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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国开始关注环境保护事业，至今已历经三十多年，这期间，有一股力量在推动
着环保事业的发展，这股力量就来自媒体。
我一直认为，如果要让社会关注环保，那么首先要让媒体关注环保。
媒体关注的是人类的公共利益，环境保护就是人类的公共利益，近年间关注的是两大问题，一是人与
人之间的平等问题，这涉及资源权、环境权、发展权等多方面的平等——包括利益的平等，也包括责
任的平等，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这涉及如何正确树立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如何让人类不成为
自然的伤害者而成为自然的护卫者。
环境保护说到底是为了让人类生活更美好，帮助人类升华到更高尚的精神境界。
我们正在全面进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时代”。
环境问题正在或者说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问题。
在这个时代，必须有一群人，把如何保护自然界，如何推动可持续发展，如何选择更美好的生活方式
等许多与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的道理讲清楚，把许多障碍及时地告示给社会。
中国媒体中正好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一直在做这样的维护社会公正和环境正义的工作。
他们那种勤奋工作和对环境保护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令人感动，值得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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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形式和宗旨都秉承了第一辑《改变》，谨慎收录和选择“影视环保调查”、“过度包装”、“
城市化与水资源短缺”等12个年度重大环保事件，充分反映了2007年中国的环境状况和环保界的最新
动态。
本书所收的文章相比第一辑笔锋更加犀利，剖析更加深刻。
像太湖蓝藻的问题；长江干流、支流与鄱阳湖挖沙的问题；公众参与如何引导的问题；如何正确看待
江河水电开发的问题——每一篇所涉及到的问题，无一不是提醒人们在谋划一项工程建设时，既要考
虑经济效益，又要考虑环境效益，远近结合，统筹兼顾。
这对提高社会的科学决策能力有着积极的借鉴和参考作用。
书中讲述的一个个故事，汇总成一个共同的声音，就是：“谁毁弃了家园，谁就输掉了未来；谁保护
好环境，谁就赢得了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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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7年中国环境大事记——记者回顾汪永晨写这篇回顾时，中国正在经受着巨大的灾难。
四川汶川大地震让全国上下哀悼。
大自然怎么了？
众说纷纭。
不管怎么说，自然与生态，人与自然，在这次大灾后，会让人们重新认识，重新面对，我相信。
2007年，中国环境既经受着太湖污染、重庆大涝、长江水位持续历史最低，也有着《新京报》上说的
：2007年的“民意盛宴”绝非仅仅是这三个事件。
越来越多公共管理、公共决策领域活跃着公民的身影、回落着民意的声音，这使我们有理由做出判断
——2007年或可称为中国社会的“民意表达年”、“公众参与年”。
在环境问题上，“表达”和“参与”已成为一种国家价值观，成为公民的生活方式，谁也无法改变这
一事实，但事实却能改变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未来，厦门PX事件、北京六里屯垃圾厂、上海磁悬列车的争议，一定不仅仅是地方政府尊重民意的个
案，而更多地会是地方政府为错误的决策埋单，会有更多的公众参与到政府决策的程序中去。
《新京报》评论部主任王爱军今年也加入到我们的记者调查队伍中。
他在《环保大厦何以支撑》一文中说：对中国环保这样的“庞然大物”进行“病理”诊治，是一件十
分困难的事情。
2005年就已经启动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立法迟迟没有进展，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指出其中的
原因：条例立法受阻主要源于有些部门和地方政府追求短期利益、局部利益，不支持这项立法工作；
有些部门和单位甚至以种种理由逃避开展规划环评的责任。
王爱军认为，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因为地方政府对环保的阻力，而环保总局又要“做点事情”，
于是，建立在非法治制度之上的“环保风暴”连刮几轮，效果有限。
环境保护，靠这种运动式的执法，难免“人走政息”。
