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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我国第一本全面回顾中国环境外交历程的著作。
时间跨度从1972年至1999年，作者将中国环境外交的历程划分为三个时间阶段，并相应做了生动的描
述和总结分析，资料翔实，表述客观，有很强的历史参考性和阅读型。
可以说把中国环境外交最灿烂的部分浓缩于字里行间，展现在读者面前。
展望部分是作者多年来实践的深刻积淀和最新思考成果，可给人以较大启迪，相信能够为中国环境外
交的决策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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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之佳，1952年出生于天津，籍贯山东蓬莱。
197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外文系，之后又攻读武汉大学法学院环境法专业并获法学硕士。
1976年始，在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任外事官员。
1978年至1983年，在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表处任外交官。
回国后，在国家环保部门从事对外合作工作直至1996年出任国家环保部门国际合作司司长。
2003年4月出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区域合作司副司长。
现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特别协调员。

　　参与编译、翻译并出版的著作有：《外国环境保护法选编》、《我们共同的未来》、《世界资源
报告》等；独立著作有《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及立法研究》、《中国环境外交》、《对话与合作
：国际环境问题和中国环境外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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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类生存状况的恶化——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
炽热的地球：温室效应和全球变暖
窒息的空气：化学烟雾四处弥漫
无情的雨滴：酸雨普降
裸露的星球：臭氧层损坏
干涸的水源：水资源短缺与水体污染
绿色的消失：森林的滥伐与雨林的消失
流沙的疆域：草原退化、水土流失与荒漠化扩展
单调的世界：生物多样性锐减
尴尬的境遇：环境激素危害加剧
第二章 环境外交——任重道远的崭新外交领域
外交家如是说：环境问题与其他问题平分秋色
人类的共识：保护生存环境
必然的选择：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崭新的领域：充满活力的环境外交
是非的分辨：解决环境问题的基本分歧
第三章 环境保护——国际组织和各国采取的行动
嘹亮的号角：联合国与环境保护
必要的协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行动
杠杆的作用：全球环境基金和世界银行的作用
重要的动向：美国的环境保护及环境外交动态
可行的方略：日本的环境保护及环境外交举措
正确的方向：中国的环境保护及环境外交方向
合作的典范：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第四章 初登舞台——中国环境外交的开辟阶段（1972-1978年）
划时代的盛会：斯德哥尔摩大会的召开
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环境外交成果
合情合理的主张：对于大会讨论一些议题的表述与主张
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理事会
泱泱大国的亮相：中国环境外交的特点、成绩与问题
第五章 渐入佳境——中国环境外交的深入发展阶段（1979-1992年）
渐入佳境：“人与生物圈委员会”成立后环境外交的发展
艰难的成果：《蒙特利尔议定书》的艰难谈判
未雨而绸缪：44／228号决议
一致的行动：发展中国家的协调
正义的力量：全球气候变化所争论的焦点
政策的调整：改革开放与中国的环境外交
鲜明的特色：中国环境外交的特点、成绩与问题
第六章 中流砥柱——中国环境外交的渐趋成熟阶段（1992年至今）
环发大会：发达国家的主张与中国的作用
《21世纪议程》中的几个要点
环发大会的深远意义
京都会议及其后中国环境外交变化
中国环境外交的特点、成绩与问题
第七章 活跃的领域——中国的双边、多边环境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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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双边环境合作
中加双边环境合作
中德双边环境合作
中美双边环境合作
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环境合作
全球性多边环境外交
第八章 回顾与思考——中国环境外交总结
时代的呼唤：中国环境外交大发展
丰硕的果实：中国环境外交成就
继往而开来：中国环境外交有待增强
坚固的基石：中国环境外交的基本原则及对某些重大问题的
立场
第九章 新世纪的展望——21世纪的中国环境外交
世纪的主题：2l世纪环境保护的新世纪
严峻的挑战：21世纪环境外交的新走向
历史的使命：21世纪的中国环境外交
附录一 中国环境外交大事记
附录二 环境与发展领域的重要支献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
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北京宣言
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
附录三 中外双边环境合作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美利坚合众国环境保护局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合作议
定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局与荷兰王国住房、规划和环境部关于环境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保护自然环境的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环境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环境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环境保护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局、蒙古国自然与环境部和俄罗斯联邦自然保护和自然资源部关于建立
