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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为绿色记者沙龙提笔写这篇序言的时候，竟生出些许回顾历史的感觉。
其实绿色记者沙龙从创办至今不过8年，在历史长河中，8年时间只是一瞬。
然而，历史的进程常常不是匀速、平稳的，而是有着起伏跌宕。
有时在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社会的发展和演变陷入胶着，如冰下流泉，冷塞难通；有时在一个长时
间的积累和沉寂之后，变革却悄然而至，一发而不可收。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在明朝锁国500多年来，中华文明持续衰落的背景下展开的
。
改革开放释放了久被压抑的对富足生活的渴望，将中国巨大的劳动力资源与西方的资金和消费市场接
合，使得中国经济在过去二十余年中获得了爆发式发展。
然而，当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在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同步展开的时候，中国的生
态环境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给公共健康带来危害，给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带来损害，给社会稳定造成了
影响。
如果环境问题解决不好，有可能成为木桶上的短板，最终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形成制约。
　　首先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的，正是中国的媒体人。
他们通过实地调查和深入访谈，写出了大量报道，反映出生态环境面临的巨大危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汪永晨和《中国青年报》记者张可佳也是这群媒体人中的成员，她们以自己独
特的视角和或优美、或尖锐的笔触，为中国的环境报道写下了重要篇章。
而对环境问题严峻性的认识，让她们开始探寻问题的解决之道，从而从社会生活的忠实记录者转变为
环保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
　　汪永晨在1996年成立了“绿家园环保志愿者”，这是中国民间环保组织之一，而张可佳也依托《
中国青年报》成立了“绿岛”环保组织。
作为媒体人，她们为唤起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起了重要作用；作为环保组织的发起者，她们的组织
成为环保运动中重要的力量。
然而，我始终认为，在她们的工作中，真正起到了无可替代作用的，是将环保工作的积极参与方和大
众传媒联系起来。
而起到这个桥梁作用的，正是2000年建立的环境记者沙龙。
　　绿色记者沙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将经济发展中严峻的环境问题，以及关注这些问题的人们所
开展的研究和采取的行动，及时地通报给大众传媒，进而展现给社会。
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环境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全社会的广泛参与；而西方传媒在提高社会环境意
识、满足公众知情权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究其原因，是因为环境问题涉及到发展和保护平衡的艰难选择，没有公众对利弊得失的充分了解，没
有各个利益相关方基于平等和信息对称基础上的讨论和相互妥协，就不可能在高速发展中平衡各方利
益。
　　细加分析，在共性之外，大众传媒对中国环境保护，相比其在西方的意义更为关键，因为中国的
国情，决定了环保组织可以采用的社会动员手段非常有限；而大众传媒对环境问题的报道，恰恰是通
过社会可以接受的形式，实现了将环境议题放大到社会层面，进而透过社会关注寻求解决之道。
　　回想起来，初创时期的记者沙龙，条件非常艰苦。
没有经费，没有固定的会议室，还只是物质上的难处；更难的是当时包括媒体在内，全社会对环境问
题的关注，远远没有今天这样多；而沙龙初创，记者们更没有形成每月关注沙龙议题的习惯。
但汪永晨以其坚韧的性格和扎实的工作，持续地组织了一场场的沙龙，而这份坚持最终让大家养成了
习惯。
　　当然，仅有坚持还是不够的；大众传媒和环保工作者相互沟通的需求，确实是沙龙成功的必要因
素，但仅有这一点也还是不够，我们不能忽略其他重要因素。
首先，作为媒体人，汪永晨和张可佳熟悉新闻规律，对新闻热点问题有着敏锐的把握，了解如何找到
和开掘新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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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她们又很深地介入到了环境保护的实践中，了解正在发生的环境事件，常常是在直接引领环境