而风暴式的执法，从一个方面证明了环保制度化的欠缺。
《冰川消融》一文中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2007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确定为“冰川消融、后果堪忧
”。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供的资料，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气温不断增高
。
从l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至今，全球平均气温增高了0.75摄氏度。
全球气候变暖，导致了冰川融化、冰盖缩小、冰架断裂。
中国已经出现城市化的“大跃进”，这股在全国范围内从上到下的大规模“造城运动”，既违反循序
渐进原则，也超出了正常的城市化发展轨道，突破了水资源承载力，使城市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
如果按现在的速度扩张下去，20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超过50％，2020年将达到64％，2050年达到
（2002年）世界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的平均值75％，中国城市人口总量将达到10亿～11亿。
中国的水资源现状显示：未来根本无法承载这么多人口进入城市。
这个显示看起来有点吓人，但是连四川成都这样的天府之国都成了缺水城市的现实，确实是我们难以
想象的。
《城市化与水资源短缺的思考》一文中，给了我更多的数据：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举世瞩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5年的42.99％，这个速度在全世界是创
纪录的。
达到同样的水平（即从20％-40％），英国花了120年，美国花了80年，日本30多年，而我们只用了22年
。
《太湖蓝藻事件颠覆苏南全面小康模式》一文作者的家乡就在太湖边。
从小唱着“太湖美在太湖水”的他，在这篇文章的大事记中这样写道：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昨日
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中国如今的水污染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不是资金问题，而是体制问题，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选择>>

是该告别“风暴”寻找新路的时候了。
潘岳表示，制度建设比“风暴”更为艰辛。
在“花瓶”和“令箭”之间，在不同部门、地方和行业的利益冲突之间，在人们过高的期望和可能不
那么完美的结果之间，亦有夭折的可能。
如果短期内无法完成这样巨大的调整，那么设立一套对官员的环境考核和问责制度，就是次优选择。
对于环保部门自己来说，目前急需环境执法和监测系统的垂直运作。
从冰川融化，到城市缺水，到江河污染，人类经受着大自然的拷问，大自然中的其他生灵，因为我们
人类的干扰，也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长江科考：白暨豚未见踪影鄱阳湖挖沙：江豚遭灭顶之灾》调查提出的是：面对2006年12月长江中
下游白暨豚国际科学考察未见白暨豚的踪影、中国鲸豚类物种保护面临着最严峻的挑战，大家一致认
为很有必要分头采取一系列积极行动，呼吁全社会以及公众对长江生态、环境状况的优劣与人民生产
、生活的关系给予充分关注，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扭转长江生物的濒危态势，使已经“升入”濒危
物种的江豚不再步白暨豚的后尘，从现在起得到更有效的保护。
专家告诫说，中国需要考虑发展新型住宅，而不是专注楼房的建设。
蒋高明说，看上去再平常不过的沙子、石头、泥土，都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产物，像石油、矿产一样
也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
没有沙子，河流会失去其生态服务、泄洪和水质净化等等重要的功能。
在历史上一向不起眼儿的河沙湖沙，在人类的欲壑面前如今也变成弥足珍贵的资源了。
在我们登船时，这条“挖沙王”刚刚给一条800吨的小型拉沙船装完货，船上震耳欲聋的挖沙和运沙机
器都停了。
据船上一名安徽籍工头说，这条船一天能挖数十万吨沙子。
除了动物以外，正在经历挑战的还有植物。
《红树林：“海岸卫士”的绝处逢生》一文中说：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红树林”是个很陌生的
词，许多红树林保护工作者一开始对这种生长在陆海交界处的“海上森林”也不了解，只见潮起时，
蔚蓝的海面上浮着一片绿洲；潮落，绿洲中则露出千姿百态的枝干。
名词解释中的红树林就是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海岸潮间带滩涂上生长的由木本植物组成的乔木和灌
