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经团连建议书  
「为构筑环境友好型的日中关系」  

 
 在全球化进展过程种，日中关系在各个领域正在不断扩大，特别是经济关系

对于两国来讲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双边关系。目前、环境问题是全世界关注的

重要问题，当然对于日本和中国来讲也不例外。  
 在日中关系当中，环境问题早已成为重要的合作项目。在日中两国政府之间，

环境合作问题已从探讨阶段进入实施阶段，并将逐步转向验证成果的阶段。  
 在政府推动的同时，属于素材产业或消费材产业的我国部分企业，也已开始

利用自身的技术或产品，置身于中国的环境问题，并已逐步获得成果。日中两

国应该共享其最佳的实践成果，进一步加强合作关系。  
 当然、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课题，但是袖手旁观绝不会

使问题的解决有所进展，因此应该进一步加强为解决问题的对话，并迅速开展

卓有成效的实际行动。  
 为此、日本经团连提出以下建议，希望通过日中高层经济对话等的协商平台，

促进日中两国政府的密切合作，开始实质性的行动。  
 目前、中国的环境问题只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可能得以解决的。需要通过各利

害关系方的协助，对于环境问题的意义日中两国达成共识。为此经济界也愿尽

力做出贡献。  
 希望以此建议书为契机，广泛的利害关系方在这一领域开展更加深入的探讨。 
 
1．  加强在日中环境合作过程中的产官学配合  
    为了在中国推动环境业务及实施政府之间的合作，必须首先掌握中国环境

问题的现状，准确的理解和评价环境政策的动向及以往的合作成果。因此应该

迅速建立有效的良性循环框架。既、由专家对于中国的动向进行分析，并将其

研究成果进行披露，使之得到广泛理解。在这基础上行政机构通过与中国的政

策对话，制定相关制度。在政府制定的相关制度的基础上，企业发挥自身的最

大能力。随着政府及企业的积极行动的深化和进展，专家的研究工作将可以从

资金方面等进一步得以激活。  
 为了构筑上述良性循环的框架，日本政府应该最大限度的利用自身的人材、

资金及政策手段，着手于建立产官学合作的平台 (为理解构成日中环境合作、促

进对华环境业务基础的中国环境政策的共同平台 )。  
 
2．  建立商务模式  
  为了使在中国的环境业务得到成果，两国政府应该进行政策协调，建立使民



间企业能够得到实质性成果、有利于两国利益的商务模式。为此、需要由学者、

专家对于企业以往的经验进行分析和整理，在这基础上日中两国政府进行政策

对话，并将其广泛面向企业进行宣传，构筑促进企业环境业务的综合性政策体

系。  
  在建立商务模式的过程中，尤其需要注重的因素是知识产权的保护、保证货

款回收机制、能源审计报告等、中国各个企业的信息披露及各个项目的节能·环

保效果的准确计量和统计。  
 另外、在中国政府的协助下，日本政府利用官方资金，向中国的大型国有企

业派遣节能·环保方面的日本企业专家，进行企业诊断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之

一。  
 再者、对于已经在中国实施示范项目的企业，明确树立其企业形象，并加以

普及也极为有效，对此需要日本政府建立和充实为其的支援体制。  
 
3．  为共享环境价值的活动  
  “环境”不仅对于日本、对于中国来讲也是商务活动中的极为重要的关键语。

目前在中国中产阶级已成为城市消费的核心，因此 ,对于“环境”的价值观不仅

需要日中两国政府及企业的理解，得到消费者的广泛理解也十分重要，并具有

深远意义。  
 中国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政策的过程中已注意到同时需要实现消费结构的升

级。中国政府在以往实施的环境标签或节能标签的基础上，自 2007 年正式开

始实施绿色采购制度，并且中国政府已开始探讨制定「绿色采购法」的问题。  
 随着环境标签及绿色采购在中国广泛得到认识，被视为环境友好型产品的“绿

色产品”的概念也在逐步建立。中国为了实现在经济活动中内涵环境因素，政

府、企业及消费者更进一步理解聚集全球企业智慧结晶的“绿色产品”的意义

是十分必要的。  
 为此、经济界正在研究于 2009 年秋季在中国北京与中国政府共同举办在日本

具有十年历史的「绿色产品展」。  同时我们还在探讨为「绿色产品展」发表促

进 ①普及绿色产品、②推进清洁工场、③实践环保行动的「日中环境贡献宣

言 (暂称 )」。  
 
 我们为了掌握中国环境政策的动向及传播我国经济界的信息，将研究建立与

中国有关机构等直接对话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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