实践的展开。
　　以备受关注的都江堰水坝工程为例，在都江堰于2000年11月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仅仅两年多之后
，水电部门就计划在都江堰上游1310米处修建杨柳湖水库。
此时共同主持绿色记者沙龙的汪永晨和张可佳应邀到杨柳湖开始进行实地调查采访。
之后，张可佳采写的报道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汪永晨的稿子也通过记者沙龙传递给了许多记者朋
友。
之后国内外一百八十多家媒体先后报道了这个事情，杨柳湖工程已经在公众间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最终，由多个部委组成的调查组肯定了媒体反映的问题，杨柳湖工程被四川省否定。
　　回顾杨柳湖大坝问题得到解决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媒体调查性报道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使
得公众能够参与到环境决策过程中，发挥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下而上的影响力，反过来对环境决策的
结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汪永晨认为：“公众力量直接影响一个大工程的决策，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张可佳也对《南方都市报》谈道：“以前，《中国青年报》也冒险发出了很多东西，但是起不到这
次这样大的效果。
”而没有记者沙龙对这一问题及时有效的传播，很难想象会在短时间内凝聚起如此大范围的社会关注
。
正如张可佳所言：“这不光靠我们，如果没有民众基础的话，你说了以后没人理睬。
”　　时至今日，每当踏入中国青年报会议室济济一堂的沙龙会场时，就感到这个每月一次的环境记
者聚会，已经让很多人欲罢不能了。
这其中也包括我自己。
从2003年在绿家园办公室一张条案旁和几位记者探讨中国水资源面临的挑战，到2004年7月在《中国青
年报》的绿色记者沙龙和来自金沙江的萧亮中报告虎跳峡建坝问题调研的情况；从2006年9月在记者沙
龙发布我们的中国水污染地图数据库，到2（K17年3月21家环保组织共同发起绿色选择倡议，直到2007
年12月在新的记者沙龙会议厅发布中国空气污染地图数据库——记者沙龙一次次为我提供了学习的机
会，更提供了难得的交流和探讨的平台。
　　写下这篇序言的时候，记者沙龙的每一次聚会自然地闪回在脑海，丰富的议题仿佛已是浓缩的历
史，但一个个热烈而亲切的场景又似乎就在昨日。
中国的环境状况依然严峻，科学发展的实现和生态文明的建立，有赖于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广泛参与
。
未来20年大发展中，我们必须维持一个起码的健康环境，必须保存下最为珍贵的自然和文化遗产。
而绿色记者沙龙，正是环保工作者为此不懈探求的一个微小但却极为重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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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环境记者沙龙”六年来精彩讲座的集辑，涉及环境总论、能源、江河湖海、森林、保护地、
动植物、城市保护、公众参与、生态补偿力个问题，每一讲都是针对近年来最为紧迫、最需要解决或
者最受关注的环境话题展开论述和讨论，主讲者均为著名的环境理论专家、政府官员、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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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逯耀东(1932－2006)，江苏丰县人，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
毕业于台湾大学首届历史博士班。
先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台湾大学、台湾辅仁大学等。
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工作四十余年，尤专注于魏晋南北朝史、中国传统与现代史学、中国饮食文化史
。
主要作品有《魏晋史学及其社会基础》，《从平城到洛阳》、《肚大能容》、《寒夜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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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首先介绍一下7年来我在耶鲁做的一个项目。
