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各界关于中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认知*

王瓒玮 ／ 文

［提 要］ 近年来，日本各界对中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进展十分关注，有关人士分别从宏

观政策、绿色低碳发展战略、生态社会文化建设、全球生态文明共建等角度，对中国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解读。总体而言，日方对中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

认知不断深入，并将其带来的经济社会系统性绿色变革上升到战略层面予以关注。

日本各界意识到，中日在环境保护合作领域的各自地位与作用正在发生结构性变

化。因此，我国应加强生态文明的高质量对外传播，增进中日绿色人文交流，加快

创新合作，以稳定周边国家关系，守卫同一个地球家园。
［关键词］ 生态文明建设 日本 绿色低碳发展 气候变化治理 “双碳”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加强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把

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牢固

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新发展理念，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作为

中国最重要的周边国家之一，日本高度关注中

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进展。本文尝试系

统梳理日本政界、学界、传媒界等各界对中国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多角度解读，并提出相

应的政策建议。

一、日本各界对中国新时代生态

文明建设的宏观解读

习近平在阐释生态文明重要性时曾指出：

“我们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融入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

面和全过程。”①这一重要论述锚定了生态文明

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深化稳定周边国家关

系、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研究”（22ＡＺＤ107）、中国社会科

学院青年社会调研项目“气候变化视角下中国（海南）—东

盟‘蓝碳’合作的经济社会问题调查”（2023ＱＮＺＸ012）、中

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

资金资助）项目“大国减灾：成长中的中国灾害学（1949—

2019）”（20ＮＮＬ011）的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4 页。

体布局中的重要地位。日本各界从宏观角度

分析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时通常从两个

层面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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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政策制定

日本自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便开始着手现

代化环境治理，是亚洲较早关注生态环境保

护的国家，也是较早与中国在环保领域开展

政府开发援助及国际合作的国家之一。① 可

以说，日本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近距离观

察者。总体而言，日本各界在谈及我国近年

生态文明建设所取得的显著成果时多持肯定

态度。

日本地球环境战略研究机构北京事务所

所长小柳秀明早在 1997 年便来华参加中日环

境合作交流项目，至今已对中国的环境治理开

展了长达 20 余年的跟踪研究。他在日本《环

境新闻》《日经生态保护》等媒体上长期开设

“小柳的中国环境观察”专栏，至今已连载文章

百余篇。2019 年以来，小柳发表了《习近平的

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主席发表碳中和宣言

的分量》等系列文章。② 他指出，在环境治理方

面，中国采取了建立国家管理信息平台、在线

监测重点企业、公开环境信息等先进的环保举

措，这些是日本所没有的。他甚至认为，世界

环境治理的主流典范即将被“新时代中国特色

的环保政策”所取代。③ 在观察中国新时代环

境治理能力提升时，小柳还特别总结道，日中

之间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日本在环境政策体制

上的优势几乎已经消失，日本的环境技术和产

品在中国也几乎没有了竞争力。④ 他还谈及，

在生态文明建设大潮中，中国环境改善的速度

惊人，特别是大气污染在短期内便得到了有效

治理，在国际上堪称奇迹。⑤

现任早稻田大学中国学研究中心特聘研

究员及东京财团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的染野宪

治从事中国环境政策研究已逾 20 年。他认为，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近年来已经愈发展现出

“中国方式”。根据他的理解，“中国方式”包括

提出新的概念、设定宽泛的课题，以及制定能

被迅速执行的政策等。从中国对生态文明政

策的重视程度来看，解决重大环境问题只是时

间问题。⑥ 2022 年，在日本财务省财务综合政

策研究所“中国研究会”的报告中，染野又进一

步将当前中国环境政策的主要着力点概括为

“绿色”“低碳”“循环”等诸多方面。⑦

日本长崎县立大学国际社会学部教授祁

建民在梳理日本现代中国学研究界对环境问

题进行的学术讨论时指出，日本学界已经开始

触及环境治理背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之

间的复杂相互作用，但其间的因果关系尚未完

全厘清。祁建民通过中国水污染治理研究指

出，尽管中国政府从技术、法律和政策方面为

解决当代中国的环境问题做出了巨大努力，但

仍存在一些尚待回答的问题。例如：行政机构

在处理环境问题时为何难以长期、系统地推

进；政策执行过程中如何避免“复杂性”和“运

动性”问题。⑧

（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转型

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宏观探讨，借此

全面理解中国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一

直是日本各界的重要关注点。庆应义塾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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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本勝則：「中国の環境問題 とこれか ら の 日中環境協

