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积极推进政府的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 

——在第三届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曲格平副主席 

2002年 11月 23日 

 

女士们，先生们： 

早上好。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已经走过了两届 10年的历程，在

这期间,我们见证了从里约联合国环发会议到约翰内斯堡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

议 10年间中国在生态环境领域所发生的变化。可以说，这种变化是巨大的，成

就是辉煌的，这种变化和成就包含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所做出的积

极贡献。在此，我谨向各位新老朋友表示感谢和敬意。 

前不久刚刚闭幕的约翰内斯堡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激烈争议的余波还

在回荡。这次会议虽然未能在世界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但是，

在统一对全球严峻环境形势的认识上，特别是在实施《21 世纪议程》的行动计

划上，还是取得了新的进展。会议通过的《执行计划》，为世界绘制了未来 10

至 20年的行动目标。 

  《执行计划》在水、生物多样性、健康、农业、能源等几大领域确定的行动

目标和时间表，充分表明了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在全球范围内已是大势所趋，而

且，这一趋势不会因暂时的阻力而逆转。但是，会议筹备阶段和会议期间的各种

激烈争议表明，实现可持续发展将是一个艰难曲折的历程。它仰赖于国际社会的

有效合作；仰赖于世界各国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际行

动，包括：推行循环经济、加强经济与环境综合决策、扩大环境经济手段的应用，

以及扩大公众参与等等各个方面，是否取得不断的进展；最终，它还要仰赖于政

府、市场和各种民间力量是否能在各个领域同心协力，积极地、共同地推进可持

续发展。1992 年联合国环发大会之后国际社会和各国的实践行动表明，没有政

府、市场和民间力量的共同合作和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大厦就不可能稳固地建立

起来。 

然而，强调政府、市场和民间３种力量的合作，并不意味着政府在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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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公共职能可以削弱。政府掌控的制定法规、政策和分配预

算的巨大权力，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可持续发展前进的方向和步伐。即使在

20世纪 80、90年代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解除行政管制的社会浪潮当中，政府的

环境保护职能也并没有削弱，只是在保持政府的命令与控制体系所占主导地位的

同时，更加注意利用市场经济手段来引导企业和公众的生产和消费行为，更加注

意社会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对于各国来说，推进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特别是综合经济部门率先采取行动，仍然是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中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增长、行政体制改革和加强法治建设的进程当中，在

推进政府实施可持续发展的行动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是建立必要的法律法

规，促使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制定政策、规划和其他行动措施时，要充分考虑环

境保护方面的影响，广泛听取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实现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

切实推动政府的政策、规划和其他行动措施朝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 

历经 4年多的努力终于在今年 10月刚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

评价法》，在推进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实施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方面，具有里程

碑的意义。这部法律把中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推进到了战略环评的新领域，把同

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主要规划，包括土地利用、城市建设、区域、流域、海域的

建设和开发，工业、农业、畜牧业、林业、水利、能源、交通、旅游、自然资源

等方面的规划，都纳入了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并确立了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

审查监督的制度和程序。由此，从大范围的发展规划到具体的建设项目，都必须

执行“先评价，后建设”的规定。这是中国在环境保护法制建设领域的重大进展。  

对于政府及其各有关部门，这是一项如何有效实施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

富有挑战性的任务。它要求调整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制定规划的内容、方式和程序，

确立起更加公开和民主的决策方式和程序；要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逐步形成和发

展起有关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新技术和方法，使之有能力对于规划所特有的环境

影响，即，通常具有的空间范围大、时间尺度大、多种行为交叉和累积的环境影

响，做出令人信服的评价；要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根据环境影响评价的结论和建

议，对规划目标和内容进行调整，使之更加符合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从而有效地推动规划朝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 

对于环境保护部门来说，这是一个有效参与国家和各级政府环境与发展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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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决策的重要契机。它要求环境保护部门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各项规划潜在的

环境影响大小，向政府提出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具体范围、程序和办法，协

助政府审查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它要求环境保护部门为有关部门开展规划

的环境影响评价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组织专家对规划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评

审，协助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从而有效地参与各项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决策，

积极推动各项规划更好地符合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要求，在规划的源

头，就把好环境保护这一关。 

这是中国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步骤。只要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按照法律要求，认真实施环境与发展的综合决策，促使政府的各项发展规划朝着

可持续方向前进，并最终建立起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一体化战略和规划体系，

中国就能够有力地面对新世纪的各种严峻的环境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美好前

景。 

预祝第三届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圆满成功！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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