木林的统称，又被称为“海底森林”，通俗地说，就是可以被海水间歇陛浸泡的树林。
“2004年年末的印度洋海啸是个转折点”，王文卿教授说，也正是从印度洋海啸后，红树林作为“绿
色盾牌”和“海岸卫士”的作用迅疾引起高层重视。
“保护红树林和生态修复，不能光盯着那几棵树，不然就谈不上完整的保护”，王文卿举例说，1992
年-1997年间，深圳福田红树林的面积没减少，鸟儿却减少了70％，原因就是红树林旁的鸟类寻食地遭
到了破坏。
《区域限批的吕梁案例》是以一个地区的案例分析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个法规。
文中这样说道：国家环保总局使出区域限批这一“杀手锏”的背景是：2006年中国面临着“最为严峻
”的环境形势，全年发生严重环境污染事故161起，平均每两天一起；环境投诉已达60万人次。
国务院年初提出的能耗降低4％、污染物排放降低2％的目标无法实现，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
如果说区域是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个“杀手锏”的话，那么绿色金融，也是2007年环保的一项重要举措
。
《绿色信贷：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以国际为例指出：当前世界各国趋向于达成一项国际共识
，即金融作为一种稀缺陛资源，要提高对贷款的使用效率，优化和健全金融调剂社会资金余缺、实现
资产避险、产业结构调整和引导合理消费，就必须考虑投资项目环境和社会影响因素，完善金融风险
评估和预警机制。
因此，金融业在贷款、执行、管理项目的同时，出资人和银行应该对其出资支持的项目所造成的环境
和社会影响负责。
因此，金融业可持续发展的基准——“赤道原则”应运而生。
顺应国际金融业发展的趋势，为推动各地落实节能降耗减排的艰巨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200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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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三部委联合出台“绿色信贷”政策。
过度包装和绿色信贷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但是其浪费却已到了惊人的地步，《过度包装吞噬资源
的血口》的调查记者认为。
采访过度包装题材大概是记者最容易完成的任务，因为过度包装的商品充斥在我们生活的每个细节中
。
即使对司空见惯的现象再次观察，也依然为中国商品巨大的包装浪费而感觉耻辱。
几乎所有可以作为礼物的商品，无一不被过度包装夸大着体积。
想到那些精工制造、铺天盖地、瞬间就会变为垃圾的纸盒，就仿佛看到一场场野蛮的资源自我掠夺。
从中外产品包装上很能看出环境意识上的差距。
国外朋友送的u盘，两个内存极大的u盘只用一个小小的绣花绸袋装着，体积小到能放进上衣口袋。
从中关村买的u盘，一个盘就要装进一个半尺长的盒子，加上各种衬垫拿在手里沉沉的。
《2007中国影视环保调查》这篇文章和本书其他文章比起来，可能吸引的是不同的读者群。
影视，更为大众化。
而这一大众化带来了什么呢？
作者告诉我们：2006年影视拍摄给风景名胜带来的破坏，引起媒体和各级政府的广泛关注，“绿色影
视”成为2006年环境保护领域最热门的词汇，2006年也成为中国“绿色影视元年”。
2007年是获得回报的一年，舆论开始空前关注，破坏环境导演纷纷认错，政府部门出台通知，影视制
作人开始走向环保之路。
2007年，堪称为中国的环保快速起步年。
2007年，糟蹋环境的大片继续接受审判，环保主义者继续跟进，限制影视、保护环境的法规出台，更
多的大片开始打出环保牌，曾经的“落后导演”洗心革面。
2007年的中国影视环保，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
政府与民问，影视与观众，终于开始并肩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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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选择:中国环境记者调查报告(2007年卷)》宗旨：召集著名媒体的知名记者，就年度环境重大事件进
行深度调查和跟踪，反映中国整体环境状况、探讨现实问题以及相关的政策、出路、对策等等。
《选择:中国环境记者调查报告(2007年卷)》的形式和宗旨都秉承了第一辑《改变》，谨慎收录和选择
“影视环保调查”、“过度包装”、“城市化与水资源短缺”等12个年度重大环保事件，充分反映
了2007年中国的环境状况和环保界的最新动态。
作者们在报告中不仅描述事态，还提出问题．促进思考并探讨出路．清晰完整地呈现现实、观点、批
评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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