力」，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ｓａｎｇｉｉｎ． ｇｏ． ｊｐ ／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 ａｎｎａｉ ／ ｃｈｏｕｓａ ／ ｒｉｐ－
ｐｏｕ ＿ ｃｈｏｕｓａ ／ ｂａｃｋｎｕｍｂｅｒ ／ 2008ｐｄｆ ／ 20080905035． ｐｄｆ，2023
年 2 月 4 日登录。
所有连载的日文文章，可通过日本地球环境战略研究机构

（ＩＧＥＳ）主页（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ｉｇｅｓ． ｏｒ． ｊｐ ／ ｊｐ）进行查询。
小柳秀明：「新時代の中国の特色ある環境対策」，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ｇｅｆ． ｏｒ． ｊｐ ／ ｇｌｏｂａｌｎｅｔ201804 ／ ｇｌｏｂａｌｎｅｔ201804 － 8 ／ ，2023
年 2 月 4 日登录。
小柳秀明：「日中の立ち位置が変わる日」，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ｇｅｆ． ｏｒ． ｊｐ ／ ｇｌｏｂａｌｎｅｔ201706 ／ ｇｌｏｂａｌｎｅｔ201706 － 9 ／ ，2023 年 2
月 4 日登录。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举办 2020 年日本专家代表新春座谈

会》，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 ｗｏｒｌｄ ／ 2020 － 01 ／ 24 ／ ｃ ＿
1210449051． ｈｔｍ，2023 年 2 月 4 日登录。
染野憲治：「中国版グリーン·ニューディール」の真相」，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ｙｏｕｔｕｂｅ． ｃｏｍ ／ ｗａｔｃｈ？ ｖ ＝ ｕＴＹｂｂｉ1ａｗｆＡ＆ｔ ＝
794ｓ，2023 年 2 月 4 日登录。
染野憲治：「中国環境政策の現況」，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ｍｏｆ． ｇｏ．
ｊｐ ／ ｐｒｉ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ｃｈｉｎ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 2021 ／
ｃｈｉｎａ＿202102 － 1． ｐｄｆ，2023 年 2 月 4 日登录。
祁建民：「水環境問題から見た中国の政治構造」，『東アジ

ア評論』2021 年第 13 号，第 1—14 頁。



亚洲研究所的青山周对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

明给现代社会带来的严重生态问题及其引发

的人类社会不平等进行了批判，并在此基础上

指出，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有望解决资

本主义发展逻辑中资本寻求无限增殖对生态

系统造成破坏的固有顽疾，特别是重视可再生

能源利用这一点，体现了中国环境强国之路的

正确选择。①

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国际情报部的岸田

英明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意义进行了

剖析。岸田认为，进入新时代以来，“要环境还

是要发展”对中国而言已成为一个伪命题。中

国共产党已经改变了此前“经济增长将以牺

牲环境为代价”的零和思维，战略性地指出生

态文明建设将带来“国家安全稳定下的可持

续发展”。他认为，中国将协同实现“为人民

谋幸福”“能源安全保障”“少子老龄化下的绿

色投资与就业保障”“提高国际影响力和稳定

周边关系”“提升全球环 境 治 理 的 国 际 竞 争

力”等 五 个 重 要 发 展 目 标。他 谈 到，中 国 在

“十四五”时期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

展，并为此制定了相应的环境政策。可以看

到，在中国，生态文明的战略含义正在不断扩

大。②

日本经济协会的佐佐木悠子对“十四五”

规划中部署的可再生能源及环境政策改革进

行了定量分析。她认为，从经济社会发展指标

设定来看，中国政府已将“绿色生态建设”“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放在发展的突出位置，

这将充分发挥生态优势，以绿色化促进生产方

式高质量发展。③ 日中经济协会理事、调查部

部长高见泽学指出，过去五年，中国的能源政

策为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做出了令世界瞩目

的贡献。④ 此外，日本综合研究所还常设《中国

绿色金融月报》专栏⑤，跟踪报道并评论中国中

央及各地方政府各部门与绿色经济相关的政

策改革，如绿色债券制度创新、海南国际碳排

放交易中心的跨境碳交易进展等。

二、日本各界对中国绿色低碳

发展战略的分析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

然要求。2020 年 9 月，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

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二

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

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一承诺引起了包

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及其行动

日本学者认为，“双碳”目标的提出，表明

中国已经做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政治决

定，具体政策也在稳步落地。日本综合研究所

常务理事足达英一郎重点关注了中国在吸引

和管理绿色资金方面的重大进展。他注意到，

中国提出在“十四五”期间为环保产业提供超

过 1 万亿人民币的金融支持，并承诺不再为新

的海外煤矿和新煤电项目提供资金。这些举

措已经产生了全球性的示范效应。⑥

九州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兼日本国际环

境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堀井伸浩通过对中国能

源结构的量化测算指出，中国实现“双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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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青山周：「環境強国としての中国」，『東亜』2021 年第

