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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环境与发展问题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永恒命题。
人类文明的演进史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人类发展进程中一部探索如何正确处理人与环境关系的历史。
特别是进入工业文明以来，随着地球资源的日益紧缺和环境问题的不龄：出现，如何实现环境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
　　中国和印度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现今又是全球两个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
尽管两国在环境资源禀赋、社会经济、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在环境与发展的
重大问题上却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和机遇。
目前，就两国而言，如何在实现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确保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均已面临重大
挑战。
随着两个国家的发展和崛起，两国的环境与发展问题在世界的影响也更加引人注目。
　　开展中印两国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比较研究，系统考察和探求两国发展进程中的环境变化趋势和规
律，分析两国在推进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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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和印度在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同时，共同面临谋求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全球问题的谈判进程加快，将中国和印度两国置于举世瞩目的战略地位
。
中国和印度两国对本国环境问题所采取的行动也会对全球产生巨大影响。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CCICED）和印度可持续发展委员会（ICSD）清醒地意识到上述问
题，为此，CCICED和ICSD于2008年携手合作，设立”环境与发展比较：中国与印度”项目，并委托
中国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CAEP）和印度能源与资源研究所（TERI）联合研究。
该项目比较了中印两国的环境与发展的关系，识别了两国环境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总结了两国的发
展路径、经验和教训。
我们希望该项研究能为中印两国未来的合作提供参考，也能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和教
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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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如何实现权力和职责的匹配是体制方面的重点问题。
在中国近10年的改革过程中，环保部门的地位逐步提高，监管职能不断强化。
但是，在合理划分不同部门间环境与资源管理方面的责与权、加强环境与其他部门统筹协调能力、强
制地方政府履行环境目标责任上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完成调整。
在理顺机构体制同时，管理机构的执政能力建设、人力资源的配置、科研基础的积累也应该放在同等
重要的位置。
　　但是如何发挥好环保部门的“监督、协调”，甚至是实现“统一监管”的理想是历次改革试图达
到的目的。
环保部门的不断升级是解决的办法之一，它使得环保部门终于可以与其他部门平等对话，但是还远远
没有能力促使其他部门达成一致。
也就是说，虽然环保部门可以制定目标指标，但是对于被管理对象是否实施、如何实施却没有约束能
力——“规划、监督”尚可，但“协调、指导”较难。
　　如果要完成“协调”的任务，环保部门有两条途径，要么有驱动其他几个相关部门的行政权力和
强势地位，保证各部门思想统一、行动一致；要么有严密的法律法规体系和强有力的环境执法体系约
束经济行为。
目前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
　　如果要完成“指导”的任务，需要环保部门有技术上的优势和权威，制定的目标、政策切实可行
、编制的规范导则科学合理，但是就目前的环境科学研究的能力、水平和积累程度，在短时间内尚不
能服众。
　　地方环保部门的职能与权力不匹配，表现在省、市、县均设立环保局，管理相关事务，向地方政
府负责；地方政府有考核、任免环保局局长的权力，也有监督环保工作、撤销环保局不适当决定的权
力。
这意味着，当环保部门与地方政府意见不一致时，环保局必须服从政府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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