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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视野下的环境治理领域动态·2024 年 9 月

【国内热点】

一、“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高峰

论坛在香港召开

“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高峰

论 坛 于 2024 年 9 月 21 日

16:00-18:00在香港科技大学张安德

讲堂举办。本次论坛由世界可持续发

展 科 学 院 （ World Academ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imited，

WAOSD）、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

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发会、绿

会）以及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主办，香

港科技大学环境研究所指导。

本次高峰论坛旨在汇聚全球领

先的环保专家、学者和行业领袖，共

同探讨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的关键议题。论坛将围绕生物多样性

保护、可持续旅游、城市绿色发展及

生态保育等多个领域展开深入交流

和思想碰撞，分享全球与本地的成功

经验和创新举措，探索如何助力香港

成为可持续发展人才高地。本次论坛

将凝聚各方智慧与力量，推动香港及

全球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共同迈向

一个更加绿色、健康和可持续的未来。

二、《会议展览活动碳中和实施与评

估指南》9 月 3 日起实施

为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

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助力“双

碳”目标实现，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标准工作委员会

（简称“绿会标准委”）于 2024 年

8 月 28 日发布《会议展览活动碳中

和实施与评估指南》（以下简称《指

南》）。指南于 2024 年 9 月 3 日起

正式实施。

《指南》规定了会议展览活动碳

中和实施与评估的筹备阶段、实施阶

段、收尾阶段、评价阶段的流程、工

作内容及评价结果等。《指南》适用

于会议展览活动碳中和的实施与评

价工作，也可作为大型赛事或其他大

型活动碳中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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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届全国大学生低碳循环科技

创新大赛决赛圆满落幕

9 月 7 日，第三届全国大学生低

碳循环科技创新大赛决赛在杭州举

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大学生低

碳循环科技创新大赛委员会主任、浙

江工业大学校长高翔，中国生物多样

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周晋峰等领导出席决赛开

幕式。来自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

开大学、天津大学、中国社科院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中国石油和化工联合

会等高校、科研院所、社团组织和企

业的 18 位专家评委出席此次大赛决

赛开幕式。

图源：第三届大学生低碳循环科技创新大赛

自 2024 年 3 月启动第三届大学

生低碳循环科技创新大赛报名以来，

大赛组委会共收到来自全国 30 余个

省（直辖市、自治区）的 260 余所高

校 1100 余个项目报名参赛。



6

【国际视野】

一、联合国发布首份大型哺乳动物迁

徙实时地图

2024 年 9 月 4 日，一幅具有开创

性意义的在线地图正式发布，它是有

史以来第一张有蹄哺乳动物（如羚羊、

原驼和斑马）的交互式迁徙地图。该

地图由 80 多名科学家组成的国际团

队合作绘制，显示了世界各地陆地动

物的迁徙路径。

图源：在线地图

它被称为有蹄类动物迁徙地图

集，利用现有的最佳科学手段提供最

新的迁徙地图。除提供科学信息外，

该工具还将为保护规划、基础设施建

设和决策提供宝贵信息，以加强生态

连通性。新的互动地图目前涵盖全球

20 个种群，从标志性的塞伦盖蒂角

马和非洲象到中亚草原的赛加羚羊。

地图集的链接：

https://www.cms.int/gium/resour

ces/migration-atlas.html

二、2024 生物多样性基因组学大会

将于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1 日举行

2024 年 10 月 28 日至 11 月 1日，

第五届生物多样性基因组学大会

（BG24）将在线举行，并对全球开放，

注册截止日期为 2024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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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生物多样性基因组学大

会将包括受邀演讲、主题演讲、生物

多样性基因组学和基因组学技术全

球会议、来自世界各地研究人员提议

的特定主题会议、以及地球生物基因

组计划（EBP）组织的会议等。会议

将重点关注区域倡议和确保生物多

样性测序公平公正的全球行动。

三、第 8 届 IUCN 亚洲自然保护论坛

召开：评估亚洲保护进展

2024 年 9 月 3 日上午，第 8 届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亚洲自然

保护论坛（RCF 2024）在泰国曼谷正

式拉开帷幕。作为 IUCN 成员，中国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副秘书长应邀现场参会。

此次论坛以“重塑亚洲自然保护：

迈向自然受益未来”为主题，旨在评

估亚洲的保护进展，重塑保护优先事

项，讨论在未来实现亚洲和世界自然

受益的关键变革方向和行动。与会者

将深入探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

失等全球性挑战，共同寻找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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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聚焦：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屏障

当前，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面临着气候变化、污染加剧、生物

多样性丧失和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利用等多重挑战。例如，温室气体排放的增

多导致全球气温上升，引发极端天气、冰川融化和海平面上升等，威胁人类

生存和生态系统稳定；空气、水和土壤污染严重影响人类健康和动植物生存。

此外，森林砍伐、湿地减少、海洋生态退化等问题导致物种灭绝速度加快，

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不断削弱。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全球生态环境

问题愈发复杂和紧迫。

生态环境保护不仅依赖于科技进步和公众意识的提升，更需要健全的法

律体系作为坚实的屏障。法治是生态环境保护的核心保障，其通过制定和实

施法律法规，规范人类活动，约束破坏环境的行为，为环境治理提供了科学

和制度上的支持。

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首次在宪法中写入了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2018年，第十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生

态文明”写入宪法。目前，我国已有生态环境保护法律30余部、行政法规100

多件、地方性法规1000余件，为形成并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打下坚实基础。

国家通过制定《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

一系列法律法规，明确了各类污染治理的标准和要求，为环境治理提供了具

体的法律依据。法律条文不仅规范政府和企业的行为，也指引了社会各界的

环境保护实践，使生态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为以法治之力擦亮生态底色，筑牢守护“绿水青山”的司法屏障，本月

期刊重点聚焦“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屏障”系列议题，并与广大读者共同探

讨生态保护相关法规标准体系、生物安全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立法、生态环境

保护典型案例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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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环境警察制度法律问题研究

孙巍 1 李倩 1

（1.东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50040）

摘要：环境警察制度作为国家环境治理和环境监管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实务过程中其

作用尚未得以充分发挥。通过阐述国内外环境警察制度发展的基本概况，分析当前影

响我国环境警察制度运行所面临的法律问题，即环境警察法律定位不清、环境执法衔

接机制不畅、环境执法监督机制缺失、环境执法能力薄弱，并针对性提出相应建议，

即厘清环境警察法律定位、优化环境执法协调机制、健全环境执法监督体系、提升环

境执法能力。为深化环境保护执法、优化我国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提出法律思考。

关键词：警察权，环境警察，环境警察制度

孙巍，李倩.我国环境警察制度法律问题研究.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第 1 卷，2024

年 9 月，总第 67 期.ISSN2749-9065

在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

程中，需要多主体参与其中。环境警

察作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环境管理

秩序和人民环境权益的重要主体，在

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也应发挥其作用。

但现有研究成果鲜有从人民警察行

使警察权，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性

犯罪予以防范和打击等进行基础性

（原理性）、全面系统性的制度化研

究，而这一研究却恰恰是部分地方已

先行开展的试验性生态环境警察制

度实践所迫切需要的理论基础。 [1]

一、环境警察制度概述

（一）环境警察制度内涵

环境警察制度是指环境警察机

关及其人民警察在法定职责范围内，

运用警察权对在环境与资源保护领

域内的违法行为实施制裁、对犯罪行

为进行侦查的一系列法律规范的总

称。[2]当前，我国关于环境警察制度

的理论和实务尚处于发展阶段，关于

该环境执法的警察群体称谓并未统

一，诸如“环境安全保卫”“环食药

旅”等，称谓的差异化也代表具体职

责范围的不同，并且在我国已有多地

设有专门的警察队伍从事环境执法

活动。

环境警察作为具有强制性质的

行政与刑事执法力量，在环境行政执

法方面，现行法律法规对环保部门的

执法授权力度相对不足，行政执法力

量薄弱，通过设立专门的环境警察执

法队伍来保障环境行政执法的综合

实效，相对集中行使环境执法领域的

行政拘留权；在环境刑事执法方面，

通过设立环境警察，相对统一行使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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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犯罪侦查权并直接衔接司法程序，

实现环境犯罪案件相对集中的立案

管辖，对环境犯罪的预防、惩治及威

慑具有深远意义。

（二）国外环境警察制度发展概况

国外的环境警察制度发展较早，

主要是在一些欧洲国家，诸如德国、

俄罗斯及法国等，在国家环境每况愈

下的情况下，积极探索生态环境保护

的制度建设。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

也以过度消耗自然资源、环境质量下

滑作为代价，在历经大气污染、土地

退化、全球气候变暖等多重环境问题

的裹挟下，使得国家和民众意识到保

护环境安全的重要性。各国为提升环

境犯罪惩治力度和环境治理实效，积

极构建环境警察制度。

德国作为较早设立环境警察制

度的国家之一，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就开始着手构建环境警察队伍，环境

警察隶属于德国联邦内政部的环境

司，具有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且规定

明确具体、可操作性强，其主要内容

包括环境警察机构的运行、法定职权

范畴及各类警察履行职权发生交叉

时的解决机制等。每个管辖区域一般

会有五到十名环境警察，每天巡逻了

解区域内的环境状况，每位警员都需

要进行长时间的专业训练，学习环境

法规及环保设施的应用，特别是现场

执法能力的培养。

俄罗斯的环境警察队伍设立于

1996 年，采取莫斯科市政府出资和

内务部出人的方式组建。其主要职责

在于预防生态犯罪和行政违法、为环

境保护机关及工作人员的正常活动

安全提供保障、对城市和其他自然保

护区实行监管及加强对公众的环境

保护宣传等方面。[3]俄罗斯的环境警

察职权范畴较为广泛，其工作内容从

检查食品卫生质量、保护森林到检测

汽车尾气排放量、防止水污染等，并

制定配套的相应实施细则、处罚措施

和罚款额度，为环境警察执法活动提

供具体依据。

法国的环境警察队伍起步相对

较晚，近些年又积极进行制度改革，

致力于在国家层面上通过环境警察

制度统筹推进环境保护在执法过程

中的实现，使环境警察的行动范围得

到扩展并统一环境犯罪的刑法规定。

在法国，环境警察并不单单指一个职

业，更多的是指具有保卫环境职责的

机关和人员，依据领域划分管辖职能

和范围，将专家团队和工程师纳入环

境执法群体，保障环境执法的专业度。

法国环境警务的发展，实际上也是在

面对气候问题、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

球性问题而作出的一种积极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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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回应，法国深知只有在国家层面

加强管理才能保证每个人都尊重全

社会的普遍利益。 [4]

国外环境警察制度运行的特点

主要集中在三方面：第一，有明确的

法律规定。法律条文明确具体、可操

作性强。其主要内容涉及环境警察机

构的设立、撤销及变更，法定职权范

围及各类警察履行职权交叉发生冲

突时的解决机制。第二，部门归属级

别较高，执法相对独立。使得环境警

察在充分履行其自身职权过程中能

够尽可能的避免其他部门不当干涉。

第三，注重专业型人才培养。警员在

进入环境警察队伍时，要求其具备一

定的专业资质或背景，并配备专业的

环境监测设备以保证环境执法效果。

（三）我国环境警察制度发展概况

2006 年 3 月 20 日，我国成立首

个县级环保派出所—安平县环境保

护派出所，设立在县环保局，隶属于

公安队伍，在环境执法中与环保机关

联合办案。安平县作为有名的“丝网

之乡”，在带来当地经济利益的同时，

周边环境质量也颇受影响，环保人员

履行职权却面临着人身安全的威胁。

因此，该派出所成立之初，主要解决

的就是“执法难”问题，保障行政部

门执法实效以及执法工作人员的安

全。随着环境违法犯罪案件的上升以

及国家对环境质量的高度重视，环境

警察队伍建制规模也在逐渐扩大，在

省级公安机关内设环境警察总队的

主要有山东省、云南省、湖南省、河

北省、吉林省、陕西省、贵州省、江

苏省、辽宁省、广州省、北京市、重

庆市等十几个省、直辖市。

2019 年，公安部开展“昆仑行

动”，主要执法内容为六大板块：打

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危害药品安全

犯罪、侵犯知识产权和伪劣商品犯罪、

污染环境犯罪、涉野生动物犯罪、破

坏生态环境和生物安全犯罪活动。据

公安部政府信息公开显示：其成绩斐

然，目前“昆仑行动”仍在稳步进行

中。2022 年，生态环境部、最高人

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组织开展深入打

击危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和重点排

污单位自动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违法

犯罪专项行动。[5]“运动式”执法带

来的执法效果是直接、高效的，但要

想更好的确保环境警察执法效果，也

要注重对辖区环境的长效管理机制。

通过不断完善我国环境警察制度，充

分运用警察权来保障环境权，确保惩

治环境违法犯罪的每个环节都有具

体执法主体并能够及时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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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环境警察制度存在的法律问

题

（一）环境警察法律定位模糊

我国最早的环境警察队伍距今

已成立近二十年，规范环境警察的规

范性文件，以在环境与资源保护领域

规定公安机关履行职权的形式予以

体现。从环境法的立法研究来看，其

中 11①部环境相关法增设了公安机关

介入环境执法的规定，但与环境保护

领域的其他交叉法律法规并未增加

相关设定，依旧存在理论适用情形与

实务操作之间张力大的问题且法律

法规之间存在不衔接的状况。[6]环境

警察队伍逐渐在地方设立之初，对环

境警察的归属部门也存在差异，主要

以隶属于环保部门、公安机关或两者

共同管理这三种模式予以运行。2019

年 5 月，公安部设立食品药品犯罪侦

查总局，在中央层面统一领导环境犯

罪侦查；同年 12 月，森林公安转隶

公安部，属于公安队伍序列，为环境

警察队伍建制指明了方向。

各地依循国家环境发展战略部

署，针对当地环境治理不力状况，先

行进行地方性环境警察制度探索，重

① 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点侧重于环境执法衔接机制中环境

警察的履职行为。但对于如何更好地

发挥环境警察队伍自身优势，如何更

好地惩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

规制研究尚待加强。而且，我国虽已

在多地建立了专门的环境警察执法

队伍，其发展样态、职权范围及运行

模式各有千秋。

（二）环境执法衔接机制不畅

我国环境管理主体呈现多元化，

主要体现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检察院及公安机关等。各主体在其管

辖范围和履行职权上存在重叠或真

空地带，在执法过程中难免会出现

“都想管”或“都不管”的局面，如

何在环境执法过程中加强各主体间

的协调合作，也是生态环境执法体制

改革的重点内容。

环境警察对环保部门移送的涉

嫌环境犯罪案件的侦办，受案初查之

是否有管辖权，不属于环境警察的管

辖范围，应退回移送案件的环保部门；

不属于本机关管辖案件，应移送有管

辖权的公安机关，针对目前存在案件

移交的对接主体及流程仍存在规定

不清的状况，相关部门对案件的管辖

和处理等权限上存在分歧，会导致一

些移送案件被搁置。而且，环境行刑

衔接机制效力层级低，其内容更侧重

于原则性规定，对违法行为的处罚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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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和处罚力度较小，致使其在行刑衔