8 期，第 1 頁；「環境強国への道ー総合的かつきめ細やか

な政策で進展する中国の脱炭素戦略」，『日中経協ジャー

ナル』2022 年第 2 期，第 10—14 頁。
岸田英明：「中国共産党はなぜ環境問題を重視するのか

―安定統治に関わる5つの戦略的意味―」，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ｍｉｔｓｕｉ． ｃｏｍ ／ ｍｇｓｓｉ ／ ｊａ ／ ｒｅｐｏｒｔ ／ ｄｅｔａｉｌ ／ ＿ ＿ ｉｃｓＦｉｌｅｓ ／ ａｆｉｅｌｄｆｉｌｅ ／
2021 ／ 08 ／ 12 ／ 2108ｃ＿ｋｉｓｈｉｄａ． ｐｄｆ，2023 年 2 月 8 日登录。
佐々木悠子：「145 計画期の省エネ環境政策動向中間分析

ーカーボンピークアウト対策を中心に」，『日中経協ジャ

ーナル』2023 年第 2 期，第 18—21 頁。
高見澤学：「中国エネルギー展望ー優先課題は安全保障

と転換」，『日中経協ジャーナル』2023 年第 1 期，第 10—
13 頁。
日本総研：「中国 グリーン金融月報」，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ｊｒｉ．
ｃｏ． ｊｐ ／ ｃｏｌｕｍｎ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ｄｅｔａｉｌ ／ ，2023 年 2 月 10 日登录。
足達英一郎：「中国、脱炭素「3060 目標」で政策着々原発

や 資 金」，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ｎｉｋｋｅｉ．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ＤＧＸＺＱＯＵＣ
128ＢＯ0Ｓ1Ａ011Ｃ2000000 ／ ，2023 年 2 月 10 日登录。