　　该项目是为了把环境政策的制定推向一个新的层次，那就是以数据推动，并且以实际的经验来检
验。
特别要讲一下我们在瑞士达沃斯推出的2006年环境指数。
这是革命性的变化——就是基于数据推动。
大家都是来自不同方面的媒体和环保人士，我也愿意就更广泛的问题和大家交流，因为我参加了很多
次全球环境政策和环境框架的讨论。
　　这是一个合作项目，是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合作，包括欧盟和世界经济论坛也参与了这个
项目。
我之所以有兴趣主持这个项目，是因为我曾经做了20年政府环保工作，在此期间，我对很多不确定因
素带来的环境问题感到非常失望。
在环境这个领域里，我们几乎无法回避的就是总是存在不确定性因素。
　　这样，很多时候环境决策就非常依赖专家的判断，但是很多专家对环境也不是十分确定。
所以在很多时候最终环境决策的基础就变成了猜测，变成了情绪，变成了政治的说教。
　　所以我希望能够把环境决策向更加坚实的方向推进，更加基于数据分析的基础。
首先我认为环境决策应该是基于充分的数据，之后是很好的分析，科学的分析和对于风险的分析。
我们最终是想让环境决策基于事实和实践的观察。
我特别希望创造一种方式来评估政府的环境表现。
　　“环境绩效排名总体框架”是一个核心依据，我所用的是现在企业常用的一种方式，就是创造一
个指标体系，同类型企业都按照它来看自己的表现。
所以它的实质就是通过16个不同的指标体系来给所有国家的环境表现打分。
　　通过对这16个指标体系的分析，我们可以确定谁是领先者，谁做得不够好，以及如何改进等措施
。
这样我们创造出的指标体系，不但可以给政府的环境表现打分，而且还可以创造不同的评价体系，不
同于单纯依赖经济发展的GDP增长率体系。
所以简而言之，我就想推动环境革命，它是基于事实、基于数据的。
我觉得这种方式可以让政府更好地对环境负责，比现在其他的环境决策要好。
　　有了好的指标、好的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到自己的政府做得怎么样，他们和同类国家相比是做得
更好还是更差一些。
通过提供这样的指标和数据，我们可以使环境决策更加民主化。
因为有了好的数据以后，可以评价他们的表现，有利于每个普通人，特别是有利于媒体，而如果达不
到环境表现，我们可以问是什么原因。
　　有了这16个指标体系，我们就可以看到和更容易知道一个正确的决策是做得更好还是没有做得足
够好。
这样一个体系可以使得我们非常清楚地揭示在环境管理中是不是存在腐败问题，是不是存在表现不佳
的问题，是不是存在环境集团操纵等问题，学习环境的人可能有这样的感觉：所有的政府都说他们已
经尽力做得更好了。
　　但是你如果能证明与这个国家情况类似的其他国家，他们的环境表现得更好，就可以向政府提出
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到？
　　我稍微讲一下。
它整个的指标体系分为两个大的目标，一个是环境健康，一个是生态系统的活力。
环境健康主要有五个指标与此相关：儿童死亡率，室内空气污染，饮用水，是不是有足够的卫生系统
，是不是有清洁的空气（包括城市可吸入颗粒物），这些都跟健康有关。
此外是关于生态系统的活力，包括空气质量、水资源、生物多样性和栖息地，还有自然资源生产力、
可持续能源，其中又包括很多小的方面，比如总氮、水资源消耗量，这里面还包括荒野的保护，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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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捞，可持续能源（可再生能源）的效率，能源效率，还有GDP，每个GDP增长所增加的二氧化碳。
我们得出这些指标体系是因为环境科学家指出这些相关体系都是重要的，我们把这些体系建立起来再
找相关数据。
有些数据我们根本找不到，或者大家觉得这些数据太糟糕了，根本不值得相信。
　　比如我们很希望有这样的数据，能够让大家知道有多大程度暴露在有毒空气下，或者有多少湿地
保护，但是在这方面没有相关数据。
这样我们所做的就是把我们能找到数据的指标尽量做到更好，我们明确提出其他一些存在的空白和缺
陷，希望促使政府把这些缺陷弥补上。
　　虽然我很希望推动数据的环境决策作用，但是我也承认，它是有局限性的。
我们希望做得非常透明化，我们搜集的所有数据都公布在我们的网站上，希望了解这些假设或者分析
方法是不是合适。
　　在我们的环境绩效排名体系中，最终排在前三位的是新西兰、瑞典、芬兰，后三名是毛里塔尼亚
、乍得和尼日尔，而在中间的国家有些做得不错，有些却做得不好。
最终我们发现一个总的排名是有用的，你可以在其中发现为什么一些国家做得好，一些国家就做不好
。
　　但在环境政策的讨论中，其他问题也可以通过这个排名得到回答。
我们通过它看每一个国家，这些国家总体来讲离环境表现的目标有多远，这样就可以看出全球社区以
及国际社会在环境保护上做得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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