接过程中并未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

（三）环境执法监督机制缺失

环境案件的发生大多基于行为

人过多追求经济目的的结果，对环境

的损害，在主观上也多属于间接故意

的范围。环境案件具有违法成本低、

治理成本高且环境犯罪入罪门槛较

高的特点，针对一般环境案件的惩治

方式也多以经济制裁的方式予以实

施，例如“罚款”、“没收违法所得”、

“按日计罚”等方式“以罚代刑”，

具有轻刑化的倾向，会削弱环境警察

的强制执行力及威慑力。把握环境警

察履职的权力尺度，尤其是在环境行

政处罚方面，要预防以权谋私、徇私

枉法，亟须进行环境警察制度的监督

机制建设。

环境警察负责对环境案件进行

侦查、拘留、执行逮捕及预审，拥有

一定范围的量刑建议权，对这部分权

利的行使，须规范自由裁量权的适用

幅度，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力量对比悬

殊，需谨慎处理环境案件，尤其是环

境刑事案件，要始终以保障和维护环

境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且，环

境案件有时没有具体的受害人且案

件调查和检验周期较长，因果关系证

明较为复杂，通过对环境警察履行职

权的监管，使环境权益以看得见的方

式予以保护。

（四）环境执法能力较为薄弱

近年来，环境问题层出不穷，环

境案件数量激增，环境警察队伍警力

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以笔者实习的

某区公安局食药环大队为例，共有警

员九人，队长、副队长、指导员三位；

内勤一位；普通办案人员五位。管辖

领域涉及该区域有关生产销售伪劣

商品、侵犯知识产权、危害公共卫生

以及破坏环境资源保护四大板块，内

容繁杂且认定标准不一，其办案压力

和警员人数形成鲜明对比。

此外，警员专业素养有待提升，

尤其是针对环境案件的专业性问题，

主要体现在相关环境专业知识的匮

乏和配套环境监测设施的不足。首先，

环境警察队伍较其他警种而言成立

较晚，环境执法理论和实务发展存在

较大上升空间，熟知环境法且拥有环

境专业背景的警员更为少数，初分配

到环境警察队伍的警员，无论是老警

察还是新警员，在环境执法领域经验

不足，日常工作中也缺乏有关环境执

法专业知识的系统培训。其次，警察

作为侦办案件的首要主体，需要在执

法过程中对所保护的法益是否受到

损害、损害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追究法

律责任等内容作出初步判断。根据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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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污染法律解释②，针对案件所涉的

环境案件专门性问题难以确定时，需

要通过相应证据结合监测报告，用以

界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以确定

案件性质及罪名。

三、完善我国环境警察制度的发展

路径

（一）厘清环境警察法律定位

警察权具有强制性，在遏制日益

严重的环境破坏与资源保护违法犯

罪、国家安全保卫、公民环境权维护

等方面有着其他环境监管主体和公

权力不可替代的作用。[7]通过厘清环

境警察法律定位，为其法定职责及管

辖范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环境

警察的法律定位主要表现为对环境

行政执法权和环境刑事司法权的履

职，即行政执法层面维护环境管理秩

序、民事执法层面环境纠纷的解决及

刑事司法层面环境案件侦办。环境警

察的职权内容应体现为三方面：第一，

办理环境违法犯罪案件，以环境污染

和资源破坏为主，追究犯罪人法律责

任，弥补公私财产损失，保护生态环

境及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第二，办理

环境行政违法案件，化解环境冲突，

维护环境管理秩序，保障环境行政执

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6 条：对案件所涉

的环境污染专门性问题难以确定的，依据司法鉴定机构出

具的鉴定报告，或者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公安部门

指定的机构出具的报告，结合其他证据作出认定。

法活动；第三，预防环境违法犯罪行

为发生，通过定期检查、不定期抽查

及开设专线报警电话等方式监管重

点行业或区域，熟悉辖区环境状况。

在国家层面上，对环境警察制度

进行顶层设计，为环境警察制度运行

在机制上扫除执法障碍。在推动环境

警察制度完善的进程中，应考量以下

因素：第一，法律保留原则，环境法

以列举的形式规定公安机关介入环

境执法的情形，对限制公民人身自由

的强制措施和处罚事项应根据法律

规定细化警察行使环境行政拘留标

准、流程及情形，避免重复处罚。第

二，比例原则，当个人利益与公共利

益发生冲突时，大多数情况下个人利

益都不得不做出让步；比例原则要求

执法者应时刻铭记最小侵害的标准，

在目的明确和目的限制的基础上，尽

量减少个人利益的牺牲，防止个人权

利受到不当克减。[8]第三，提升环境

警察执法依据的法律效力，更好地保

障环境权益的实现，保障环境警察执

法地位的相对独立，避免其他执法部

门的不当干涉，便于各部门间的协调

合作。

此外，建立健全环境警察队伍从

省级到县级、从大队到支队的完整环

境警察制度运行结构。通过加强环境

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协同合作，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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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法律部门间的沟通与协调机制，并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环境治理领域

先于国家进行立法，预留地方法规一

定的规制空间，在环境治理体系中发

挥地方性法治特点，为环境警察制度

运行提供更多法律依据。

（二）优化环境执法衔接机制

生态环境执法体制改革是国家

生态文明治理领域的深刻变革，把人

民群众关于生态环境的美好需求在

法治轨道上转化为依法治国、依法执

政的具体实践，根据治理形势的判断，

动态调整生态环境执法理念及执法

体制。[9]环境执法衔接机制作为生态

环境执法体制改革的重点内容，环境

警察应加强与其他部门间、区域间的

环境保护协同合作机制，针对重大环

境问题，统筹制定合作机制，建立健

全打击跨区域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

罪工作机制。

妥善处理行政部门移送的涉嫌

环境犯罪案件，针对不属于本机关管

辖需要进行移送的环境案件，应明确

移送对象、标准及流程，环境警察应

通报移送犯罪案件的办理情况③，启

动针对应立案不立案或应移送不移

送现象的监督程序。完善环境行刑衔

接机制内容，基于原则性指引，细化

③ 包括移送、受理、立案、撤案、立案监督、批捕、起诉、

审判、强制执行等。

实施内容的可操作性，提升环境行刑

衔接机制的效力层级，调整对环境违

法犯罪行为的处罚范围和力度，以严

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助推环保部门、

环境警察以及检察院三方的协同合

作。环保部门针对复杂疑难案件，可

主动商请环境警察提前介入调查，协

助环境警察做好前期调查取证、监测

鉴定等工作。根据需要在环境警察总

队设立环境犯罪侦查实验室，加强环

保部门与环境警察在证据标准的衔

接，以满足刑事案件证据标准。

（三）健全环境执法监督机制

《 公 安 机 关 组 织 管 理 条 例 》

（2006）规定，公安机关人民警察违

法违纪的，应当根据国家规定给予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环境执法监督内容的重点在于环境

警察履职行为的合法性和环境警察

队伍的廉洁建设，以规范引导环境警

察队伍的发展。

首先，引入环境警察监督主体，

除公安机关内部上下级监督及专门

机关监督外，还应积极引入外部监督

体制，通过搭建环境执法成果共享平

台，打通公众监督环境执法质量的路

径，提升公众参与度，保障公民环境

执法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使

环境权益的保护以公众看得见的方

式予以保障。其次，界定环境行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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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金钱罚”或者“自由罚”的界限

及适用情况，尤其是大额度的行政罚

款，缩小“以钱谋权”的权力操作空

间。最后，完善环境警察专项考核标

准，在考核过程中，不定期开展环境

执法情况审查，针对执法效果的评估

涉及专业问题可以听取专家意见作

为参考，构建长效环境执法效果反馈

机制。针对滥用或怠于行使职权的行

为，明确法律责任，依规定降低、取

消警衔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提升环境执法能力

我国警察适用国家行政编制专

项管理，依据法定程序和工作需求，

适当增加该警种的招录人数及辅警

数量，提升环境警察的环境保护执法

理念。随着环境警察队伍建制规模的

扩大，加强省际警务区域合作，打破

地域、区域带来的执法障碍，强化警

务信息共享和资源优化配置，提升环

境警察的合作力。健全环境执法的线

索通报反馈和信息共享机制，鼓励各

地区环境警察积极交流办案心得和

经验体会，建立环境执法的动态资料

库，推动以案释法、交流借鉴。搭建

第三方辅助执法平台，协助环境警察

开展污染源排查、环境犯罪案件调查

以及后期整改措施跟踪等工作。

环境警察作为维护环境安全的

重要力量，通过物资采购申请流程，

购入专业的环境监测设备，并培训警

员具备一定的环境监测能力。在日常

培训中，加强对环境法的学习，重视

案件调查取证、移送办理、法律适用

等方面培训和现场执法技能训练。在

日常工作中，各辖区环境警察应加强

对管辖区域内重点排污单位监管，通

过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的方式，实

时动态关注区域内存在的环境问题。

针对环境犯罪案件监测成本过高情

况，加强执法资金保障，将其纳入年

度工作预算并申请专项基金予以财

政支持。环境执法的展开需要科技的

支持，例如运用遥感监测环境变化、

大数据分析环境状况及环境监测风

险预警等技术手段，既要加强事后惩

治又要做好事前预防。

我国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也较为薄弱，环境警察对辖区内存在

的环境问题也缺乏系统性监管，危害

结果的发生是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过

程，通过对重点环境问题或区域的实

时动态性监管，及时发现环境问题，

以防患于未然。另外，环境警察在环

境执法中应重视普法的重要性，通过

举办活动等各种方式积极宣传，线上

线下同步进行，与民众形成有效互动，

提升民众对环境警察制度运行的认

可度。保护环境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

事，它需要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参与

其中，守卫绿水青山和碧海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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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我国环境警察制度研究既涉及

全局性的国家生态安全治理，也涉及

地方性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协调。

本文通过描述现行环境警察制度的

发展概况，揭示了影响环境警察制度

运行的主要因素及解决路径。环境警

察应当依法履行职权，但也要把握好

行使权力的界限。亟须对环境警察制

度的理论和实务作出更全面的优化，

特别是每一环节的实际执行需要精

细化研究和制度设计，以保障环境警

察能够更好的担负起自身职责。

作者简介：孙巍（1971-），女，黑龙江

省哈尔滨人，东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

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环境与资源保

护法；李倩（1995-），女，山东省菏泽

人，东北林业大学法学硕士在读，研究方

向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参考文献

[1] 张莉. 警察权介入我国生态环境保

护的路径研究 [J]. 广西警察学院学报,

2022, 35 (04)41-48.

[2] 邢捷. 现代环境警察制度研究[D].

武汉大学, 2015:29.

[3] 曾文革,陈娟丽. 国外环保警察及启

示 [J]. 环境保护, 2010, (21)64.

[4] 付琴雯. 法国的环境警务与环境警

察 [J]. 现代世界警察, 2022, (02)67.

[5]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最高人民检察院

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通报表扬“两

打”专项行动中表现突出的集体和个人

[J]. 中国环境监察, 2023, (05)27-35.

[6] 刘鲁豫. 生态环境执法中警察权规

制研究 [J]. 安阳师范学院学报, 2023,

(06)64.

[7] 刘子宜,邢捷. 环境警察权的逻辑与

边界 [J]. 贵州社会科学, 2021,

(12)10.

[8] 郑文阳. 论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保护

中个体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J/OL].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24,

(02)167[2024-03-21].

[9] 杜辉. 生态环境执法体制改革的法

理与进阶 [J]. 江西社会科学, 2022, 42

(08)131-140+208.



18

民事公益诉讼中美国环保组织应对“鉴定贵”的经验及其借鉴

——基于俄亥俄山谷环境联盟等诉弗拉煤矿公司一案的考察

章礼明 1 邓见平 2

（1.广州大学法学院，广东广州 510006；2.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广东广州 510623）

摘要：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作为原告，中国环保组织面临“鉴定贵”难题。历史

上，中国这种诉讼的立法建构受到类似美国公民诉讼的影响，因此，通过深度考察美

国公民诉讼的运作状况，能够取得相关的经验。基于此，针对“鉴定贵”难题，中国

环保组织可以采用双向策略，一方面，通过案件胜诉转移鉴定费用的负担；另一方面，

通过资源优化配置防范鉴定费用的风险。为此，这需要改进一些操作方法。

关键词：民事公益诉讼，环保组织，鉴定证据，诉讼成本，公民诉讼

章礼明，邓见平.民事公益诉讼中美国环保组织应对“鉴定贵”的经验及其借鉴——基

于俄亥俄山谷环境联盟等诉弗拉煤矿公司一案的考察.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第

1 卷，2024 年 9 月，总第 67 期.ISSN2749-9065

一、引言

2012 年，中国通过立法正式建

立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①然而，

与立法时的热切期待相反，在司法实

践中，作为这种诉讼的法定原告，环

保组织很少提起这种诉讼。②究其原

因，主要是环保组织难以负担必要的

诉讼成本。[1]在此方面，高额的鉴定

费用问题尤其突出。[2]据有此诉讼经

验的人士称，为了取得环境损害类鉴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2 年修订版）第

55条。

②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新闻，“2015 年 1 月至 2019 年 7 月，

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案件 298件，审结 119 件。”《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在健

康、舒适、优美生态环境中生存发展的权利》，载中国法

院网：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9/07

/id/4220899.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4 年 8 月 22 日。

这里的 298件因为是指“各级人民法院”的案件受理数，

它除一审案件数外，理应还包括上诉、申诉案件，环保组

织实际起诉的案件应该少于这个件数。

定证据，环保组织往往需要向鉴定机

构支付“几万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

的费用。[3]在理论上，这种高额的鉴

定费用通常称之为“鉴定贵”。因此，

对于环保组织而言，如何克服“鉴定

贵”是顺利开展这种诉讼必须解决的

一个难题。

回顾立法过程，中国建立这种公

益诉讼明显受到类似的美国公民诉

讼（citizen suit）的影响。③[4]并

且，从当今世界范围内来看，似乎只

③ “公民诉讼”是指社会公众提起的公益性环境诉讼，区

别于环保行政机关提出的公益性环境诉讼。根据美国判例，

“公民诉讼”中“公民”是指“其利益受被严重影响或有

严重影响之虞者”。转引自汪劲、严厚福、孙晓璞：《环

境正义：丧钟为谁而鸣—美国联邦法院环境诉讼经典判例

选》，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3 页。在实践中，

由于自然人没有经济能力负担诉讼费用，这种诉讼通常是

由环保组织提起的。因此，环境法教科书都是以环保组织

作为这种诉讼原告予以阐述。参见[美]詹姆斯·萨尔兹曼、

巴顿·汤普森：《美国环境法》（第四版），北京大学出

版社 2016 年版，第 73－79 页。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9/07/id/4220899.shtml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9/07/id/422089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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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美国的这种诉讼类似于中国的民