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但这也表明中国所表

现出的减排态度是真诚可信的。中国正坚定

不移走自己的道路，所开展的强有力的气候行

动将使中国在未来更具实力。① 全球独立智库

亚太倡议研究员柴田认为，习近平在《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世

界领导人峰会发表的书面致辞向国际社会传

递了一个信号，即中国正积极采取应对气候变

化措施。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领先的可再生

能源产品生产国、出口国和投资国。未来，中

国的环境领域可能会产生 160 万亿美元规模的

投资，将对全球经贸产生重要影响。②

名古屋外国语大学教授、国际贸易投资研

究所特别研究员真家阳一撰文指出，中国要完

成“双碳”目标，首要挑战是要摆脱现有的高度

依赖煤炭的电力结构。尽管中国一直在努力

从治理空气污染的角度降低煤炭利用率，并已

从 2011 年的 70． 2％降到 2020 年的 56． 8％，但

仍在 50％以上。另一方面，非化石能源的份额

在同一时期从 8． 4％ 增加到 15． 9％，中国能源

转型有望在未来加速。③ 京都大学副教授关山

健分析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明确表示，要

打消外界对本国决心实现碳中和的疑虑，调整

好短期经济利益和中长期“双碳”目标之间的

平衡。中国“双碳”目标的实现，将加强中国在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引领地位。④

（二）中国绿色低碳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实

效与趋势

对于中国绿色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实效与

趋势，日本各界重点关注的议题包括：中国在

新能源领域取得的优势将对其他国家的产业

链和供应链产生何种影响，中国是否能够真正

破除经济发展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中国大气污

染治理的成效是怎样的，中国在生物多样性保

护方面的履约能力如何，等等。

能源情报中心理事江田健二认为，中国正

成为全球新能源车的制造大国，需要耗费大量

稀有金属制作储能电池，而美日欧三方对未来

本国电动车产业将严重依赖中国电池这一可

能性感受到“新危机”的降临。江田进一步指

出，2030 年前后，世界的“增长中心”必将从西

方转移到亚洲。⑤ 我们需要警惕的是，江田的

“新危机”观点已隐晦地表达出日方的“不安全

感”。随着中国新时代绿色发展速度的不断加

快，“新危机”论很有可能转变为“中国威胁”论

的新翻版。

针对中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理光经济社

会研究所主任研究员米谷仁提出，“双碳”目标

下，煤炭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例下降，

从而使硫氧化物导致的大气污染有所改善。

不过氮氧化物污染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污染

问题仍不容忽视。⑥《朝日新闻》记者平井良和

认为，中国在昆明举办首次以生态文明为主题

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表明中国正

加快推进本国生态系统保护工作，以树立全球

榜样。如果中国能在保护和促进生物多样性

方面继续发挥作用，通过制定新目标带动发展

中国家合作，将与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上“本

国利益第一”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⑦ 但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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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堀井伸浩：「中国 の カ ー ボ ン ニ ュー ト ラ ル へ の 道筋 －
「2030 年までは経済優先」の揺るがぬ方針」，ｈｔｔｐｓ：／ ／ ｉｅｅｉ．
ｏｒ． ｊｐ ／ 2022 ／ 02 ／ ｅｘｐｌ220215 ／ ，2023 年 2 月 10 日登录。
柴田なるみ：「中国が「世界の脱炭素」の鍵を握る存在と

なった訳：気候変動を巡る地経学、後れる日本に何が必

要か」，ｈｔｔｐｓ：／ ／ ｔｏｙｏｋｅｉｚａｉ． ｎｅｔ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 ／ 466909，2023 年 2
月 10 日登录。
真家陽一：「中国のカーボンニュートラル政策の動向と

今後の方向性」，ｈｔｔｐｓ：／ ／ ｉｔｉ． ｏｒ． ｊｐ ／ ｋｉｋａｎ127 ／ 127ｍａｉｅ． ｐｄｆ，
2023 年 2 月 14 日登录。
関山健：「習近平の中国：気候変動対策の展望」，ｈｔｔｐ：／ ／
ｓｓｄｐａｋｉ． ｌａ． ｃｏｏｃａｎ． ｊｐ ／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 ／ 118． ｈｔｍｌ，2023 年 2 月 14
日登录。
江田健二：「“脱炭素世界一”を目指す中国の超したたかな

戦略表の顔と裏の顔を使い分ける中国の思惑」，ｈｔｔｐｓ：／ ／
ｔｏｙｏｋｅｉｚａｉ． ｎｅｔ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 ／ 511383，2023 年 2 月 13 日登录。
米谷仁：「中国は大気汚染を克服したのか———手放しで

評価 は 時期尚早」，ｈｔｔｐｓ：／ ／ ｂｌｏｇｓ． ｒｉｃｏｈ． ｃｏ． ｊｐ ／ ＲＩＳＢ ／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 ／ ｐｏｓｔ＿684． ｈｔｍｌ，2023 年 2 月 15 日登录。
平井良和：「ＣＯＰ15、昆明で開幕米国が不参加の生物多様

性条約、中国の舵取りに注目」，ｈｔｔｐｓ：／ ／ ｇｌｏｂｅ． ａｓａｈｉ．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14456029，2023 年 2 月 15 日登录。



观点称，中国的生态足迹正在明显增加，若中

国要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领导者，必须

减少生态破坏。①

三、日本各界对中国生态文化和

社会变革的深入研判

从文献梳理情况看，日本各界对中国生态

文明建设的探研已深入到中华传统生态文化

和中国绿色可持续发展等领域。
（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生态文化

《日本经济新闻》专栏作家藤堂安人在为

岩波新书系列《古代中国的文明观———儒家、

墨家、道家的三家之争》撰写书评时提出，只有

了解中国的传统思想，才能寻找到与西方文明

不同的文明体系。他提出，早在中国春秋战国

时期，中国的思想家们便已经对环境、人与文

明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其中，道

家思想包含着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中对环境

进行破坏的超越型智慧，对此应该在解决当今

全球环境问题时重新加以重视。②

大阪大学全球倡议中心特聘副教授思沁

夫从生态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跨学科视角出发，

引入“生态文化”概念来考察中国的环境政策。

他提出，环境问题与现代化的性质直接相关，

但关键的问题在于能否构建一种新的哲学，尊

重不同文化并适合不同的环境行动者。思沁

夫认为，亚洲是一个人口稠密和文化多样化的

地区。进入 21 世纪后，亚洲作为引领世界经济

增长的中心而备受关注。然而这种增长的本

质是在西方主导的文明中建构的、以牺牲自然

为代价的增长。虽然在 20 世纪，生态学在各国

的实践中取得了突破，使我们能够理解生态系

统，并认识到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这对人类的思想、知识、价值观和经济活动都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生态学思潮却仍无法与

