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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以后，伴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世界人口呈爆炸性增长，人类的生存面临着一些严重的问
题：资源枯竭、淡水危机、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海洋污染、大气污染、森林面积减少、草场退化
、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物种灭绝⋯⋯这些问题的出现否定了传统的资源利用方式和经济增长模式
，人类社会由此面临一次危机和转折。

    人们把上述这些问题称为环境问题，环境问题已成为人类共同关注的一个全球性问题。
人类要生存，地球要拯救，经济发展与环境必须协调，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该研究项目应用了社会学与历史学、经济学和环境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属于多学科研究方法的
交叉成果。
研究是以时间序列为轴展开，以个案描述和定量分析相结合，找出欠发达地区工业化进程中水资源保
护存在的问题。
在研究报告的最后部分，针对存在的问题还提出了改进的意见，以求达到社会科学研究为经济建设服
务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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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表2—2—1中国工业总产值中轻重工业比例表(％)┏━━━━━┳━━━━━━━┳━━━━━━
┳━━━━━━┓┃    时间  ┃  工业总产值  ┃    轻工业  ┃    重工业  ┃┣━━━━━╋━━━━━━
━╋━━━━━━╋━━━━━━┫┃    1949  ┃    100       ┃    73．6   ┃    26．4   ┃┣━━━━━╋━
━━━━━━╋━━━━━━╋━━━━━━┫┃    1952  ┃    100       ┃    64．4   ┃    35．6   ┃┣━━
━━━╋━━━━━━━╋━━━━━━╋━━━━━━┫┃    1957  ┃    100       ┃    53．1   ┃    46．9  
┃┣━━━━━╋━━━━━━━╋━━━━━━╋━━━━━━┫┃    1965  ┃    100       ┃    50．4   
┃    49．6   ┃┣━━━━━╋━━━━━━━╋━━━━━━╋━━━━━━┫┃    1975  ┃    100       
┃    43．3   ┃    56．7   ┃┣━━━━━╋━━━━━━━╋━━━━━━╋━━━━━━┫┃    1980  
┃    100       ┃    46．9   ┃    53．1   ┃┣━━━━━╋━━━━━━━╋━━━━━━╋━━━━━━┫
┃    1981  ┃    100       ┃    51．4   ┃    48．6   ┃┗━━━━━┻━━━━━━━┻━━━━━━┻━━
━━━━┛资料来源：朱嘉明著《现实与选择》，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49页。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当1971年中国第四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的时候，各省、市假借“准备
打仗”的名义，大力发展以“五小”工业为主的地方经济。
这“五小”工业是“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炭和小水泥”。
到1975年止，“五小”工业已占全国钢产量的6．8％，原煤产量的37．1％，水泥产量的58．8％，化
肥产量的69％。
⑨这部分工业后来对环境产生了严重的污染，对水资源也产生了极大的破坏。
    还有就是乡镇企业发展造成的污染也比较严重。
    三、中国工业的生产工艺对水资源保护的影响    首先，中国工业用水量大，造成工业废水排放量大
，严重污染了水环境。
有关资料显示，每增加1KW火电装机，美国需要200—300m3的用水量，中国需要450—650m3的用水量
；中国生产lt钢耗水25—30m3，美国和日本耗水6m3；中国生产1吨纸耗水450-一500m3，而美国和日本
耗水200m3；中国城市工业万元产值耗水量近200m3，发达国家仅为20__30m3，相差10倍。
这就是工业用水量方面的差距。
    其次，中国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低也是造成水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
目前，中国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50％以上的城以上两起事故都表明水资源的破坏在工业化进程中
是首先必须加以注意的事情，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如果没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环境的关系，包括水
资源破坏在内的环境污染现象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1972年，引起中国政府注意环境保护问题的另一件大事是，这一年的6月5日至16日联合国在瑞典首
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周恩来总理指示派团参加。
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充分了解到世界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世界发达国家对待环境问题的态度，也认识
到环境问题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
会后，代表团的汇报促成了中国对环境问题认识的转折，国务院决定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环境工作会议
。
    二、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转折年    1973年8月，中国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全国范围
内的环境破坏状况由此浮上水面，环境破坏的严重性使代表们认识到是抓环境问题的时候了。
这次会议定下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
福人民”的环境保护工作方针，还制定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
该《规定》是中国第一部涉及环境保护的法规，涉及全面规划、工业的合理布局、改善老城市的环境
、综合利用、土壤和植被的保护、水系和海域的管理、植树造林、环境科学研究和宣传教育、环境监
测、环境保护投资和设备十个方面的内容，这是中国开始走上依法治理污染的一个重要起点。
    在这个时期，中国对保护环境开始有了具体的操作尺度，这就是下面这项标准的试行：73年，中国
颁布了《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这是一部以“三废”排放浓度控制为标准的规定，它没有规
定“三废”排放的总量，只能说是一部起步阶段的管理规定。
有的企业为对付检查，采取了用水稀释排放物或者是多建烟囱排放废气的对付办法，与国家的环境保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关怀生命之源>>

护规定相对抗。
这项标准一直使用到1988年《污水综合排放标准》出台为止。
                            第三节  中国环境保护机构的建立    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后，在全国陆
续成立了一些环境保护机构，多数属于临时性的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而在市一级则称为治理“
三废”办公室，以落实1973年发布的《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的实施工作。
    1974年，中国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下面设立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这是中国环境保
护机构建立的起点。
也是在这一年，刚成立的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提出了一个治理环境污染的十年目标，该目标要求
“五年控制，十年解决”中国的环境污染，其结果是由于低估了治理环境污染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到1980年，人们发现污染非但没有被控制住，反而更加严重了。
    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后，中国从国家到地方各级陆续成立了环境保护局，在一些有关
的国家行政机关和部分大型企业中也成立了相应的环境保护机构，中国的环境保护机构网络开始逐步
完善。
        1982年，在国家机构改革中，国家正式成立了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内设环境保护局)。
    1983年底至1984年初，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召开，会议建议成立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该委
员会领导和协调全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办事机构设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
国务院1984年5月发布《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宣布成立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其组成人员有