事公益诉讼。④据说，美国的公民诉

讼运转正常，且成效显著。 [5]因此，

通过其运作过程的考察理应获得相

关经验，并对中国难题的解决带来启

示。这项研究需要一定的深度，可以

采用“解剖麻雀”的方法，从一个普

通案例切入。本研究选择的这个案例

就是，俄亥俄山谷环境联盟、西弗吉

尼亚高地生态保护协会和塞拉俱乐

部诉弗拉煤矿公司案（以下简称山谷

环境联盟案）。⑤该案为我们窥见美

国公民诉讼的实际状况，特别是如何

处理鉴定费用问题提供了基本条件。

在结构安排上，本文首先介绍美

国山谷环境联盟案的诉讼过程和基

本案情，为后文述评交代一些背景知

识。接着，聚焦于此案中专家证言的

运用及其费用的处理情况，并在此基

础上总结其成功经验。其次，通过调

查描述中国环保组织在鉴定费用处

理上的现状。再次，根据美国的经验

和中国的实况，提出中国环保组织应

④ 在大陆法系国家，针对环境公害问题，欧盟国家早期有

过借助民事侵权法解决的意图，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又放

弃这种意图，重回公法处理轨道，因而没有环境民事公益

诉讼，而在英美法系国家，囿于传统，英国没有类似美国

公民诉讼的制度设计，参见[英]马克·韦尔德：《环境损

害的民事责任—欧洲和美国法律与政策比较》，张一心、

吴婧译，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16－17、166、238－

241 页。

⑤ Ohio Valley Envionmental Coalition, West Virginia

Highlands Conservancy and Sierra Club v. Fola Coal

Company,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S.D. West

Virginia,Charleston Division, No. 2:13-5006. 本文

有关这个案例的信息全部来源于电子数据库WESTLAW。

对“鉴定贵”难题的策略和方法。最

后，对全文作总结。

二、美国山谷环境联盟案的基本情况

美国的山谷环境联盟案是一件

因煤矿开采引起废水排放，进而导致

水环境污染的案件。此案是原告针对

被告提起诉讼的系列案件之一。⑥各

案的案情区别主要在于污染点源（排

污口）的不同。被告在案发地区享有

多处露天煤矿开采权，形成多个污染

点源。此案选择的污染点源是其中之

一。这里梳理山谷环境联盟案的基本

情况。

原告是由三个非政府环保组织

组成，其分别是，俄亥俄河谷环境联

盟、西弗吉尼亚高地保护公司和塞拉

俱乐部。被告是弗拉煤矿公司。1996

年 5 月，西弗吉尼亚州环境保护局

（WVDEP）根据美国联邦环境保护局

（EPA）的授权向该公司颁发了露天

采矿许可证，其适用范围包括本案涉

及的位于西弗吉尼亚州克莱县和尼

古拉斯县的 1619.36 英亩的 3号露天

矿山。⑦

⑥ 其它案件包括：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S.D.

West Virginia,Charleston Division, No. 3:18-00077;

No. 2:15-cv-1371; No. 2:17-cv-03013; No. 2:13-21588,

No. 2:13-16044 ; No. 2:13-21588.

⑦ 2013 WL 1187437 (S.D.W.Va.) (Trial Pleading),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S.D. West Virginia.

http://www.westlaw.com/Search/Results.html?query=advanced%3a+OAID(5025447820)&saveJuris=False&contentType=BUSINESS-INVESTIGATOR&startIndex=1&contextData=(sc.Default)&categoryPageUrl=Home%2fCompanyInvestigator&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vr=3.0&rs=cblt1.0&transitionType=DocumentItem
http://www.westlaw.com/Search/Results.html?query=advanced%3a+OAID(5025447820)&saveJuris=False&contentType=BUSINESS-INVESTIGATOR&startIndex=1&contextData=(sc.Default)&categoryPageUrl=Home%2fCompanyInvestigator&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vr=3.0&rs=cblt1.0&transitionType=DocumentItem
http://www.westlaw.com/Search/Results.html?query=advanced%3a+OAID(5000124996)&saveJuris=False&contentType=BUSINESS-INVESTIGATOR&startIndex=1&contextData=(sc.Default)&categoryPageUrl=Home%2fCompanyInvestigator&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vr=3.0&rs=cblt1.0&transitionType=DocumentItem
http://www.westlaw.com/Search/Results.html?query=advanced%3a+OAID(5000124996)&saveJuris=False&contentType=BUSINESS-INVESTIGATOR&startIndex=1&contextData=(sc.Default)&categoryPageUrl=Home%2fCompanyInvestigator&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vr=3.0&rs=cblt1.0&transitionType=Document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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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3 月 13 日，原告根据《清

洁水法》（CWA）和《露天采矿控制

和开垦法》（SMCRA）中的“公民诉

讼”条款，向西弗吉尼亚州南区联邦

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原告诉称，

被告将其 3 号露天煤矿产生的废水

已经且正在排入比克莫尔市的斯蒂

尔溪（Stillhouse Branch）及其下

游的二十里河（Twentymile Creek），

该废水含有过量的离子污染物，其行

为违反国家污染物排放清除系统

（NPDES）的许可规定和西弗吉尼亚

州露天采矿许可法。为此，原告提出

民事罚款（civil penalties）、禁

令（injunction）等救济请求。⑧2013

年 6 月 21 日，法院决定采用“两步

式”审理此案。第一阶段解决管辖权

和民事责任的争议问题；如有必要，

第二阶段解决救济请求中的争议问

题。⑨

第一阶段。关于管辖权，双方当

事人均提出简易裁定的动议。2014

年 7 月 30 日，法院作出裁定，同意

原告的司法管辖权主张，决定受理此

案，同时驳回被告的相反主张。⑩关

于民事责任，2014 年 8 月 19 日至 22

⑧ 2013 WL 1187437 (S.D.W.Va.) (Trial Pleading),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S.D. West Virginia.

⑨ 82 F.Supp.3d 673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S.D.

West Virginia.

⑩ 2014 WL 3743597,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S.D.

West Virginia.

日，法院连续开庭审理。双方当事人

有两个争议的焦点问题。一是被告的

排污行为是否违反其许可证上设定

的法律要求；二是被告的排污行为与

环境损害的因果关系能否成立，具体

而言，被告的排污行为是否造成或实

质性引起斯蒂尔溪和二十里河中水

生生物的不利影响。2015 年 1 月 27

日，法院作出判决。法院认为，原告

以优势证据已经证明被告的行为违

法，且因果关系成立。⑪由此，在两

个争议点上，判决都支持了原告的主

张，被告的民事责任因此成立。

第二阶段。原告放弃了原先主张

的民事罚款救济，禁令救济成为法院

集中解决的争议问题。2015 年 10 月

6 日，法院开展庭审。同月 14 日，

法院作出判决。在判决书中，法院认

为，禁令对于纠正被告的违法行为是

适当的和必要的，因而批准原告提出

的此项救济请求，据此命令被告遵守

法定的水质标准以保护斯蒂尔溪的

生物和化学成分的完整性，同时采取

补救措施，修复已经造成的生态环境

损害。⑫

⑪ 82 F.Supp.3d 673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S.D.

West Virginia.

⑫ 2015 WL 5972430,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D.

West Virginia, Charleston Division.



21

三、专家证言的运用及其费用处理与

经验

（一）专家证言的运用

在英美法系理论上，鉴定证据通

常 称 作 “ 专 家 证 言 ” （ expert

testimony）。⑬在山谷环境联盟案中，

初审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均涉及

专家证言。

在第一阶段，作为事实的争议点，

因果关系的证明运用了专家证言。因

果关系包含前因和后果，因此，这种

因果关系的证明不仅涉及行为与结

果之间关系的事实，而且涉及污染物

性质和环境损害的状况。在本案中，

原告的待证事实包括：（1）3 号露

天矿山排水口的废水含有高硫酸盐

成分，且具有高导电率；（2）斯蒂

尔溪及其下游二十里河的水质低于

州环保局规定的导电率阈值，从而对

水环境中的生物造成了伤害；（3）

被告排放矿井废水的行为造成或实

质性引起斯蒂尔溪和二十里河中的

水质下降，突破了法定的水生物阈值，

进而损伤了水生动植物。针对第（１）

项事实，原告提供了历史检测证据，

同时，提供了专家证言。专家埃文 •

汉森（Evan Hansen）分析了在矿井

排污口和斯蒂尔溪采集的水样，确定

⑬ 两者在功能上类似，都是用于证明案件中的专业性事实，

但两者在适用范围上，专家证言较鉴定证据广泛。本文在

可比较的范围内使用专家证言这个概念。

两地的电导率测量值分别为 2,826μ

S/cm 和 2,825μS/cm，远高于科学界

认可的正常阈值 308 S/cm。⑭针对第

（2）项事实，原告也提供了历史检

测证据和专家证言。专家克里斯托弗

•斯旺（Christopher Swan）博士调

查了取样废水，结果显示，根据西弗

吉尼亚州河流状况指数（WVSCI）评

价标准，其评分为 58.17 分，低于法

定的阈值 68 分，据此推断，水生生

物受到了伤害。⑮马里兰大学教授、

水生生态和河流恢复方面的专家玛

格丽特·帕尔默（Margaret Palmer）

博士也提供了关于斯蒂尔溪化学和

生物完整性受损的证言。⑯针对第（３）

项事实，原告提出了多种证据证明，

其中，有关专家证言主要是瑞安•Ｓ•

金（Ryan S. King）博士提出的关于

被告排污行为与斯蒂尔溪生物损伤

的因果关系分析的证言。此人是得克

萨斯州韦科贝勒大学的终身教授，公

认的水生生态学、昆虫学和生态数据

分析方面的权威专家。⑰针对原告方

面的这些专家证言，被告提供了凯莉

•Ｍ •科恩（Carrie M. Kuehn）硕士

⑭ 82 F.Supp.3d 673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S.D.

West Virginia.

⑮ 82 F.Supp.3d 673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S.D.

West Virginia.

⑯ 82 F.Supp.3d 673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S.D.

West Virginia.

⑰ 82 F.Supp.3d 673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S.D.

West Virgi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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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查 尔 斯 • Ａ • 门 齐 （ Charles A.

Menzie）博士的专家证言，质疑其可

信性。⑱

在第二阶段，有关禁令救济也运

用了专家证言。对此禁令救济，原告

提供了一份由专家德鲁 •麦卡沃伊

（Drew McAvoy）博士出具的书面报

告。在该报告中，专家要求被告使用

一套反渗透的膜过滤技术系统，并通

过这套技术系统处理被告已经排入

斯蒂尔溪中的污水，使其导电率控制

在正常值以内。⑲但原告没有提供该

技术运用的具体方案，换言之，原告

对这套技术系统运行中涉及的规模

大小、安装地点、噪声处理、动力需

求等相关问题均没有提供专家证言。

据估计，一套反渗透水处理系统的建

造、安装、使用和维护（以 35 年计

算）将花费 1.36 亿美元。⑳被告不同

意原告的建议，提出本方专家米克

（Meek）博士出具的候选方案。这是

一份内容完整的救济方案。该方案计

划通过四个步骤的水管理策略降低

斯蒂尔溪的导电率。这项计划估计花

费 16.4 万美元来建造、安装、操作

⑱ 82 F.Supp.3d 673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S.D.

West Virginia.

⑲ 2015 WL 11216534 (S.D.W.Va.) (Expert Report and

Affidavit),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S.D. West

Virginia.

⑳ 2015 WL 5972430,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D.

West Virginia,Charleston Division.

和维护（以 35 年计算）。㉑法院认为，

原告和被告提出的建议要么复杂、要

么昂贵，均不同意。随后，法院任命

一名专家作为特别管理人，协助其确

定适当的救济方案。㉒最终，特别管

理人采纳了被告方专家提供的方案。

㉓

（二）专家证言的费用

美国法律规定，原告在取得胜诉

后有权要求被告补偿其在诉讼中产

生的合理成本。㉔在初审结束后，原

告依法向法院提出动议，要求被告补

偿其律师费、专家证人费（expert

witness fee）和其他支出，并为此

提出一份费用清单。被告对其中的部

分费用提出异议。2016 年 8 月 30 日，

法院根据双方陈述的理由作出裁定。

㉕裁定认为，原告是本案的胜诉方，

有权获得诉讼成本的补偿，但其中有

些属于不合理的律师费和检测费，应

当予以扣除。据此，被告应当补偿原

告共计 462，766.98 美元，其中，律

师费 366，485.00 美元；专家证人费

㉑ 2015 WL 5972430,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D.

West Virginia,Charleston Division.

㉒ 2015 WL 5972430,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D.

West Virginia,Charleston Division.

㉓ 2016 WL 8252928,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S.D.

West Virginia,Charleston Division.

㉔ Federal Rule of Civil Procedure 54(d), 33 U.S.C.

§ 1365(d), and 30 U.S.C. § 1270(d).

㉕ 2016 WL 8252928,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S.D.