增长的力量相提并论。历史上，亚洲一直在强

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和密切关系，中国更有“天

人合一”的传统思想。用“生态文化”来考察中

国，强调的是文化与自然的历史性和统一性，

侧重于与自然共生。这与西方文明中保护自

然的理念有本质区别。在中国的传统历史文

化中，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思想反映在社会制

度、区域发展和社会生活中。这些文化的历史

价值需要再次引起关注。这并不是要提倡回

到传统的生活方式，而是要以现代化发展为导

向，寻求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③

（二）“中国范式”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及其

影响

日本各界还着眼当下来关注中国生态文

明建设的成果。日方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将

中国实践概括为“中国范式”的绿色可持续发

展社会转型。日本中国法规信息网评论称，在

当前大国间围绕气候变化及净零排放议题展

开激烈博弈的国际变局背景下，“中国绿色”展

现了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立场。该评论认

为，相对于美国，中国已成为“气候变化行动的

先驱者”，“绿色中国”建设也将贯穿“十四五”

规划。“绿色政策”不仅包括防治大气污染，还

将广泛包含资源综合利用、新能源产业发展、

全产业链的“绿色生产”“绿色设计”等。中国

还将继续完善社会法制监管，加大绿色转型投

资。④

近年来，日本各界敏锐地观察到中国生态

文明建设正在推动社会发生绿色变革。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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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国の生物多様性への影響と保全への取り組みに世界

が注目」，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ｎａｔｕｒｅａｓｉａ． ｃｏｍ ／ ｊａ － ｊｐ ／ ｎｄｉｇｅｓｔ ／ ｖ17 ／
ｎ5 ／ 中国の生物多様性への影響と保全への取り組みに世

界が注目 ／ 102986，2023 年 2 月 15 日登录。
藤堂安人：「「古代中国の文明観」に学ぶこと」，ｈｔｔｐｓ：／ ／
ｘｔｅｃｈ． ｎｉｋｋｅｉ． ｃｏｍ ／ ｄ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ＣＯＬＵＭＮ ／ 20070409 ／ 130351 ／ ，
2023 年 2 月 16 日登录。
思沁夫：「中国の開発と環境 ―「生態文化」の視点から」，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ｌａｗ． ｏｓａｋａ － ｕ． ａｃ． ｊｐ ／ ～ ｃ － ｆｏｒｕｍ ／ ｂｏｘ5 ／ ｓｉｑｉｎｆｕ．
ｐｄｆ，2023 年 2 月 16 日登录。
「中国緑色：中国版持続型社会 への転換政策情報」，ｈｔ－
ｔｐｓ：／ ／ ｇｂｎａｖｉ． ｊｐ ／ ｕｓｅｆｕｌ2021 ／ ｃｈｉｎａｇｒｅｅｎ ／ ，2023 年 2 月 16 日

登录。



生态文明理念正引领中国地方城市的发展方

向。《西日本新闻》社对贵州进行了 10 余年的

跟踪观察后指出，贵州注重协调发展与生态之

间的平衡，不仅建成了世界自然遗产与自然保

护地，还在生态造林、景观和农业方面取得重

要技术进步，从而走上了绿色生态富裕道路。①

《日立评论》认为，雄安新区的设立，肩负着在

生态文明发展背景下探索中国城市化转型道

路的重要使命。新区建设的目标之一是生态

环境优先，保障绿色发展，构建蓝（水区）、绿

（林、田、草）交织、水城一体的城市空间格局。

此外，智能交通系统和智能城市的建设也将彻

底贯彻绿色生态发展的原则。在城市绿色发

展方面，雄安新区还将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

海绵城市建设、绿色建筑的普及、绿色建筑材

料的使用、雨污分流、污水和垃圾的循环处理

和再利用、可再生能源供应和多元化清洁供热

系统的建设。②

其次，中国民众的生活方式正在发生绿色

转变。日本电视新闻网对中国内蒙古自治区

“黄沙变黄金”的生态治沙案例进行评论时指

出，在荒漠地带建立太阳能发电站不仅可以阻

挡黄沙，还能产生额外的经济社会效益，是生

态文明建设的突出成果。③《朝日新闻》社关注

到中国的垃圾分类政策，认为中国提出并推行

这项政策，旨在提高全民环保意识，为建设生

态友好型社会助力。④爱知大学中国语言学教

授盐山正纯考察了 2013—2020 年人民网上出

现的共计 3344 篇报道中的“光盘行动”一词，

认为该词引发的“生态社会运动”在民众中极

具知名度，但这个中文词汇表达了一种软性宣

传的政治隐喻，不仅是单纯的反对浪费，背后

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政治社会事件背

景下的政策倡导。⑤

此外，中国的绿色转型还激发了日本 政

府高度关注中国的绿色转型模式与欧美国家

的异同。2022 年 9 月，日本经济产业省专门

召集专家组，讨论国际社会绿色转型的竞争

形势和应对策略。其中，三菱综合研究所气

候变化解决方案小组主席研究员阿由叶真司

在谈及中国时认为，全球碳中和背景下，欧美

和中国的共同发展趋势是，正加速以绿色基

础设施建设带动工业结构向可再生能源产业

转型。而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除政府力量

外，社会各部门也参与其中，共同承担责任，

应对风险。⑥

四、日本各界对中国倡议与国际社会共谋

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考

习近平指出：“保护生态环境是全球面临

的共同挑战和共同责任”。⑦ 中国向全球发出

倡议，呼吁共建绿色“一带一路”，携手打造“绿

色丝绸之路”，合力推进气候变化治理。日方

各界对此回应不一。
（一）中国呼吁共建绿色“一带一路”