中、蒙、俄共同自然保护区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环境保护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局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和核安全部环境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和澳大利亚环境、体育和领土部环境合作谅解备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局与乌克兰环境保护和核安全部环境保护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局与芬兰共和国环境部环境合作谅解备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局与挪威王国环境部环境合作备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和丹麦王国环境与能源部环境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政府环境保护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委员会环境保护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和波兰共和国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和林业部环境保护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环境保护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政府环境保护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规划环境地政局与加拿大环境部有关环境事宜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局与加拿大环境部环境合作备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国家环境保护局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环保合作谅解备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面向21世纪环境合作框架声明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环境外交（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与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森林与环境部环境保护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加拿大政府环境合作行动计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与哥伦比亚共和国环境部环境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与澳大利亚环境和遗产部环境合作行动计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保加利亚共和国政府环境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秘鲁共和国政府环境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与意大利共和国环境部环境合作联合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环境保护联合声明——行动议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摩洛哥王国政府环境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与荷兰王国住房、规划和环境部环境合作谅解备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比利时王国政府环境合作谅解备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与瑞典王国环境保护局环境合作谅解备忘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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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本着谦虚谨慎的精神，坚定支持第三世界。
环境行动计划优先次序问题和项目内容是本次会议集中争论的一个问题，其实质上是发展中国家的要
求和发达国家的要求何者放在优先地位的问题。
秘书处原来所提方案基本上反映了发达国家的要求，把大气、海洋的污染和全球监测问题放在优先地
位。
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仍然是饮水、居住、卫生等问题，即发展问题。
另一个焦点是使用环境基金的实权，也就是环境基金的财权应更多集中于理事会，还是更多掌握在执
行主任手里。
在这两个问题上，争论相当激烈，直到会议最后一天才达成协议。
行动计划的内容，优先次序以及分配的金额，基本上是77国集团的方案和发达国家协商后的产物。
基金财权问题争论很大，最后达成协议。
对执行主任的权力给予了限制，所有计划、办法、协定都要由理事会审批，再授权执行主任执行。
　　在这次会议上，发展中国家团结协商，注意策略，积极活动，利用多数优势，加强了同发达国家
谈判协商的地位。
发展中国家在这次会议中主要通过77国集团的方式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国代表团坚决支持第三世界的正确建议，对于他们的一些盲动，做了积极的工作，力争使双方
协商解决，使我国处于较为主动的地位。
在行动计划优先次序问题上，77国集团一度由于西方国家坚持不让步，曾表现急躁，准备到会上摊牌
，以多数强行表决。
经我国代表团建议应以协商为主，坚持原则，耐心谈判，在77国集团方案的基础上达成了协议。
他们在协商过程中多次向我们介绍情况，事后对我国的支持和建议一再表示感谢。
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存在分歧的问题，如基金的财权问题，一度争论较大，我国代表团采取慎重和不介
入的方针。
　　我国代表团在会议当中，认真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再作决策，使环境外交处于主动。
如在基金财权问题上，最初从不同的代表团了解到的情况都有一定的片面性，通过较广泛接触，并在
会议中注意观察，反复进行了分析研究以后，才基本上弄清情况，决策有了充实依据。
再如关于全球监测，通过多方接触，进一步了解其内容和办法，对于考虑对策，十分有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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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之佳编著的《中国环境外交(上）》在2006年发行后，经历五年，如今已经是第二版。
在第一版的基础上，作者根据读者的需求对第一版的内容做了一定的增删和对错误的更正。
全书共十章，包括基本概念、原理和应用。
基本原理包括不可压缩流体（液体）的基本性质、数学模型、运动学和动力学基本原理及相似原理。
各章都选配了典型例题、思考题和习题，并给出了部分习题答案，直接附于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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