West Virginia,Charleston Division.

https://www.westlaw.com/Link/Document/FullText?findType=L&pubNum=1000600&cite=USFRCPR54&originatingDoc=I5062cec0f31e11e6b79af578703ae98c&refType=LQ&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vr=3.0&rs=cblt1.0&transitionType=DocumentItem&contextData=(sc.UserEnteredCitation)
https://www.westlaw.com/Link/Document/FullText?findType=L&pubNum=1000546&cite=33USCAS1365&originatingDoc=I5062cec0f31e11e6b79af578703ae98c&refType=RB&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vr=3.0&rs=cblt1.0&transitionType=DocumentItem&contextData=(sc.UserEnteredCitation)
https://www.westlaw.com/Link/Document/FullText?findType=L&pubNum=1000546&cite=33USCAS1365&originatingDoc=I5062cec0f31e11e6b79af578703ae98c&refType=RB&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vr=3.0&rs=cblt1.0&transitionType=DocumentItem&contextData=(sc.UserEnteredCitation)
https://www.westlaw.com/Link/Document/FullText?findType=L&pubNum=1000546&cite=30USCAS1270&originatingDoc=I5062cec0f31e11e6b79af578703ae98c&refType=RB&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vr=3.0&rs=cblt1.0&transitionType=DocumentItem&contextData=(sc.UserEnteredC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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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54.18美元和其他已开支的费用

20,727.80 美元。值得一提的是，在

其他开支费用中，有一笔是关于矿井

排 放 废 水 中 硒 元 素 的 检 测 费

2,924.10 美元。原告在审前证据交

换过程中主动放弃其作为呈堂证据。

由于这个证据与原告的庭审诉求无

关，法官采纳被告的意见将其从补偿

费用中扣除。㉖

根据相关背景知识㉗，在美国，

律师费和专家证人费是按照每小时

时间标准计算，实际时间既包括庭审

作证时间，也包括庭审外的准备时间，

所需时间是根据行业标准预估的。专

家证人费和其他开支是指取证费用，

其他开支是指律师已经向第三人支

付的费用，其包括律师的差旅费（交

通费和膳食费）、专业机构的检测费

等。在美国，环境损害诉讼通常采用

律师风险代理。这些费用是通过律师

与当事人委托合同约定，当事人不需

要预付费用，由律师包干。待结案后，

双方结合判决或调解协议的执行情

况结算。在美国，专家证人费与检测

费各自单独计算。在中国，这两者通

常合并计算，合称“鉴定费用”。便

㉖ 2016 WL 8252928,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S.D.

West Virginia,Charleston Division.

㉗ 相关知识可参阅，[美]乔纳森·哈尔：《漫长的诉讼—

—环境污染、白血病和对司法公正的追潮》，李文远、于

洋译，新世界出版社 2018 年版；[美]伊丽莎·格里斯沃

尔德：《压裂的底层》，曾小楚译，文汇出版社 2022 年

版。

于比较，本文将美国的这两种费用合

计，统称“专家证言费用”。

根据法院的裁定，专家证人费与

其他开支合计为 96，261.98 美元，

扣除其他开支中的律师差旅费金额，

被告负担的专家证言费用约为 9 万

美元。这在全部补偿费用中占比约为

20%。但这并不意味着专家证言费用

不“贵”。“贵”与“不贵”取决于

原告的支付能力。对于经济来源有限

的环保组织，9 万美元的鉴定费用仍

有可能是“贵”的。另一方面，专家

证言费用的多少因个案的案情不同

也有差异，这与专家付出的成本相关。

在本案运用的专家证言中，污染物对

水环境造成损害的判断标准是排放

废水中的成分，即硫酸盐含量及其产

生的导电率，而导电率对水生生物损

伤的判断依据是，州环保局颁布的水

质标准。㉘由于历史监测数据和生态

环境的法定基准已经存在，现时对废

水成分及其导电率的检测就简单得

很多，因而相关的鉴定成本较低，专

家证言费用随之较低。

（三）处理专家费用的经验

由上述可见，原告成功地将本方

因举证而产生的绝大部分的专家证

言费用转移至被告负担。总结其成功

㉘ 2013 WL 1187437 (S.D.W.Va.) (Trial Pleading),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S.D. West Virgi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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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这与原告自身的努力是分不开

的。这种努力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力争案件的胜诉，转移

专家证言费用。公民诉讼属于公益性

诉讼，美国法律没有创设原告从这种

诉讼中获得赔偿损失的权利。㉙换言

之，原告不能从诉讼结果中获得经济

利益。但是，诉讼本身是有成本的，

原告只能使用自有资金开展这项公

益活动。然而，这种资金是有限的，

原告不可能为此大量补贴。为了鼓励

原告参与这种诉讼，美国法律规定，

原告付出的诉讼成本可以在胜诉之

后判决被告承担。因此，这至少使原

告不至于出现很大的亏损。本案的原

告充分利用了这个法律规则。为了胜

诉，原告取得了多个专家证言，并在

法庭上运用。由此，起诉必然产生数

额较大的专家证言费用。由于风险代

理，这种费用是代理律师预付的，预

付的方式，有的是直接预付，如检测

费，有的是以自己信誉担保，在诉讼

结束后兑付，如专家证人费。正是因

为原告首先承担了这些成本的风险，

案件的胜诉成为现实，从而最终实现

了专家证言费用的转移支付。

另一方面，优化资源的配置，防

范专家证言费用的风险。如果说，上

㉙ Evansville v Kentucky Liquid Recycling (1979, CA7

Ind) 604 F2d 1008, 13 Envt Rep Cas 1509, 9 ELR 20679.

述是成功经验的显性一面，那么，这

就是其隐性的一面。在诉讼中，即使

整个案件是胜诉的，针对每一个胜诉

事项中的事实证明，这种成本的付出

是必要的。否则，原告完全可能滥用

这种求偿权，随意扩大诉讼成本，虚

增被告的负担成本。因此，在实践中，

法院必须对诉讼成本施加“合理的”

要求。㉚对此，原告在取得专家证言

时必须谨慎处理，防范可能发生的成

本风险。在这方面，原告只能根据已

有的诉讼资源实行优化配置，尽量避

免这种风险的发生。本案有这种突出

表现。针对禁令救济的事实证明，原

告只是提供了专家的技术性建议，没

有就其具体实施方案提供专家证言。

这种简化处理可以解释为，力求取证

中专家证言费用的最小化。原告明知，

基于法院已经确定的民事责任，被告

根据其技术建议将不得不提出其禁

令救济的具体方案，这势必节省其聘

请专家提供具体方案的费用。更主要

的是，若其提供具体方案，在法院不

采用的情况下，预付的专家证言费用

有可能被法院视为没有必要而将其

扣除，以致无法收回这项成本。实际

情况也的确如此，法院没有采纳原告

专家的技术性建议，而是采用被告专

家提出的方案。当然，这种界限的把

握有时难免意外，在这方面，本案也

㉚ Hensley v. Eckerhart, 461 U.S. 424, 433 (1983).

https://www.westlaw.com/Link/Document/FullText?findType=Y&serNum=1979114356&pubNum=0000350&originatingDoc=If21c150eaddb11d9880d0000837214a9&refType=RP&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vr=3.0&rs=cblt1.0&transitionType=DocumentItem&contextData=(sc.Search)
https://www.westlaw.com/Link/Document/FullText?findType=Y&serNum=1979114356&pubNum=0000350&originatingDoc=If21c150eaddb11d9880d0000837214a9&refType=RP&originationContext=document&vr=3.0&rs=cblt1.0&transitionType=DocumentItem&contextData=(sc.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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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教训。原告为了确定矿井排放的废

水中是否含有污染物硒元素，委托专

业机构检测，因此产生了一笔检测费

用，但由于这个证据不宜在法庭中运

用，已经支付的这笔费用最终只能由

原告自己承担。

另外，我们注意到，通过资源优

化防范风险，不应当仅仅着眼于专家

证言费用本身的节省，还应当着眼于

案件整体，因为资源在诉讼中是可以

流动使用的。本案也有这种表现。例

如，此案原告是由三个环保组织构成，

而不是一个。如此组合至少有一个益

处，在败诉时三家可以分担诉讼成本，

专家证言费用即使很高，但按比例分

摊之后能够承受。又如，此案是水污

染系列案之一。原告选择其中的一个

污染点源作为起诉依据就有先行试

探的作用，避免合并起诉后全部败诉

带来的包括专家证言费用在内的更

大成本风险。

四、中国环保组织处理鉴定费用的现

状

解决中国环保组织面临的鉴定

费用问题，必须了解其在中国的现状。

前述已经表明，由于“鉴定贵”，实

践中起诉的案件数量很少。因此，已

经起诉的案件成为获取相关信息的

方向。为此，笔者作了一个专项调查。

通过电子数据库“中国裁判文书网”

检索三年（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内法院作出的一审

判决书，由此得到 33 个环保组织起

诉的这类案件。据这些判决书中相关

信息的统计，充当原告的环保组织共

有 10 个。在这些组织中，多数起诉

的案件数只有 1 件或 2 件。起诉数在

3 件以上的有四个，其分别是北京市

丰台区源头爱好者环境研究所 9 件、

金华市绿色生态文化服务中心 7 件、

中华环保联合会 7 件和中国生物多

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3 件。案

件判决的结果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形。

第一种，诉求被法院全部驳回，共有

20 件；第二种，诉求得到法院部分

支持，表现在，原告主张的赔偿损失

金额或修复环境费用没有被法院完

全认可，而是酌情减少，共 9 件；第

三种，诉求得到全部支持，共 4 件。

后一种案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别之

处，即检察机关以原告的“支持起诉

人”身份参加了诉讼。在我国，检察

机关对法院判决结果有特殊的影响

力，这种情形需要另当别论。[6]由此

可见，在环保组织起诉案件中，大多

数是以败诉或部分败诉的案件告终。

通过进一步调查，可以发现，这些未

达预期结果的案件都是因为缺少必

要的证据，尤其是鉴定证据。对于缺

少鉴定证据，囿于格式的要求，判决

书不可能直接说明原因。不过，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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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判决内容来看，有一点比较明显。

这就是，原告通常都是申请法院取得

鉴定证据，但未向鉴定机构预付鉴定

费用。显然，面对高额的鉴定费用，

若原告无力或不愿预付这种成本，必

然缺少相关的鉴定证据。问题是，在

明知这种结果的情况下，原告为何仍

然坚持起诉？有时，这会有一些效果。

法院可能基于环保政治意识形态或

司法政策的考量，在脱离事实证明的

情况下有限度地支持原告的诉求。上

述第二种情形 9 个案件大体属于这

种情况。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原告的

这种期待完全落空。第一种情形 20

个案件就是其反映。试举下面两个典

型案例。

案例一：北京市丰台区源头爱好

者、环境研究所北京市朝阳区环友科

学技术研究中心与湖北鼎龙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水污染纠纷案。㉛在此案

中，原告诉称：被告在生产过程中对

污水处理系统采用停止使用、不当使

用等方式排放污水，造成周围环境污

染。为此，原告提出停止侵害、赔礼

道歉、消除危险、赔偿损失以及承担

鉴定评估费、律师费、诉讼费等诉求。

其中，赔偿损失表述为，“判令被告

鼎龙公司赔偿损失，即赔偿环境受到

的损失以及环境受损至恢复原状期

㉛ 参见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鄂

01民初 6822 号。

间服务功能的损失，以最终评估确定

的数额为准”。与此诉求一致，原告

在诉讼中申请法院鉴定，试图取得赔

偿损失的价格鉴定，而法院以没有必

要性为由予以拒绝。法院审理后认为，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

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原告应当对

民事责任成立的下列事实承担举证

责任：（1）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

（2）被侵权人的损害；（3）污染者

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

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而原告没有对

这些事实举证证明。据此，法院驳回

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并判令其承担案

件的受理费 1000 元。

案例二：金华市绿色生态文化服

务中心诉上栗县萍锋纸业有限公司

环境污染案。㉜在此案中，原告诉称，

被告在生产过程中长期存在排放废

水污染河水、噪音扰民等问题。经周

边村民投诉，各级环保行政机关多次

对其予以行政处罚。至起诉时，被告

的排污行为仍在持续。为此，原告提

出停止侵害、消除危险、赔礼道歉、

修复环境、负担鉴定费、律师费等诉

求，其中，修复环境的费用表达了以

法院鉴定评估的金额为准。在此案举

证上，原告提交了若干证据，用于证

㉜ 参见江西省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赣

03民初 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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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被告存在违法行为，其包括：（1）

有关污水状态的黑白照片打印件；（2）

江西省环保局 2006 年出具的行政处

罚决定书；（3）2011－2013 年度江

西省国控重点污染源监测数据。对此，

被告否认其存在违法排污行为，并提

出一些监测数据予以证明。在环境损

害的状况以及被告违法行为与损害

状况的因果关系上，原告都没有提供

证据证明。法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证

据未能证明被告现时仍然存在违法

行为，以及违法行为造成了环境损害，

因而相关诉求缺少事实依据。据此，

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求，并判令其

承担案件受理费 34240 元。

五、环保组织应对“鉴定贵”的策略

和方法

（一）进攻与防守策略的平衡

前文已经表明，在美国公民诉讼

中，作为原告，环保组织在处理专家

证言费用上从两个不同方向作出努

力，即力争案件胜诉，转移鉴定费用，

同时优化资源配置，防范鉴定费用的

风险。这种努力实际反映了“进攻”

和“防守”双向策略。这种策略因其

合理性完全可以在中国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中采用。类似于美国诉讼费用

转移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第 22 条规定，“原

告请求被告承担以下费用的，人民法

院可以依法予以支持：（一）生态环

境损害调查、鉴定评估等费用……

（三）合理的律师费以及为诉讼支出

的其他合理费用。”据此，中国环保

组织具备实施这种策略的法律条件。

环保组织可以积极作为，通过案件的

胜诉，将鉴定费用转移至被告负担。

当然，原告在积极作为的同时必然产

生相应的风险。有关转移的诉讼费用，

强调的是“合理费用”。这就构成一

种限制。为此，原告必须采取适当的

防范措施，通过优化资源配置，避免

或分散可能发生的鉴定费用风险。

目前，针对这种策略的运用，总

体来说，中国环保组织表现为，“防

守”有余，“进攻”不足，处于一种

失衡的状态。面对“鉴定贵”，环保

组织通常都不愿意提起这种诉讼，这

是“防守”有余的表现。诉讼蕴含着

败诉及其引起的成本风险。即使是公

益诉讼，为了防止起诉权滥用，法律

同样需要对原告施加这种风险。但是，

这种风险是可以化解的。若原告能够

取得案件胜诉，鉴定费用依法判决被

告负担。因此，预付的鉴定费用只是

一项风险成本，不是沉没成本。对于

有预付能力的环保组织而言，不愿意

承担这种风险，只能说明其偏重于防

范的一面。而在已经起诉的案件中，

环保组织通常没有取得必要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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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这又是进取不足的表现。面对