一直主张对华友好的日本前首相鸠山由

纪夫肯定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他说：

“地球是一个整体，人类命运相连，任何分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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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最貧困から最先端へ ～ 中国·貴州省の奇跡：生態文明

（エコ社会）豊かな自然 技術発展支え（下）」，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ｎｉｓｈｉｎｉｐｐｏｎ． ｃｏ． ｊｐ ／ ｉｔｅｍ ／ ｎ ／ 528592 ／ ，2023 年 2 月 16 日

登录。
「中国の未来都市———雄安新区」，『日立评论』，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ｈｉｔａｃｈｉｈｙｏｒｏｎ． ｃｏｍ ／ ｊｐ ／ ａｒｃｈｉｖｅ ／ 2020ｓ ／ 2020 ／ 05 ／ ｇｉｒ ／ ｉｎ－
ｄｅｘ． ｈｔｍｌ，2023 年 2 月 17 日登录。
「砂漠で発電 “エコ文明”掲げる中国の思惑」，ｈｔｔｐｓ：／ ／
ｎｅｗｓ． ｎｔｖ． ｃｏ． ｊｐ ／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872039，2023 年 2 月

13 日登录。
冨名腰隆：「習氏「ごみ分別は文明水準現す」市民に習慣

づ け 指 示 」，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ａｓａｈｉ．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ＡＳＭ645ＤＺＱＭ64ＵＨＢＩ026． ｈｔｍｌ，2023 年 2 月 19 日登录。
塩山 正 純：「光 盘 行 动”を 表 現 す る 中 国 語———人 民 网

2013—2020 年ニュース記事 で 象徴的 に 使用 さ れ る 語

句———」，『日中語彙研究』2020 年第 10 号，第 101—126 頁。
「グリーン社会の実現に向けた競争政策研究会 競争政

策上の論点に関する報告書」，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ｍｅｔｉ． ｇｏ． ｊｐ ／
ｓｈｉｎｇｉｋａｉ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ｇｒｅｅｎ＿ｓｈａｋａｉ ／ ｐｄｆ ／ 20220930 ＿1． ｐｄｆ，2023
年 2 月 19 日登录。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170
页。



分化都将导致人类失去未来。”①但这种声音未

能在日本政界成为主流。冷战后，美国对华态

度和中日国力发展对比一直是影响中日关系

的两大重要因素。特别是 2020 年后，受新冠疫

情的影响，国际秩序出现了新的重构契机，但

大国之间关系遇冷，安全观念不断泛化，合作

成果乏善可陈。在此背景下，美国开始纠集同

盟国家，推行对华全面遏制打压战略。日本出

于维护自身利益与提升国际影响力的考虑，对

美国全球联盟体系的战略安排给予了积极回

应。② 这种战略判断令日本政界普遍存在的对

华不信任感加剧。

围绕中国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

展方面提出的倡议，日本各界观点出现了一定

的分歧。三井战略研究室高级研究员本乡尚

曾就职于日本国际合作银行并负责为该机构

编写各国《环境指南》。他从全球视角出发，肯

定了中国在面临全球生态危机压力下，创造性

地运用“一带一路”工作机制对全球可持续发

展做出的贡献。他认为，中国在处理国际贸易

与环境问题时，通过“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

来促进国际协调的做法具有重要意义。绿色

投融资将可持续发展纳入治理框架，并在能

源、水信息以及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引入了相

关的信息披露制度，与利益相关者建立了供应

链管理体系。同时，他也指出，中国正处于与

1980 年代的日本同样的经济结构转型期，不同

的是，中国要面临更为严峻的生态环境制约与

挑战。中国“丝路基金”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

将处理气候变化和环境因素的准则公开，没有

对环境信息进行公开透明的披露，从而受到国

际社会诟病。③ 本乡的报告还从侧面透露出日

本对华政策的新动向：当前的日美及其同盟国

家开始愈加谨慎地对待“一带一路”倡议，除了

重弹的“债务陷阱”的老调外，又开始制造“泛

安全化”的舆论杂音，引导“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对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产生误解，认为港口、

