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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湄公河（我国境内称“澜沧江”，出国境后称“湄公河”）将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
越南六国相连。
六国人文传统相近、经贸关系紧密，构成了大湄公河次区域一道独特的地缘风景线。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和各国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国与
周边五国正朝着一种既继承历史又超越历史的新型友好关系发展。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2005年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上就此特别指出：“大湄公
河次区域国家地缘相邻，文化相通，政治关系良好，民间往来密切，都处在改革发展的重要阶段，开
展互利合作既有共同需要，也有许多有利条件。
”这一席话全面描绘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六国间的合作关系与美好前景。
作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主要创始国，中国始终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
在次区域合作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作为次区域重要合作领域之一的环境合作机制，自其1995年创建之初，中国就致力于推动次区域可持
续发展，积极开展了环境扶贫、能力建设、生物多样性走廊等系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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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过各方共同努力，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合作在过去十余年取得了丰硕成果，环境合作的重要性日益
获得次区域各国政府和民众的广泛认同。
作为对过去经验的梳理与总结，并为未来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合作提供经验借鉴，我们组织编写了《
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合作回顾》。
    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主张世界各国在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
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合作方面，我们也将全面实践这一主张，为促进全球和区域性环境问题的解决
、实现本地区共同可持续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展望未来，我们坚信，大湄公河次区域可持续发展潜力巨大，环境合作前景广阔。
我们将本着“和睦、协作、共赢”的精神，为实现次区域的繁荣共生、互惠互利和可持续发展，为建
立和谐的大湄公河次区域，与区域各国人民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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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大湄公河次区域自然地理与社会经济概况1.1 自然地理概况大湄公河次区域辐射中国（主要涵括云南
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及越南六国，面积近260万km2。
作为亚洲一条重要的国际河流，大湄公河中国境内段称为澜沧江，中国境外段称为湄公河，在国际合
作中则将其统称为大湄公河。
其中，澜沧江发源于中国的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自北向南由中国云南省出境，并继续流经缅甸、老挝
、泰国、柬埔寨、越南，于越南胡志明市附近注入南中国海。
中国境内澜沧江长2130.1km,，境外湄公河长2750.2km，二者相加河流全长约4880km，总落差5167m，
多年平均径流量4750亿m3。
①次区域内自然景观差异明显，涵盖了寒带、温带、热带等多种气候类型，具有雪山冰川、高原草甸
、深山峡谷、浅山丘陵、冲积平原和河口三角洲等多种地理特征。
而由于流经国家多、自然资源丰富，这条连接中国和东南亚、南亚地区的河流，更被国际社会称为“
东方多瑙河”。
1.2 人口与经济该地区蕴藏着丰富的水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具有极大的经济潜能和开发前景。
自然景观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孕育了举世闻名的自然文化遗产。
虽然自然、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差异形成了大湄公河次区域文化的多元性，但区域内国家历史上有着密
切的文化与商业交往，构成了次区域独特的地缘文化与经济形态。
目前，大湄公河次区域总人口规模达到3.2亿左右②。
据统计，大湄公河沿岸基本属于低人口密度区域，仅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越南约达200人／km2；中
国云南省和泰国达到110～130人,／km2；柬埔寨、老挝、缅甸则在100人,／km2以下③。
然而，该地区却是人口中高度增长区域，并且是高度贫困地区。
随着各国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城市化比例在次区域各国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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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合作回顾》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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