这种应对策略实施中的失衡状态，环

保组织有必要作出相应调整。同时，

在具体方法上，需要采取改进措施。

（二）基于平衡策略的改善方法

1.取得必要的鉴定证据

案件胜诉是鉴定费用转移负担

的前提，为此，环保组织必须取得必

要的鉴定证据。必要的鉴定证据取决

于取得胜诉的证明对象。在民事实体

法事实上，证明对象可以分为责任成

立的事实和责任负担的事实，前者是

指责任成立的各个要件事实；后者是

指被告承担的责任形式和责任大小

的事实。根据法律规定，环境损害类

鉴定证据包括五种鉴定证据分型，即

（1）污染物性质的鉴定；（2）环境

损害状况的鉴定；（3）损害行为与

损害后果之间因果关系的鉴定；（4）

环境修复的方案制定及其修复费用

评估；（5）赔偿损失的价格鉴定。㉝

其中，前三种鉴定证据决定案件能否

胜诉，是必要的鉴定证据，而后两种

则不是。从调查情况来看，原告通常

注重取得了后两种鉴定证据，而第二、

第三种鉴定证据往往没有取得。基于

㉝ 司法部 环境保护部《关于规范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管理

工作的通知》（2015 年）第二条。

美国在此方面的经验，原告必须取得

前三种鉴定证据。㉞

2.预付申请法院鉴定的鉴定费用

在确定取得鉴定证据的范围之

后，还需要确定其取得的方式。在英

美法系国家，由于民事诉讼的当事人

主义结构，原告和被告自行取得本方

的证据，法院基于中立地位不能取得

证据。而中国是大陆法系国家，尽管

诉讼结构现时在相当大程度上采用

当事人主义，但传统的职权主义依然

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对于鉴定证据的

取得，原告可以自行取得，㉟也可以

申请法院取得。㊱自行取得是由当事

人委托鉴定机构，这时当事人难免挑

选偏袒自己的鉴定人，因而鉴定结论

不易被法院采信。而申请取得是由法

院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人的中立性较

有保障，鉴定结论相对容易被法院采

信。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申请鉴定

对于原告是一种有效率的取证方式。

在这方面，不能简单地模仿美国，必

㉞ 对于因果关系事实的举证责任，在环境侵权诉讼或环境

民事私益诉讼中，法律明确规定被告对不存在因果关系承

担举证责任，而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法律对此没有明

确规定。不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 号，

法释〔2020〕17号）第 8条的规定，原告“应当提交下

列材料：……（二）被告的违法行为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初步证明材料。”

这可以理解为，原告对因果关系的事实负有举证责任，至

少是行为责任，尽管证明标准可以低一些。因此，因果关

系的鉴定证据，对于原告来说，必不可少。

㉟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67条第 1款。

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7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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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调查情况来

看，问题突出反映在，作为鉴定申请

方，有的环保组织不愿意预付鉴定费

用，以致无法取得必要的鉴定证据。

作为证据的需求方，原告理应预付鉴

定费用。

3.选择具备经济能力的被告

对于原告而言，立足于胜诉后鉴

定费用的转移实现，必须具备一个条

件，即被告在判决之后有经济支付能

力。若没有这个能力，即使判决胜诉，

判决无法得到执行，鉴定费用转移的

目的还是不能达到。并且，必须意识

到，针对被告的支付能力，原告的胜

诉意味着，被告不仅要负担鉴定费用，

还要负担巨额的修复费用或赔偿的

经济损失等。从调查情况来看，环保

组织选择的被告是亏损企业，甚至是

自然人。选定这些被告，即使取得胜

诉判决，因为法院无法执行到位，原

告不能收回其预付的鉴定费用。因此，

环保组织在确定起诉对象时应当慎

重挑选，防范风险。

4.开展多个环保组织的联合起诉

力求胜诉，必然投入更多包括鉴

定费用在内的诉讼成本，风险也随之

增加。着眼于分散风险，环保组织可

以考虑由多个同类组织开展合作，其

重要措施就是类似美国公民诉讼中

采用的多个环保组织联合起诉的方

法。在这方面，中国环保组织的表现

明显不足。在上述调查的 33 个这类

案件中，只有 3 件是两个环保组织共

同作为原告，而三个或三个以上联合

起诉的案件则完全没有。由此可见，

中国环保组织基本上呈现“单打独斗”

的格局，没有形成群体的合力。如此，

一旦发生败诉，单个的环保组织难免

要承担整个案件的诉讼成本。

六、结语

回首过去，中国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的出现，是为了解决环保行政机关

监管失灵的问题。[7]面对环保组织在

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中存在的“鉴定贵”

难题，本文借助于美国公民诉讼中的

一个普遍案例，提取其在处理鉴定费

用上的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又根

据中国在此方面的现状提出了解决

这个难题的策略及其方法。显然，本

文提出的建议着眼于作为诉讼原告

的环保组织，没有言明法院这个裁决

角色在其中的重要制约作用。这里，

法院能否维持其司法独立性至关重

要。例如，在申请法院鉴定上，有的

法院以各种表面上的理由阻挠原告

取得必要的鉴定证据。又如，在律师

风险代理上，有的法院要求原告必须

提供已经支付费用的票据，否则律师

费一律不予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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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化推进云南高原湖泊保护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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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云南省采用法制化手段全方位推动九大高原湖泊保护与治理。本文通

过对云南高原湖泊治理举措的例举，分析云南省高原湖泊保护的现状，展示了保护治

理成效及未来预期，以期为统筹推进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协同增效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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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始终牵

挂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特别是九大高

原湖泊保护治理工作，2008 年 11 月

到云南考察时就专门考察滇池治污

工程和五甲塘湿地公园建设情况。

2015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洱海

边同当地干部合影后说，“立此存照，

过几年再来，希望水更干净清澈”；

2020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滇池

边叮嘱我们“把滇池治理工作做得更

好”。

近年来，云南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

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把云南建设

成为中国最美丽省份”新要求，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认

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全面推进

河（湖）长制的重大决策部署，采用

法制化全方位推动九大高原湖泊保

护治理工作取得实效。

一、云南高原湖泊治理举措

湖泊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云南省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持

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治理。云南省以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强烈的政治担当，

果断作出了在治湖理念、治湖措施、

治湖体制机制上来一场“湖泊革命”

的战略决策。

2021 年 9 月 28 日，中共云南省

委省人民政府印发了《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湖泊革命”攻

坚战的实施意见》（云发〔2021〕22

号），提出 60 条具体措施，全面打

响“湖泊革命”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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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升湖泊保护治理能

力和治理效能，云南省采取空前措施，

加快健全九大高原湖泊管理体制和

机制工作，先后印发了《关于进一步

加强河（湖）长制工作的通知》、《关

于加强九大高原湖泊监督检查的意

见》等 2 个机制文件，云南省水利厅

印发全面推行河长制、全面贯彻落实

湖长制等文件，建立河(湖)长巡河、

督察、考核等 10 余项制度，进一步

健全河湖长制责任体系和九大高原

湖泊保护治理监督体系。以九大高原

湖泊为代表的重要水资源保护地方

立法不断完善。

2022 年 4 月 6 日，云南省人大

常委会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九大高原

湖泊“一湖一条例”修改工作任务分

工的通知》，一是明确了各湖泊保护

条例修改的责任部门，通过出台条例

全面加强入湖河道管控，目前正在加

快推进立法相关工作。二是开展“两

线三区”空间管控：重新定位并科学

划定九大高原湖泊“两线”，围绕生

态保护核心区、缓冲区、绿色发展区，

从严制定“三区”30 条管控措施。

三是严厉打击违法行为：2017 年以

来，在九大高原湖泊查处各类违法违

纪案件 3794 件。在洱海对“电捕鱼”

行为依法判实刑，消除了部分渔民

“在洱海禁渔时段、禁渔范围用电捕

几条鱼只会被行政罚款”的认识误区；

在泸沽湖开展网箱养鱼集中整治专

项行动，加大增殖放流力度。四是推

进生态法庭建设：2019 年以来，相

继成立水源保护地法庭、普达措国家

公园法庭、珠江源生态环境审判庭、

赤水河源头环保法庭等一批具有高

原特色的法庭。五是建立执法司法协

作机制：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河

（湖）长+检察长”协作机制的意见》，

制定了《河湖警长制工作实施办法》，

着力提升河湖保护法治化水平，九湖

流域各级河湖警长 1683 名。六是开

展跨界湖泊联防联控联治：联合四川、

贵州、西藏开展跨界河湖联合巡河

40 余次。与四川省联合印发《川滇

两省共同保护治理泸沽湖“1+3”方

案》，率先建立了跨省河湖省级河（湖）

长议事协调机制。召开滇川藏三省区

长江（金沙江）河湖长联席会议，共

商长江（金沙江）保护治理。通过深

化执法司法协作和跨界湖泊联防联

控联治，湖泊保护治理法律监督实效

不断增强。

此外，积极探索“党建+河湖长

制”、“党建+湖泊革命”：首次将

“加强党的建设，以党建引领河湖长

制”写入 2022 年全省河湖长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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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以省总河长令第 8 号印发，切

实加强“党员河长”队伍建设，在九

湖流域开展“党建+湖泊革命”示范

联建活动。创新“河(湖)长+”工作

机制，全面推行“河(湖)长+检察长”

工作机制，打造河(湖)长+河湖警长

“多轮驱动”、网格+警格+水格“三

格合一”的水域保护新模式。坚持最

严格的考核问责，对破坏生态环境的

典型严肃查处，对不负责任的领导干

部严肃问责、终身追责。

2018 年以来，围绕九大高原湖

泊保护治理，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

头看”及高原湖泊环境问题专项督察、

水利部明察暗访、长江经济带生态环

境督察、中央审计署驻昆办审计、省

级河（湖）长制督察等发现问题 776

个，已整改完成 469 个，307 个按时

序推进整改；共制定整改措施 1861

条，已整改完成 1301 条。

2020—2022 年，生态环境部公

布的洱海水质评价结果连续两年为

“优”。当前，九大高原湖泊水质稳

中向好，部分主要超标指标数值大幅

下降，基本达到预期目标。与 2012

年相比，2021 年泸沽湖、抚仙湖水

质保持Ⅰ类，洱海水质由Ⅲ类好转为

Ⅱ类，滇池草海、外海以及星云湖均

实现脱劣，阳宗海全湖平均水质由Ⅲ

类好转为Ⅱ类，创十年来最好水质水

平，并入选昆明市首批“绿美河湖”

[1]。从 2021 年夏天起，在洱海、泸

沽湖、滇池等高原湖泊竞相绽放的海

菜花，吸引市民、游客纷至沓来。海

菜花是我国特有珍稀沉水草本植物，

对水质要求非常高，水清则花盛，水

污则花败，在Ⅲ类水质以上环境中才

能生长，被誉为“水质试金石”。以

花为证，一度踪迹难觅的海菜花在云

南省各水域大面积盛开，生动彰显了

云南高原湖泊保护治理工作取得的

成效。2021 年，洱海流域被纳入全

国第二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与可

持续发展试点，抚仙湖流域治理被列

入 10 个中国特色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泸沽湖云南部分入选生态环境部美

丽河湖优秀案例。2022 年 6 月，洱

海流域入选全国第二批“山水林田湖

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项目。

二、现状分析

云南高原湖泊众多，是中国湖泊

较多的省份之一。云南湖泊多位于崇

山峻岭之中，或高山之巅，似颗颗高

原明珠，像块块山间碧玉。他们山环

水映，景色秀美，风光如画，是云南

壮丽的自然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驰

名中外。云南省水域面积大于 30km2

的湖泊有滇池、洱海、抚仙湖、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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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沽湖、杞麓湖、星云湖、阳宗海和

异龙湖，统称“九大高原湖泊” [2]。

其中滇池、程海和泸沽湖属长江水系，

抚仙湖、杞麓湖、异龙湖、星云湖和

阳宗海属珠江水系，洱海属澜沧江水

系。九湖流域是云南省社会经济最发

达的地区，人口约占全省人口数的

11%，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2.1%，

但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却占全省总

量的 1/3[3]。九大高原湖泊功能极其

重要，承载着 700 多万的流域人口。

云南九大高原湖泊是中国断裂

构造型、高海拔低纬度湖泊的典型代

表，是重要的生态系统、生命系统 [4]。

九湖湖容 304 亿立方米，多年平均水

资源量只有 17.5 亿立方米，来水主

要靠流域地表径流补给，湖面面积占

比高，湖面蒸发量大于降雨量，流域

可利用水资源十分有限。九湖都位于

坝区，湖面面积 1042 平方公里、占

全省国土面积的 0.26%；流域总面积

8110 平方公里，约占云南国土总面

积的 2.05%，流域人口密度远高于全

省平均水平，流域开发利用强度远超

全省平均水平。水动力不足，水体交

换周期长，水体自净能力弱。一方面，

九湖流域入湖河流季节性入湖特征

明显，水量难以得到补充和恢复，且

流域水系不发育，普遍流程短、动能

差，导致水体自净能力弱；另一方面，

湖泊出流通道少，有的湖泊仅有一条

出流河道，有的湖泊甚至没有出流，

水动力不足，水体交换周期长，导致

污染负荷物在湖中常年累积。比如，

抚仙湖换水周期约 167 年。除上述自

然因素造成的保护治理困难外，面源

污染、流域污水、围湖开发以及科技

支撑不足等问题，也给九大高原湖泊

保护治理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5]。

根据云南省九大高原湖泊各自

的特点，高原湖泊的治理保护首先需

要科学治湖：对水质优良的泸沽湖、

抚仙湖，坚持“预防为主、生态优先”，

全面提升水生态环境监测、监控预警

及风险防范能力，维护生态系统稳定

健康；对水质良好的洱海、阳宗海、

程海，坚持“保护优先、系统施治”，

通过调整流域内产业结构、完善截污

治污体系、实施生态修复水源涵养等，

持续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对污染治

理型的滇池、星云湖、杞麓湖、异龙

湖，坚持“科学治污、精准治污、依

法治污”，通过控源截污、入湖河道

整治、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生态修复

及建设、污染底泥清淤、生态补水等

措施，持续降低富营养化水平，全面

消除劣Ⅴ类水体。此外，高原湖泊治

理保护还面临主体责任不够清晰、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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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范围不明确、体制机制不健全、执

纪问责不够严、整改落实不到位等问

题，本质上说就是法治保障程度不够。

从主体责任不够清晰来看，州（市）、

县（市、区）党委、政府，以及各相

关部门如何各司其责、各履其职、各

尽其责、合力治湖没有清晰的规定；

从管控范围来说，现行湖泊湖滨生态

空间管控范围和要求不一致，如何将

高原湖泊保护的物理界线地标落在

地上，真正将高原湖泊永久保护起来

的问题亟待解决；从体制机制方面来

讲，执法司法协作机制、跨界湖泊联

防联控联治、湖泊生态环境保护考核

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从执纪问责方面

来说，对不负责任的领导干部严肃问

责、终身追责未能严格执行；从整改

落实方面来讲，动真碰硬抓实整改整

治，解决高原湖泊治理保护真问题、

真解决高原湖泊治理保护的问题还

存在差距。必须站在筑牢西南生态安

全屏障、扛牢湖泊保护治理政治责任

的高度，推进高原湖泊治理的法制化

水平，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据可

查、有错必纠、有洞必补成为摆在高

原湖泊保护治理面前的重要问题。

三、治理成效及预期

高原湖泊生态水环境治理事关

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空间，是其下游

地区的水环境安全和经济社会安全

问题的重要影响因素。云南省通过汲

取教训举一反三，形成“一湖带八湖”