机场等将成为中国的军事基地。这一误解需

要我们予以高度警惕并积极化解。

还应引起我们关注的是，美国正在通过拉

拢日本、英国等盟友，企图联手牵制打压中国

绿色发展。2021 年 6 月，在七国集团峰会上，

美国提出要在气候变化治理领域加强对发展

中国家的支持。时任英国首相的鲍里斯·约

翰逊将其视为制衡中国提出的绿色“一带一

路”倡议的对策。④ 2022 年 5 月，美国拜登政

府为配合其“印太战略”提出了“印太经济框

架”，其中包括碳市场及清洁能源投资，企图在

关键矿产和清洁能源领域彻底孤立中国。日

本参议院外交防卫委员会调查室的荒木千帆

美特别从经济层面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

日美“印太战略”构想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分

析。荒木认为，在中日关系较好时，日本曾支

持并参与过“一带一路”倡议，但近年来，日本

已倾向于加强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的“四边

机制”合作，并积极参与“印太经济框架”。⑤

上述新动向可能与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形成

对冲，未来走势尚待观察。
（二）中日绿色低碳合作的成效及前景

与政界相比，日本经济及生态环境领域的

研究者和工作者表现出理性务实的态度。他

们呼吁中日两国要加强在绿色低碳领域的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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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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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運命共同体の理念は「時代にふさわしく必要な考

え方」 鳩 山 由 紀 夫 元 首 相」，ｈｔｔｐｓ：／ ／ ｊｐ． ｎｅｗｓ． ｃｎ ／
20221008 ／ 66ｅ9560449794ｅ6ｅ839051ｂｃｅｄ631ｃ6ｆ ／ ｃ． ｈｔｍｌ，
2023 年 2 月 23 日登录。
徐海娜：《拜登执政以来美日同盟的新发展》，载《当代世

界》2022 年第 12 期。
本郷尚：「一帯一路とグリーンインフラ」，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ａ－
ｓｉａ － ｕ． ａｃ． ｊｐ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ｆｉｌｅｓ ／ 20200807153208． ｐｄｆ，2023 年 2
月 23 日登录。
「一帯一路とは？中国主導の経済圏構想が世界に与える

影響を 考え る」，『日 経 ビ ジ ネ ス』，ｈｔｔｐｓ：／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ｎｉ－
ｋｋｅｉ． ｃｏｍ ／ ａｔｃｌ ／ ｇｅｎ ／ 19 ／ 00081 ／ 040600356 ／ ，2023 年 2 月 23
日登录。
荒木千帆美：「中国の「一帯一路」と日米のイント太平洋

への姿勢 ———経済的枠組みをめくるイント—太平洋戦

略·構想との 相互関係性」，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ｓａｎｇｉｉｎ． ｇｏ． ｊｐ ／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 ａｎｎａｉ ／ ｃｈｏｕｓａ ／ ｒｉｐｐｏｕ＿ｃｈｏｕｓａ ／ ｂａｃｋｎｕｍｂｅｒ ／ 2022ｐｄｆ ／
20221101111＿1． ｐｄｆ，2023 年 2 月 23 日登录。