国务院、国家科委、建设部、国家经委、财政部、农牧渔业部、林业部、地质矿产部、国防科工委、
总后勤部、卫生部、公安部、冶金工业部、机械工业部、核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化学
工业部、轻工业部、交通部、水利电力部、劳动人事部和国家海洋局的领导同志。
    1984年11月，为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经国务院批准，将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局改为国家环
境保护局。
    1984年，国务院宣布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这是中国环境保护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的重
大发展，对于环境保护机构建设意义重大。
    1984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之后，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积极响应，与中央对口成立了省一级的环境保护委员会，有的省、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机构升格
为一级局，地县一级的环境保护机构也有了较大的扩展，这都从组织上保证了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
第四节中国环境立法和法规、标准的逐步出台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的出台   
1978年12月31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党中央便批转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关于环
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指出“消除污染，保护环境”是进行经济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
同时，党中央还要求各级党委要重视建设的同时就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党中央的名义对环境保护问题做出指示。
    1979年9月13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环境保
护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标志着中国环境保护工作进入一个    二、中国颁布的
与水资源保护有关的单行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197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198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1984年)，1996年由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
议修改拖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198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198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6年)。
    三、国务院颁布的与水资源保护有关的行政法规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1979年)。
    《关于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1981年）。
     《基本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1981年)。
    《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1981年)。
    《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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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198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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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20世纪以后，伴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世界人口呈爆炸性增长，人类的生存面临着一些严重
的问题：资源枯竭、淡水危机、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海洋污染、大气污染、森林面积减少、草场
退化、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物种灭绝⋯⋯这些问题的出现否定了传统的资源利用方式和经济增长
模式，人类社会由此面临一次危机和转折。
    人们把上述这些问题称为环境问题，环境问题已成为人类共同关注的一个全球性问题。
人类要生存，地球要拯救，经济发展与环境必须协调，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1992年6月3日至14日，在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召开20年以后，又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
境与发展会议(简称“地球会议”)，18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其中有102位国家元首或国家首脑，出席大会的还有联合国以及下属机构的70多个组织的代表。
大会回顾了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以后的全球环境保护的历程，敦促各国政府和公众采取积极措施，为
保护人类生存环境做出共同的努力。
    “地球会议”第一次把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概念推向行动，并从政治平等、消除贫困、环境保护、
资源管理、生产和消费方式、科学技术、国际贸易、群众参与等方面对可持续发展进行了详尽阐述。
    会议通过了关于环境和发展问题的《里约热内卢宣言》(又称《地球宪章》)。
这是一个规范国际环境行为准则的纲领性文件，号召各国人民建立一种新的公平的全球伙伴关系，为
实现保护环境的共同目标而奋斗。
大会还通过了《21世纪议程》，这是一个在全球性、区域性和各国范围内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行动纲领
，它指导人们以何种行动方式进人21世纪。
它不仅阐明人类想达到的目标，还具体规定了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
大会还签订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发表了里约环发大会宣言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
声明。
    与1972年的人类环境会议相比，本届大会不仅加深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而且把环境问题与经
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指明了解决环境问题的正确道路，即被普遍接受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本届大会极大地推动了全球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大会确定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正在被越来越多
地引入到各个多边会议，并占据重要位置。
比如联合国召开的人口与发展会议、世界减灾大会、联合国社会发展首脑会议和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都是其主题之一。
    经过反思，人们意识到在以前的发展中，较多的是以追求发展速度为第一位的，在社会进步的同时
又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对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而言，发达国家是由于制造业的发达而破坏了环境，欠发达国家更多的
是由于采用落后的工艺从事生产而破坏了环境。
其共同点都是粗放型利用自然资源，从而破坏了环境，将人类置于与自然尖锐对立的危险境地。
    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首先提出了要在社会进步的同时防止环境状况的恶化，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
究其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已经先于发展中国家完成了工业化过程，它们有足够的经验和实力可以做到
以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指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而对仍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条件下协调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
却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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