的整体效应，九大高原湖泊源头治理、

系统治理、科学治理、依法治理格局

初步形成 [6]。

在“退”和“减”方面，九湖流

域生态保护核心区内已累计退出人

口 73585 人，退塘、退田 6.3 万亩，

退房 309.1 万平方米，恢复湿地 5.6

万亩；移民搬迁 1.6 万户、7.2 万人。

在“调”方面，九湖流域已累计流转

土地 54.0万亩，休耕轮作 35.8万亩，

实施农业高效节水工程 32.1 万亩。

在“治”方面，九大高原湖泊流域内

关停非煤矿山共 179 座，完成生态修

复面积 1.73 万亩。2022 年以来累计

生态补水 9.9 亿立方米。已建城镇污

水处理厂 61 个，建成城镇污水管网

1.1 万 公 里 ， 城 镇 雨 污 分 流 改 造

574.1 公里。在“管”方面，九大高

原湖泊保护治理“十四五”规划及“一

湖一策”行动方案落地实施，水质水

量监测预警能力逐步提升，“智慧湖

泊”建设深入推进，管理效能达到新

水平。云南省深入实施“湖泊革命”

攻坚战，推动保护治理从“一湖之治”

向“流域之治”再到“全域联治”的

重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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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主动服务和融入长江经济

带发展战略，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

大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主动担起“上游责任”，加快构建长

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在云南省委、

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联动、

齐心协力，用法制化保障一系列重大

措施和重点项目得以落地落实，持续

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强化河湖

长制、推进大江大河和重要湖泊湿地

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的决策部署，咬

定目标、久久为功，全力把“九湖”

治理推向纵深。

在科学治湖，严格空间管控方面，

云南省将持续推进“九湖”治理，牢

牢守住“湖泊是用来保护，不是用来

开发”的底线。一体化推进治污水、

治农业面源污染、治垃圾、改善湖泊

水生态“三治一改善”，坚持“一湖

一策”精准施策。在依法治湖，完善

机制体制方面，云南省九大高原湖泊

保护治理坚持和加强依法治理，在法

治轨道上从严从长精准施治。要扎实

开展全省河湖安全保护专项执法行

动，严厉打击涉河湖违法违规行为。

纵深推进河湖“清四乱”、河道非法

采砂专项整治、绿美河湖建设等专项

行动。持续抓好问题整改，持续跟踪

督促，定期调度，实行整改核查销号，

确保问题整改到位、工作见到实效。

进一步提升河湖监管水平，加大明察

暗访力度，充分利用卫星遥感、无人

机等技术手段，动态发现问题、动态

研究问题、动态解决问题。

当前，九大高原湖泊水质稳中向

好，部分主要超标指标数值大幅下降，

基本达到预期目标。湖泊保护治理任

重道远，加强湖泊保护治理，既是一

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要坚持

“依法治湖、科学治湖、系统治湖、

责任治湖”的原则，始终牢记湖泊是

公共空间，牢牢守住“湖泊是用来保

护的，不是用来开发的”底线，紧紧

抓住减少入湖污染负荷这一关键，坚

持源头治理、精准治理、系统治理、

依法治理。依靠法律法规强力推进革

命性措施，不断细化、实化湖泊保护

管控，为湖泊保护和流域经济社会绿

色发展留出了足够的生存空间，拭去

明珠上的尘埃，还以真实、美丽的湖

光山色。云南高原湖泊治理保护积累

了全面依法治湖护湖的宝贵经验，为

云南水系保护治理长治长效、创建全

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等贡献了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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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高质效低碳混凝土技术体系建设

马勇 1 王敏娜 1

（1.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摘要：气候变化对人类发展，以及对生物多样性影响巨大，国际、国内为缓解气候变

化，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了限定。为了完成中国向国际社会作出的2030年前碳达峰、

2060年前碳中和的承诺目标，我国对各行业领域进行了温室气体排放的规范。水泥行

业作为温室气体排放的重点领域，高质效低碳混凝土一旦进入市场，能够大幅减少温

室气体的排放。基于此，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标准工作委员会立项

编制《高质效绿色低碳混凝土技术规程》，希望更多企业参与编制，共同响应国家“双

碳”目标。

关键词：高质效，低碳，混凝土技术，标准

马勇，王敏娜.浅析高质效低碳混凝土技术体系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第 1

卷，2024 年 9 月，总第 67 期.ISSN2749-9065

一、基本背景

随着高温、极端天气的频发，公

众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感受愈

发强烈。国际社会为减缓气候变化对

人类及对生物多样性的负面效应，共

同发起签署国际条约或协定。由全世

界 178 个缔约方共同签署的《巴黎协

定》明确全球平均气温上升需控制在

不超过 1.5 度，并要求到 2050 年实

现净零排放。

为积极响应《巴黎协定》，协同

推进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进程，中国向

国际社会作出庄严承诺，即 2030 年

前碳达峰，2060 年前碳中和。从中

共中央、国务院已发布的通知可以看

出，减碳作为全国性的要求，不仅是

一个需要技术解决的问题，已经成为

混凝土行业的政治目标。所以不论是

在国务院的政策文件，还是在各部委

的政策文件中，“双碳”工作都是一

项跨部门的协作工程，国家发展改革

委、生态环境部、住建部、财政部及

其他部委都需参与。

国务院 2021 年发布的《2030 年

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中提出，“推动

建材行业碳达峰”要“加强新型胶凝

材料、低碳混凝土、木竹建材等低碳

建材产品研发应用”，其中明确提到

了“低碳混凝土”的提法。2023 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质量强国建

设纲要》，其中明确提出：“提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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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工程品质。要强化工程质量保障，

提高建设材料质量水平”。混凝土的

质量安全关系国计民生，仅对其提出

低碳目标并不现实，必须在基本质量

需求的基础上，设立低碳目标。

根据国际能源署 2024 年 3 月发

布的《2023 年全球碳排放报告》（又

称《2023 年二氧化碳排放》），2023

年，全球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较

2022 年增长 1.1%，增加了 4.1 亿吨，

达到 374 亿吨的历史新高。2023 年，

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 5.65 亿

吨，达到 126 亿吨，增长 4.7%，占

全球 33.7%。从数据展示的碳排放情

况可以看出，我们的减排工作压力很

大。

根据世界水泥协会 2024 年度大

会公布的数据，全国规模以上企业累

计水泥产量约 20.23 亿吨，连续 38

年位居全球第一。而我国水泥产量占

全球产量的 50%以上，年二氧化碳排

放量超 12 亿吨，占比 9.6%，仅次于

电力和钢铁行业，水泥产量成为影响

碳排放量的重要因素。截止到 2023

年底，中国的水泥企业在境外 21 个

国家，投资了 43 个水泥工厂。水泥

熟料的产能大概 4400 万吨，目前在

建和拟建的还有大概 30 多条生产线。

截至 2023 年底，中国企业累计在境

外已投产项目合计熟料产能 5520 万

吨，水泥产能 8117 万吨。所以如果

用绿色、低碳化的标准去生产、使用

水泥，水泥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能

减少 25%，也就是 1/4，且可以推动

绿色低碳化水泥在全球的运用发展，

一旦规模化推行，水泥行业的减碳量

惊人。

目前，国家对水泥行业的减排实

行自愿原则，但可能在很快的时间内，

水泥行业的减排就会变成强制性要

求。生态环境部于 2023 年 10 月 18

日正式发布了《关于做好 2023—2025

年部分重点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

报告与核查工作的通知》，其中的 7

大行业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进行强制

性减排要求。但是，2024 年 4 月，

生态环境部就《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与报告指南 水泥熟料生产》以及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技术指南

水泥熟料生产》两份文件公开征求包

括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内的十七家单

位的意见，这可能是涉及水泥行业碳

减排未来硬性要求的一个信号。

二、标准编制应用情况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

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发会、绿会）

聚焦“保护和发展”，特别强调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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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保护以及减缓气候变化等方

面的工作成效和行动实践。中国绿发

会通过标准制定为全行业在研发生

产过程中，结合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

色发展要素，提供技术服务。因此，

中国绿发会制定了许多企业绿色发

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相结合的

标准，包括《企业碳评价标准》、《绿

色企业标准》、《绿色会议标准》等，

并在标准实施中，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在标准编制过程中，中国绿发会

等参编单位希望得到更多企业的重

视和参与，并鼓励企业作为参编单位

介入到标准制定中，为提升企业标准

化生产水平提供支撑。标准的应用效

果可参照中国绿发会已经发布实施

的《绿色企业评价标准》，该标准实

施后，部分央企将其内容作为招标要

求的硬性条件。例如，有企业因为投

标央企发布的招标项目，发现其招标

条件要求投标企业必须是绿色企业

的情形。基于此，制订《高质效绿色

低碳混凝土技术规程》标准后，也会

向大型央企或对混凝土有强大需求

的企业推荐此标准，以推动将该标准

设为招标条件，以标准作为投标技术

门槛。

根据《标准化法》第二十条，国

家支持在重要行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关键共性技术等领域利用自主创新

技术制定团体标准、企业标准。以此

为前提，中国绿发会立项《高质效绿

色低碳混凝土技术规程》标准，用以

推进混凝土在高质效绿色低碳技术

领域的工作。在标准发布实施后，中

国绿发会会以第三方评价机构名义

对企业混凝土高质效绿色低碳进行

评价，参编企业可申请企业标准“领

跑者”，通过后可以在其产品上使用

特定的“领跑者”标识，对本企业招

投标、出口、“一带一路”建设等方

面都会带来利好。

三、主要技术路线

《高质效绿色低碳混凝土技术

规程》标准从环保的角度，设计了产

品的全生命周期：原材料的源头生态

设计，施工、运营维护及拆除的低碳

化，末端混凝土材料再生回收，形成

了一个生产——回收体系。这个标准

不是传统的混凝土标准，而是具有变

革性的技术标准。“变革”就意味着

如果不改变就会被淘汰，会退出市场。

因此，《高质效绿色低碳混凝土技术

规程》欢迎更多企业参与标准编制，

提前占领阵地，提前顺应国际、国内

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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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提出“高性能+耐久+低碳”

的创新技术，要求在高性能，特别是

耐久性基本指标满足的情况下，突出

混凝土的低碳化发展。对混凝土耐久

性和减碳策略的研究发现，如果钢筋

混凝土服役寿命延长一倍，全国碳排

放的比重将降低 15.9%，其中混凝土

占比 11.3%、钢筋占比 4.6%。

混凝土技术主要通过：混凝土高

性能化，即通过提高混凝土的力学性

能，减小结构断面、减轻构筑物自重，

从而减少结构中水泥混凝土的用量，

降低碳排放；混凝土的超高强韧化，

即提升钢筋与混凝土协同变形能力，

显著增强混凝土结构抗拉和韧性；废

弃物替代，即通过大量采用高炉矿渣、

粉煤灰、钢渣等工业固废作为混合材

料，降低水泥中熟料的用量，每降低

1%熟料，可减排 8.5kg 的 CO2；混凝

土制品低能耗制备等四种技术方法

实现混凝土产品的“高性能+耐久+

低碳”。

四、实现混凝土低碳化的技术途径

实现混凝土低碳化的技术途径

主要包括：

1. 最大限度协同处置其他行业

的废弃物，减少水泥生产中的化石原

料消耗；

2. 利用再生能源，减少和消除

间接能源排放；

3. 减少水泥中的熟料及混凝土

中水泥的用量，提高建筑物中混凝土

的使用效率；

4. 充分利用再生混凝土骨料；

5. 大规模部署碳捕集技术来减

少工艺流程的碳排放。

五、相关建议

对混凝土实现高质效，并最终达

到绿色低碳水平，主要有以下五点建

议：

1. 创新研制高质效绿色低碳混

凝土标准，摒弃现有不利于低碳混凝

土的标准规范，并争取成为“领跑者”

标准体系，参与竞标和拓展国内国际

项目。

2. 依托新标准，研发更为科学

合理的混凝土配比设计方法，推进混

凝土设计从经验粗放式向智能精准

化转变，以提升混凝土颗粒堆积的密

实度，减少水泥用量，提高混凝土质

量。按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第十

六条，对具有先进性、引领性，实施

效果良好，需要在全国范围推广实施

的团体标准，可以按程序制定为国家



42

标准。”因此，这些标准后期可申请

转为国家标准。

3. 将替代原材料、再生混凝土

纳入“低碳混凝土”体系，在混凝土

材料生产碳排放计算和评价方法中

予以明确，以鼓励和推进相关碳减排

技术的应用。

4. 推进低碳混凝土变革性技术

研发工作，开发绿色低碳先进水泥生

产技术、混凝土可循环设计与制备技

术、新型复合结构混凝土技术等，实

现节约资源和减少碳排放的目的。

5. 加快推进水泥行业纳入全国

碳排放注册登记和交易系统，以创造

更好的工作条件，有利于增强碳汇，

引导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资源要素流

向绿色低碳发展领域，助推建材建筑

行业碳减排。

参考资料：

[1]《巴黎协定》. 网址：

https://www.un.org/zh/climatechange

/paris-agreement[引用日期

2024-09-05]

[2]《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2021）.

网址：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

2021/content_5649731.htm[引用日期

2024-09-05]

[3]《质量强国建设纲要》. （2023）. 网

址：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

2023/content_5742204.htm[引用日期

2024-09-05]

[4]《国际能源署：清洁能源增长遏制去

年全球碳排放量升幅》. （2024）. 网址：

http://www.nea.gov.cn/2024-03/08/c_

1310766944.htm[引用日期 2024-09-05]

[5] 我国水泥产量连续 38 年位居全球第

一 水泥企业正加快“出海”. （2024）.

网址：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

99435110012449262[引用日期

2024-09-05]

[6]《关于做好 2023—2025 年部分重点行

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与核查工作的

通知》. （2023）. 网址：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

k/xxgk06/202310/t20231018_1043427.h

tml[引用日期 2024-09-05]

[7]关于公开征求《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

算与报告指南 水泥熟料生产》《企业温

室气体排放核查技术指南 水泥熟料生产》

意见的通知. （2024）. 网址：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

https://www.un.org/zh/climatechange/paris-agreement
https://www.un.org/zh/climatechange/paris-agreement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49731.htm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1/content_5649731.htm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3/content_5742204.htm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3/content_5742204.htm
http://www.nea.gov.cn/2024-03/08/c_1310766944.htm
http://www.nea.gov.cn/2024-03/08/c_1310766944.htm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99435110012449262&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99435110012449262&wfr=spider&for=pc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310/t20231018_1043427.html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310/t20231018_1043427.html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310/t20231018_1043427.html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404/t20240403_1069931.html


43

k/xxgk06/202404/t20240403_1069931.h

tml[引用日期 2024-09-05]

[8]《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2017）.