边经贸合作，维护中日友好关系。金振建言，

中国绿色环境产业和国内市场的迅速扩大对

拥有较高水平环保技术的日本而言是一个重

要商机。日本政府应着眼未来，构建一个有利

于两国环保合作的贸易战略框架。①

此外，日方利益相关者还通过各种中日交

流合作渠道不断发声。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

坛自 2006 年创设至今，已发展为两国环保合作

的重要专业平台。两国一直利用该论坛不断

分享生态系统保护经验，共同促进全球生态文

明建设，用项目成果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近年来，该论坛除围绕循环经济、污染防

治、新能源汽车、氢能源开发、绿色技术创新等

传统领域进行讨论外，还加入了气候变化对

策、碳中和市场等新兴热点，有力带动了中日

两国各界共同探索环境与经济社会问题的协

同解决方案。②

2020 年，在中日两国最大规模的民间对话

平台“北京—东京论坛”上，瑞穗综合研究所理

事长中尾武彦高度肯定了中国绿色低碳发展

和高质量“一带一路”建设，希望日中两国能在

气候变化及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治理议题上推

进合作。③ 2021 年，第十七届“北京—东京论

坛”又专设“应对气候变化”的讨论，促进了两

国相关领域人员的深入交流。东京大学未来

视野研究中心的石井菜穗子教授表示，“对于

气候变化问题而言，打造一个基于生态文明和

循环经济思路的新型经济系统至关重要”，并

期待中国发挥引领作用。④

2022 年恰逢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及日

中经济协会成立 50 周年。兼任日中经济协会

评议员、地球产业文化研究所顾问的东洋大学

校长福川伸次发表纪念文章，对中国的发展前

景做出判断，认为“199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快

速发展所散发的活力已让人感受到，中国超越

美日的势头不可阻挡”。他指出，当今世界，地

球环境的不断恶化已经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和

发展，这就要求全球经济进行创新，摒弃产业

革命以来形成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

弃”的传统经济模式，生成以“地球主义”为驱

动的“新经济”体系。目前，全球碳中和已蔚为

潮流，国际社会可以通过合作共同解决地球环

境问题。日中两国更应顺势而为，携手为地球

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发挥先导性的作用。⑤ 生态

危机没有国界，人类只能以合作面临挑战。

五、结语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在融入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日本各界

的认知也在发生新的转变。归纳来看，主要包

括三个方面。

首先，日本各界围绕中国新时代生态文明

建设实践，深入观察了中国经济社会的绿色变

革。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很多有长期在中

国学习、工作的亲身经历。自 1990 年代两国开

启环境外交后，他们便依托政府交流合作项目

融入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进程中。30

余年的观察促使日本“知华派”的认知程度不

断加深，认识到中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正在

引领一场与西方文明不同的绿色转型，并对中

国贡献给予了正面的评价。

其次，日本政府对中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

设的认知上升到战略应对层面，并成为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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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日中経協会ジャーナル』，2022 年第 2 期，第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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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ｎ＿ｔ201201． ｐｄｆ，2023 年 3 月 2 日登录。
《中日环境专家：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中日合作大于分歧》，

ｈｔｔｐｓ：／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ｉｄ ＝ 1715302294999497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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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政策的重要考量部分。日方已看到，中国

之所以在绿色转型中取得不俗成就，其实质在

于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积极参与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提出“双碳”目标的姿态，

更进一步促使日本政府从战略层面着手调整

中日关系。

最后，日方认识到，中日两国的环保合作

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中国“双碳”目标的提

出，让日本意识到中国正蓄势待发，在新能源

产业及绿色金融等方面进入世界领先行列。

未来，中国在环保领域的大市场也将进一步带

动利益相关方的经济增长，并正通过“一带一

路”倡议及各类国际合作，形成“走出去”的态

势。在这种趋势中，日本的地位和作用也已从

30 年前的对华环境援助逐步转变为与中国开

展市场、技术优势互补合作。①

有鉴于此，中国可思考在如下方面做出及

时应对。

第一，提升中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话语

的对外传播质量。一是传播对象层次化、精准

化。我国应打破将日本作为整体传播对象的

观念，重点关注日本“知华派”的认知动向，重

视桥梁作用，围绕他们长期关注的内容开展重

点宣传和有效解读。二是促进传播语境全球

化。我国应强调生态文明中跨越民族国家地

理边界、关注人类和地球共同命运、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宏大包容性叙事，这将有助于

加强不同国家群体间的沟通理解，易于产生共

情契合点。三是传播手段智慧化。日本目前

正在大力发展数字社会建设，我国也应尽快将

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手段嵌入生态文明对外

传播中，使数字化与绿色化创新融合。

第二，增进中日不同层级间的绿色人文交

流。其一，应在中日首脑会晤等高级别会谈中

增加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议程设置，就共同关

心的气候变化应对与碳减排目标进行充分交

流，通过凝聚共识减少日方高层对中国绿色发

展的负面理解。其二，应大力促进中日学界间

的高质量人文学术交流，汇聚和加深两国知识

界对绿色发展理念的共识，共享研究成果。其

三，应重视中日青年交流。近年来的民调显

示，日本 30 岁以下的青年群体对华好感度已保

持在四成左右。② 以此为契机，我国应推动中

日青年间关于气候变化与碳中和等绿色可持

续发展领域的对话，鼓励青年分享环保智慧，

这将有利于在新生代中培养“人类命运共同

体”意识。

第三，加快中日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创

新型合作。目前，中日两国共同研究项目较

少。可考虑创新合作模式，召集中日两国专家

组，围绕中日共同关心的生态环境问题展开研

究。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

在高质量提升经济增长的同时，因地制宜地利

用当地资源，解决教育、就业等各类社会问题。

中国可从日本环境保护的历史中汲取经验教

训，寻求可协同解决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问

题、实现多重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新方案。同

时，中日两国还可在第三方市场设立与气候适

应型城市建设、绿色金融、绿色物流以及绿色

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合作项目，共促全球绿色

转型，守卫同一个地球家园。■

［王瓒玮：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

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史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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