最實用的「現代中國」單元學習材料。

文匯─華東師大　
通識合作項目

定義
代表國家的機構和人員運用
談判等外交方式，處理和調
整環境領域的國際關係。

發展中國家和已發展國
家在碳排上互相卸責環境外交

挑戰
•地方政府忽視
•回應外評滯後
•更新推行手法

•成立健全的管理體制

•爭取更多話語權

•加強對國內外環團的支援

發展歷程

調解

中國

解決

融入期：
實質進展較小

成長期：
主動邀請國際合作

快速發展期：
積極主導議題

妙對風雲起伏
何謂環境外交？

環境外交（Environmental

Diplomacy，又稱綠色外交）

在由日本首先提出，基本內

涵是以主權國家為主體，通過正式代表國家的機構

和人員的官方行為，運用談判、交涉等外交方式，

處理和調整環境領域國際關係的一切活動。主要內

容包括：尋求加強國際間環境合作的方式、國際環

境立法談判、國際環境條約的履行、處理國際環境

糾紛和衝突等。隨 國際間環境外交實踐領域的不

斷拓展，又被賦予另一層含義，即利用環境保護問

題達成特定的政治目的或其他戰略意圖。

經過40多年發展，中國的環境外交

在國際環保合作領域佔有重要地位，

話語權逐漸加強，並在各類會議和事

件發揮積極影響。在發展過程中，中

國環境外交層次日益多樣化，內容進

一步廣泛，並緊扣和平與發展的時代

主題。從中國的環境外交實踐中可

見，環境外交的不斷深入開展，對中

國的經濟建設和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儘管如此，中國環境外交仍有諸多問

題，如受到人口、資金、技術、立

法、環保意識等因素制約。

地方忽視 政令不通

目前，中國的環境外交機構已較健

全，但一些地方政府對環境合作不夠

重視，對外環保合作項目較少。當前

中國的各級環保部門間沒有形成完整

高效的管理體制，在國家層面上主要

是由環保部國際合作司來操作，但在

各省市一級並沒有形成與之相通的機

構，導致政令無法通達，工作效率難

以提高。

面對外評被動 回應滯後

多年來，中國在眾多環境問題出現時的應答

都略顯滯後和被動，無論外國政府、外媒或外

企都對中國環境現狀頗有微言。美國前國務卿

希拉里2009年訪華期間，在提及中國環境問

題時指出「不希望中國重犯美國錯誤」。美國

對外關係委員會一篇文章指出，中國經濟的高

速增長建立在環境破壞的前提，同時應為全球

環境惡化負責。英國BBC一個名為《中國人來

了》的節目更以華企在海外投資時對當地環境

造成破壞為主題，指責聲音貫穿始終。面對上

述詬病，中國也進行相應的回應，但效果並不

明顯。中國要改變這種被動反應的狀況，爭取

話語權，建立高效應答機制。

隨時勢推新招 支援環團

環境外交發展至今，已形成成熟的管理體系

和合作機制。但是，隨 國際環境問題的不斷

變化、各國情況的轉變，環境外交工作的方法

也應作出適當調整。中國在環境外交建立初期

不是主導者，在該領域的制度建設上並無參與

意見，中國需加大參與力度，通過發展新方

法、新手段進行環境外交活動，如加強對國內

環保組織的支援、加大與國

外環保組織的合作等，影響

與塑造國際環境問題的制度

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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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不重視到頻亮相國際舞台
中國的環境外交發展主要可分為三大階段：

融入

快速發展

東西互卸責 當和事佬解恩仇

■多哈氣候變化大會決議

通過開啟《京都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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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成長

■內地從小培養民眾的環保意識。圖為小學生簽名支持

「地球熄燈1小時」活動。 資料圖片

■有人認為內地應多支援民間環保團體。圖

為志願者踩單車響應低碳生活。 資料圖片

多元外交興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