网址：

https://www.sac.gov.cn/zt/xxddbzhfz

sbb/dt/art/2017/art_d28583fbe87041a

1a4ebf198e4ceda9b.html[引用日期

2024-09-05]

[9]院士论坛 | 混凝土低碳化的技术路

径. （2022）. 网址：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94

61963[引用日期 2024-09-05]

[10]全国政协委员、武汉理工大学材料学

科首席教授胡曙光——混凝土碳减排技

术路径. （2022）. 网址：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72

44052[引用日期 2024-09-05]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404/t20240403_1069931.html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6/202404/t20240403_1069931.html
https://www.sac.gov.cn/zt/xxddbzhfzsbb/dt/art/2017/art_d28583fbe87041a1a4ebf198e4ceda9b.html
https://www.sac.gov.cn/zt/xxddbzhfzsbb/dt/art/2017/art_d28583fbe87041a1a4ebf198e4ceda9b.html
https://www.sac.gov.cn/zt/xxddbzhfzsbb/dt/art/2017/art_d28583fbe87041a1a4ebf198e4ceda9b.html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9461963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9461963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7244052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7244052


44

熊胆替代可行性分析

封紫 1 韦琦 1

（1.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摘要：熊胆是中国传统中药材，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但由于其来源亚洲黑熊属于易

危物种，而对豢养熊进行活熊取胆，又会对其身心造成严重伤害。虽然，国内外相关

领域专家学者开展了大量的熊胆替代的研究，但在熊胆替代可行性方面一直是争论的

焦点。本研究汇集了熊胆汁及其替代研究的科学文献、实验数据和临床结果，分析了

熊胆的功效和安全性，并重点从四个方面，即中草药、其他动物胆汁、人工熊胆和合

成化合物，阐述了熊胆替代的可行性，并提出取缔活熊取胆的政策以及加快熊胆替代

进程的建议。

关键词：亚洲黑熊，熊胆，替代，可行性

封紫，韦琦.熊胆替代可行性分析.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第 1 卷，2024 年 9 月，

总第 67 期.ISSN2749-9065

亚洲黑熊（Ursus thibetanus）

隶属于食肉目熊科，主要分布在伊朗

东南部，穿过南亚和东亚，向北到达

日本、韩国和俄罗斯远东 [1]。但过去

几十年，由于气候变化和人为干扰，

栖息地大量退化和丧失，以及黑熊药

用价值被不断开发利用，亚洲黑熊野

外数量锐减。1989 年，《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将黑熊列为国家

II 级重点保护动物，严禁野外猎捕。

2020 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

物种红色名录》再次将亚洲黑熊列为

易危（VU） [1]。

亚洲黑熊是具有重要经济价值

的动物之一，其熊胆是我国传统名贵

动物性药材，已被广泛应用于药品、

保健品和化妆品等领域，每年需要熊

胆 40 吨 [2]。由于亚洲黑熊处于食物

链的顶层，对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和稳

定具有重要意义，已被多国列为重点

保护动物，严禁猎捕。为解决野生动

物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矛盾，人工饲养

黑熊产业逐渐兴起，“活熊取胆”迎

来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转折。自 20 世

纪 80 年代，我国就开始发展熊养殖

业，先后采用“有管引流技术”和“无

管造瘘引流技术”从活熊体内抽取熊

胆汁。然而，取胆熊的寿命通常不超

过 4~5 年 [3]，大多数死于疾病（如胆

囊炎、胆石症、息肉形成、囊管阻塞、

狭窄和胆囊壁部分疝、肝癌）和由异

物及其开放性伤口引起的慢性感染

[4][5]。活熊取胆违背了道德伦理，与

中华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天人合一、万

物并育相悖。本文旨在从多角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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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胆替代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行性，

为从法律层面取缔“活熊取胆”提供

科学依据。

1 熊胆功效

熊 胆 是 熊 科 动 物 黑 熊

（Selenaretos thibetanus Cuvier）

或棕熊（Ursus arctos Linnaeus）

的干燥胆囊 [6]，具有清热解毒、熄风

止痉、清肝明目之功效 [7]，其入药可

查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唐代甄权的《药

性论》 [8]，是我国传统动物性药材。

1.1 主要成分

熊胆主要含有胆汁酸类、氨基酸

类、蛋白质类、胆色素类、矿质元素

类等化学成分 [9]。其中，胆汁酸类

（BAs）是熊胆中含量最多的化学成

分 [10]，也是熊胆发挥药理作用的最主

要的活性成分 [11][12]，主要有牛磺熊

去氧胆酸（ tauroursodeoxycholic

acid， TUDCA）、牛磺鹅去氧胆酸

（ taurochenodeoxycholic acid ，

TCDCA ） 、 熊 去 氧 胆 酸

（ursodeoxycholic acid，UDCA）和

鹅 去 氧 胆 酸 （ chenodeoxycholic

acid，CDCA）、牛磺胆酸（TCA）、

牛磺 7-酮石胆酸（T7KLCA）和牛磺

7a-羟基-3-氧-5b-胆酸（T3KDCA），

共占熊胆干重的 56.20%–82.70%[2]。

熊去氧胆酸（UDCA）被认为是组成熊

胆胆汁酸特异的主要成分 [13][14]，但

有 研 究 发 现 狐 狸 胆 汁 中 也 含 有

UDCA[15]。

1.2 药理作用

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熊胆具有

保肝利胆 [16][17]、抑菌 [18][19]、抗氧化

抗炎 [20]~[24]、溶石防石 [25]、镇咳祛痰 [26]、

降血脂 [27]、抗肿瘤 [28]~[32]、抗惊厥

[33][34]、抗细胞凋亡 [35]~[39]、抗血栓

[37][40]、抗过敏 [41][42]、减肥降脂 [43]、

明目 [44]~[49]、降血糖 [50]、助消化 [51]等

药用功能。

1.3 临床应用

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数据

显示，含“熊胆”字样的中成药有

129 种，如熊胆川贝口服液、复方熊

胆滴眼液、熊胆救心丸和熊胆舒肝利

胆胶囊等，而含 UDCA 产品 47 种。《中

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版》有 15

种含熊胆粉的中成药，含 UDCA 的有

206 种。

现代临床研究证实含熊胆的药

物可用于治疗胆石病 [52] 、胆囊炎

[52][53]、肝炎 [54][55]、急性脑中风 [56]、

青光眼 [57]、角膜炎 [58]、痔疮 [59]、鼻

炎 [60]、急性化脓性扁桃体炎 [61]、慢

性咽炎 [62]、高脂血症 [63]等疾病。此

外，熊胆口服液有明显的降血脂和抗

凝效果，对冠心病心绞痛的多种症状

均有缓解作用 [64]。熊胆还具有抗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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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65]-[67]，结合斑蝥等药物研制出

的复方斑蝥胶囊可用于治疗鼻咽癌

[68]，并对中晚期肺癌、胃癌均有较好

的疗效 [69][70]。

2 熊胆的安全性

熊胆由于其极度苦寒，易伤脾胃

阳气，是脾胃虚寒的禁忌 [71]。虽然熊

胆毒理学副作用小 [72]，但近年来有关

其相关制剂的不良反应时有报道。另

外，由于取胆熊多有肝胆疾病，引流

胆汁的安全性也令人担忧。因此，对

熊胆安全性分析，为熊胆的临床应用

和替代研发提供参考。

2.1 主要成分的毒性

根据 PubChem 毒理学数据库检

索结果显示，TCDCA 可引起皮肤刺激

（皮肤腐蚀/刺激）、严重的眼睛刺

激（严重眼睛损伤、眼睛刺激）以及

呼吸道刺激（特定目标器官毒性，单

一接触；呼吸道刺激）。

根据 PubChem 毒理学数据库检

索 结 果 显 示 ， 老 鼠 口 服 用 4

g·kg-1CDCA 时，会出现呼吸困难、

胃肠动力亢进、腹泻的情况。CDCA

耐受性较差，服用量大时，腹泻发生

率高，肝脏毒性大 [73]。每日服用 0.75

g CDCA，有 3%的患者表现出肝生化

异常，40.9%的患者经历了临床显著

性腹泻，85.2%的患者出现 10%或以

上的血清胆固醇升高（主要是低密度

脂蛋白） [74]。给孕猴服药 CDCA 后，

发现胎猴肝、肾与肾上腺皮质有损害

[75]。300、500 µM 的 CDCA 抑制了 LVM

的发展张力和 TTI，表明其在高浓度

条件下，对大鼠心脏具有毒性作用 [76]。

而 CDCA 治疗胆石溶解时易引发高转

氨酶血症，这是常见的副作用 [77]。

根据 PubChem 毒理学数据库检

索结果显示，UDCA 可引起皮肤刺激

（皮肤腐蚀/刺激）和严重的眼睛刺

激（严重眼睛损伤/眼睛刺激）。LD50

的 研 究 结 果 表 明 老 鼠 静 脉 注 射

240mg·kg-1 时会出现嗜睡（一般抑

郁活动）、惊厥，或对癫痫阈值产生

影响。UDCA 是一种独特的分子，具

有细胞毒性，抑制 DNA 修复、辅酶 A、

环状 AMP、p53、吞噬作用，并抑制

一氧化氮合酶的诱导 [78]。在原发性胆

汁性肝硬化中，UDCA 使用的不良事

件主要是体重的增加 [79]。并且，对

UDCA 生化控制无反应的原发性胆汁

性胆管炎患者发生肝细胞癌的风险

随时间增加，10 年和 15 年的发病率

分别达到 9%和 20%[80]。UDCA 相关的

药物不良反应包括，发热、惊厥、瘙

痒、肝炎、胆管炎、胆管消失综合征、

肝细胞衰竭、死亡、严重的水样腹泻、

间质性肺病、排尿困难、免疫抑制、

诱变作用和突然停止后的戒断综合

征 [78][81][82][83]。另外，长期使用 UD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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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与小管间质性肾炎、白细胞破

细胞性血管炎、皮疹、血小板减少、

复发性胸部喘息、咳嗽和间质性肺疾

病有关 [78][81]。其他报告的各种药物

不良反应还包括恶心、呕吐、咳嗽、

食管或胃静脉曲张等 [81][84]。而服用

TUDCA 胶囊（滔罗特）的不良反应有

恶心、呕吐和腹泻，停药后可缓解，

发生率 1.8%[84]。

根据 PubChem 毒理学数据库检

索结果，Bilirubin 胆红素可能引起

刺激，其 LD50 的研究结果，老鼠口

服剂量大于 15 g·kg-1 时，会表现出

嗜睡（一般抑郁活动）。未结合的胆

红素（UCB）具有神经毒性，损伤神

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 [85]。

2.2 熊胆成分差异

熊胆的成分组成并不是固定的，

它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说种

类 [86]、来源 [2][12]和季节 [87][88]。

与北美熊和北极熊相比，亚洲熊

TUDC 和 TCDC 均较高，而 TC（牛磺胆

酸）和 TCA 浓度较低 [86]。黑熊休眠期

间 TUDC 浓度显著降低以及次级胆汁

酸、脱氧胆酸和石胆酸缺乏，且 TUDCA

占 TUDCA、TCDCA、TCA 之和的比例降

低，胆固醇、磷脂、镁、锌和铜等金

属的浓度增加 [88]。

另外，引流熊胆中 TUDCA 的平均

含量（33.10%）明显低于天然熊胆中

的 TUDCA 含量（59.90%），且与引流

熊胆相比，天然熊胆 TUDCA 与 TCDCA

的比例约高出 6 倍 [2]。来源于养殖熊

的胆汁特征是 TCA 的组成百分比下

降，而 TUDCA 和 TCDCA 的组成百分比

显著增加 [89]。

不同类型的 BAs 药用功效也不

尽 相 同 。 UDCA 通 过 激 活

ID1-WNT2/HGF信号通路促进肝再生，

对抗肝纤维化 [90]，并通过抑制细胞增

殖、阻滞细胞周期进程、促进细胞凋

亡、促进 DNA 损伤修复等抑制肿瘤 [91]。

TUDCA 具有对内质网（ER）应激和氧

化应激的调节作用、抗凋亡特性和抗

炎特性等特性 [92][93][94][95]，是衡量熊

胆质量的重要指标 [2]。TCDCA 具有显

著的抗炎、免疫调节作用，对物理、

化学、细菌等原因引起的炎症反应均

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96][97]，但与调

节糖脂代谢的负面后果有关，如腹泻

和转氨酶增加 [98]。因此，当熊胆成分

不稳定时，其药用功效也存在差异，

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安全风险。

2.3 引流熊胆的安全性

亚洲大约有 17000 只养殖熊被

通过导管插入或造瘘无管引流技术

提取胆汁 [99]。大多数的取胆熊表现出

严重的健康问题，包括身体缺陷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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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异常行为、腹部感染、脓肿、胆

囊炎、腹膜炎、全身性高血压和心血

管疾病 [99]等，且患有肝和胆囊肿瘤的

发病率很高 [101]，甚至会因胆囊炎、

胆石症、息肉形成或肝癌等重大疾病

而死亡 [4][5]。这些疾病将会影响胆汁

质量，其安全性令人担忧。

3 熊胆替代品研究

由于天然熊胆被禁止使用，而引

流熊胆存在安全性，且有悖于“动物

福利”，寻找熊胆替代品成为研究的

热点。目前，该类研究已取得重大突

破，包括药用植物、其他动物胆汁、

人工熊胆和合成化合物替代。这些熊

胆替代品拥有与天然熊胆相近的化

学成分 [102]，具有类似的抗菌、抗炎、

抗痉挛和肝保护等作用 [102][103]。越来

越多的研究证据表明，这些潜在的熊

胆替代品显示出了与熊胆相同的治

疗效果 [102]。

3.1 中草药替代

在中医中，熊胆为清热解毒药物

[72]。而许多中草药具有此特性，如栀

子 （ Gardenia augusta ） 、 黄 芩

（Scutellaria baicalensis）、黄

连 （ Coptis chinensis ） 、 黄 柏

（Phellodendron amurense）、穿芯

莲（Andrographis paniculata）和

大簧（Rheum palmatum L.）、两种

药用制剂（黄连解毒汤及来源于黄连

解毒汤药剂）和两种植物化学物质

（小檗碱和穿心莲内酯）等，可以作

为熊胆的替代品 [104][105]。

黄芩是一种重要的草药，其根部

一直被用于临床治疗各种疾病，如肝

炎、肝癌、白血病和高脂血症 [106]。

从黄芩中提取的活性成分白杨素、汉

黄芩素、黄芩苷和黄芩素通过抑制

IL-6 启动子活性和 CYP-3A4 酶活性，

发挥抗炎作用 [105]。白杨素（5,7-二

羟基黄酮）在 50、100 和 393 μM

剂量时抑制 IL-6 启动子活性分别为

63%（P < 0.001）、91%（P < 0.001）

和 98%（P < 0.001）。白杨素（79 μ

M）、黄芩苷（74 μM）和黄芩素（69

μM）对 CYP-3A4 酶活性的抑制作用

分别达到 74%（P < 0.001）、41%（P

< 0.05）和 40%（P < 0.05） [105]。因

此，黄芩可作为胆汁的潜在替代草药

（在传统医学中作为抗炎药物使用），

可单独或与其他草药联合使用 [105]。

黄连为苦寒之药，是常用的抗肿

瘤药物 [107]。从中医角度看，熊胆和

黄连均属于清热、味苦的范畴，可解

毒和净化肝脏，提高视力，且具有相

似的临床指征 [102]。临床上应用黄连

及其复方治疗各种肝脏疾病如急慢

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和肝癌等

属于湿热、热毒证者有明显疗效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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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连的主要有效成分黄连素通

过调节 Hedgehog 信号通路促进 TGF-

β1 诱导肝星状细胞凋亡，抑制其增

殖和活化 [109]。黄连的主要生物活性

化合物小檗碱（BBR）作为一种植物

异喹啉生物碱，通过细胞死亡、抗细

胞迁移和抗血管生成等机制发挥抗

肝癌作用 [110]。小檗碱通过抑制细胞

G1 期细胞周期来抑制肝星状细胞增

殖 [111]；上调超氧化物歧化酶（SOD）

的活性，清除氧化应激，激活 Erk1/2，

诱导肝细胞凋亡 [112]；且能够从肝脏

排泄胆红素产物，保护肝细胞免受胆

汁淤积损伤 [113]。而且，在熊胆和黄

连提取物对大鼠肝纤维化治疗的比

较实验中发现，小檗碱和黄连治疗纤

维化的效果明显优于熊胆汁 [102]。这

些结果表明小檗碱可作为熊胆的替

代品来治疗多种肝病，包括胆汁淤积

性和非胆汁淤积性肝纤维化 [102]。

除了在肝脏疾病方面的替代外，

中草药还可以替代熊胆在眼部疾病

上的治疗作用。来自体外和体内研究

表明，从黄芩中分离的主要生物黄酮，

如 8 黄芩素（5,6,7-三羟基黄酮）、

黄芩苷（5,6-二羟基 7-O 葡萄糖醛酸）

和汉黄芩素（5,7-二羟基黄酮），可

用于眼疾的治疗 [106]。黄芩素通过抑

制 LOXs 显著延迟了角膜磨损后的再

上皮化过程 [114]。黄芩素和黄芩苷均

具有抗氧化特性，有助于预防白内障

的形成 [106]。黄芩素和汉黄芩素还可

以抑制多种与眼部炎症相关的细胞

因 子 的 表 达 ， 如 IL-6 和

IL-8[115][116][117]。黄芩素在预防和治疗

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AMD）方面具

有潜在的临床意义 [106]。另外，黄芩

素和黄芩苷作为抗氧化剂，主要通过

清除活性氧 ROS[118][119]，挽救视网膜

神经节细胞 RGCs 免受氧化损伤，预

防青光眼和 DR 中 RGC 丢失方面 [106]。

在一些古代医学书籍中，单剂量

黄连常用于治疗眼疾（占总记录的

14.58%） [120]。有研究证明，黄连可

用于治疗金黄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

球菌角膜炎 [121]。

3.2 其他动物胆汁替代

不同动物胆汁中胆汁酸的组成

成分大多类似，胆汁酸的共同成分涉

及的药理作用也相同 [22]，存在彼此替

代的可能性极大。

猪胆汁中含有大量的 UDCAD[122]，

以及猪去氧胆酸（HDCA）、石胆酸（LCA）

和 CDCA[123]。兔胆粉中的胆汁酸成分

多于熊胆粉，主要为去氧胆酸（DCA）,

包括大量的糖去氧胆酸（GDCA） [122]

以及 CA（胆酸）、CDCA、TCDCA、GCDCA、

GCA（甘氨胆酸）等 [123][124]。牛胆的

胆汁酸种类主要包括甘氨酸（Gly）

和 CA 牛磺酸偶联物（GCA 和 TCA），

以及少量的脱氧胆酸偶联物（TD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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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GDCA）和未偶联的 CA[125][126]。鸡

胆汁中也存在 TCDCA 和 CA[123][127]。蛇

胆中含有大量的 TCA 以及 TCDCA、GCA、

TDCA、CA、GCDCA、CDCA、GDCA[128]。

TUDC 作为熊胆中的特异性化合物，

也被发现存在于小鼠胆汁中 [122]。

兔胆与熊胆粉药理作用相似，在

镇咳、祛痰、镇痛方面无明显差异；

而在抗炎、镇静、增强心肌收缩力、

抗组胺方面，兔胆较熊胆的效果好

[34][124][129]。在四氯化碳对肝细胞损伤

的保护作用方面，兔胆和蛇胆的治疗

效果与熊胆相同 [130]。根据这两种胆

囊的化学和药理作用，一般被认为能

够替代熊胆 [34]。

熊胆粉与牛胆粉的化学成分较

为接近，抗炎及镇痛作用相似 [131]。

牛胆和熊胆均具有升高血小板和止

血作用，且牛胆对 GMP-140、TPO 的

升高作用优于熊胆 [132]。牛胆还与熊

胆一样，可有效缓解高脂饮食诱导的

肝脏组织病理学损伤，如肝肿大、变

色、肝细胞肿胀、脂滴空泡形成等，

抑制非酒精性脂肪肝大鼠的体重增

加 [133]。牛胆汁对肝细胞癌细胞生长

和增殖的抑制活性比熊胆汁更明显，

在肝癌预防和治疗方面具有熊胆替

代的潜力 [134]。此外，虽然熊胆和牛

胆含有不同类型和数量的胆汁酸偶

联物和磷脂，但熊胆和牛胆激活胰腺

脂肪酶的能力相似，且在牛胆中发现

的 GDCA和 TDCA的效力相对高于在熊

胆中发现的胆汁酸偶联物 [135]，可作

为熊胆的替代品，用于生产改善脂肪

消化的家庭药物 [135]。

猪胆与熊胆具有相似的生物活

性，具有镇咳、抗炎、抗惊厥、镇痛

和解热作用 [72][136][137][138]，且猪胆抗

惊厥作用比熊胆强 [138]。还有研究表

明，猪胆与熊胆一样具有抗过敏作用，

对迟发性超敏反应（DTH）有较强的

抑制作用，且无明显的不良反应

[139][140]。熊胆粉和猪胆粉干预对模型

组大鼠的肝脏重量增加均有抑制作

用 (P<0.05)[133] 。 猪 胆 中 HDCA 对

ECV304 细胞缺氧损伤具有与熊胆中

TUDCA 相似的保护效应，表明猪胆粉

可替代熊胆粉用于中风的治疗 [141]。

另外，猪和牛的胆汁对 MHCC97-L

肝癌细胞具有较强的细胞毒性作用，

且明显优于熊胆汁 [142]。猪胆、牛胆、

鸡胆和熊胆一样，均对金黄色葡萄球

菌和大肠杆菌均有明显的抑菌作用，

且无显著差异 [143]。

根据动物胆汁组成和药理作用，

这几种胆通常被认为是熊胆最有前

途的替代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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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人工熊胆替代

鸡胆粉价廉易得，且含有大量的

TCDCA，而 TUDCA 是 TCDCA 在 C-7 羟

基上的异位体。以鸡胆汁粉为原料，

通过生物转化方法将其中的 TCDCA

转化为 TUDCA[144][135]，制备人工熊胆

粉。人工熊胆主要由 BAs 组成，包括

TUDCA、TCDCA、UDCA 和 CDCA，与天

然熊胆相似 [103][146][147]，且 TUDCA 和

TCDCA的含量已达到天然熊胆的水平

[148]。

人工熊胆具有解热、镇痛、保肝、

抗菌、降血糖、降脂、降压、镇静、

抗菌、抗炎、抗痉挛等作用 [2][148][149]，

其药理特性与引流熊胆类似 [147]，且

治疗效果与引流熊胆等效 [2]。人工熊

胆可通过减少肝细胞炎症和凋亡来

减轻 ANIT 诱导的胆汁淤积和肝损伤

[150]；对二甲基亚硝胺诱导的大鼠模

型中的肝纤维化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103]，且在治疗急性扁桃体炎和愤怒

过激型高血压时，与天然熊胆的疗效

无显著差异 [102]。

根据临床前毒理学评估和 I 期

临床试验，人工熊胆的有效性与目前

使用的引流熊胆相同，且毒理学试验

数据支持良好的安全性 [2]。因此，人

工熊胆可以被认为是引流熊胆的理

想替代品 [2]，用于治疗胆汁淤积性肝

损伤 [150]。

3.4 合成化合物替代

UDCA 是熊胆汁的主要生物活性

成分 [102]，具有细胞保护、抗凋亡、

膜稳定、抗氧化、免疫调节和脂酶促

进作用 [151][152]。20 世纪 50 年代 UDCA

就被成功合成，并被应用于临床治疗

肝病 [153]，如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 [154]、

儿童胆汁淤积性疾病 [155]、原发性硬

化性胆管炎 [156]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

炎 [157]、药物性肝损伤 [158][159]，和改善

肝移植效果 [160]。UDCA 也已成功地用

于预防致命的骨髓移植并发症 VOD

（肝静脉闭塞病）的发生 [160]。此外，

UDCA 可降低胆汁的饱和度，促进胆

固醇从胆结石表面的溶解，且被证实

是治疗胆固醇性胆结石的一种安全

有效的药物 [161]。合成 UDCA 已被广泛

应用于治疗胆结石 [72]。据估计，仅中

国、日本和韩国每年要消耗 10 万公

斤合成 UDCA[72]。

TUDCA是目前应用最广的熊胆汁

酸活性成分 [162]，有着非常广泛的治

疗功效，特别是在肝脏健康和衰老过

程方面 [163]。TUDCA 通过保护肝细胞免

受细胞毒性胆汁酸的侵害、减少炎症

反应、调节能量代谢和减轻内质网应

激，保护肝脏，改善肝功能 [164]，主

要用于治疗胆囊胆固醇结石、原发胆

汁性肝硬化、原发硬化性胆管炎和慢

性丙型病毒性肝炎等疾病 [165]。TUD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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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通过提高肝内胰岛素降解酶（IDE）

的表达和胰岛素清除，减轻与年龄相

关的高胰岛素血症并改善了葡萄糖

稳态 [166]。

另外，基于抑制不同实验模型中

细胞凋亡、减少炎症、减轻氧化应激、

减少内质网应激和减少血管生成等

作用，TUDCA 在多种神经退行性疾病

（ND）模型中具有神经保护作用，如

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和亨廷顿病

[93]。TUDCA 还可有效延缓视网膜神经

元的变性和凋亡，保护视网膜的结构

和功能 [167]，并限制与肥胖相关的代

谢紊乱 [168]。合成的 TUDCA 已被生产

并用作药物和补充药物，可以在许多

情况下取代熊胆的使用 [102]。

4 人工替代的可行性讨论

熊胆作为中国传统中药，虽然已

被应用于多种疾病的治疗，但也存在

一定的安全风险。并且，从中药学和

药理学角度，熊胆并不是不可替代。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人们对熊胆的替

代品开展了广泛的研究。中草药、其

他动物胆汁、人工熊胆和熊胆中有效

成分的合成化合物被认为是最有前

途的熊胆汁替代材料 [72][142][169][170]。

虽然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证明了熊

胆替代品的替代潜力，甚至有部分替

代品已在实际应用中发挥着熊胆的

功效，但熊胆依然没能像穿山甲一样

从 2020 版《中国药典》除名。

另外，已有证据表明“活熊取胆”

对养殖熊的身心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从动物伦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兽医

学以及中医药学的角度认为，推动熊

胆替代的研发与应用是可行的，也是

迫切的。熊胆的全面替代不仅需要更

深入的科学研究，更需要相关的政策

支持。因此建议，加大科研力度，全

面开展替代产品的研发与临床应用；

优化替代品的审批流程，助理替代品

的上市；完善立法，全面取缔“活熊

取胆”，并将熊胆从《中国药典》中

除名；增加政策扶持力度，推动熊胆

产业链企业快速转型；提高公众意识，

拒绝消费含熊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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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涉海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国外经验探赜与内化

任逍遥

（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青岛 266100）

摘要：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当前全球海洋治理已进入结构调整与秩序变革的新阶段。

然而，在涉海人才教育培养方面，相关培养模式有待进一步完善。本文深入研究我国

涉海人才培养模式的学科性和国际组织性，通过案例对比分析涉海人才培养模式现状，

发现目前仍存在涉海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模式发展不均衡、涉海国际组织人才赴涉海

国际组织的意愿与途径不足、涉海国际组织中中国职员的级别与影响力较低等困境，

并通过梳理美国自下而上、日本自上而下、德国螺旋流动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模式进

行经验归纳，以期为我国的涉海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提供经验借鉴，完善我国的人才培

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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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1 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当前全

球海洋治理已进入结构调整与秩序

变革的新阶段，各个国家与国际组织

出台制定了相关的法案、规划、方案

等。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加大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推

送的力度。”在《国家中长期人才发

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

明确提出要“积极支持和推荐优秀人

才到国际组织任职”。中央人才工作

会议提出人才建设要坚持四个面向，

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

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

命健康。培养具备国际胜任力的人才

是为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人才支撑，推

送优秀人才到国际组织，亦是国家重

大需求之一。基于此，剖析我国涉海

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现状，解构存在

的梗阻对于培养输送涉海国际组织

人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美国、日

本、德国等较为完善的国际组织人才

培养及输送机制的优劣值得深入探

寻。

一、文献回顾

（一）涉海国际组织研究

随着全球化趋势进一步深化，国

际组织的作用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

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国际组织人才

的培养。国外学者对国际组织的研究

多注重其在实际应用中所遇到的问

题。一是国际法院和国际海洋法法庭

法律依据和实践不够广泛，应加大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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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1]二是国际组织劳务对国际组

织人才就业倾向的影响，[2]一个发展

成功的国际项目的主要条件是要有

受过适当培训的外勤人员。[3]三是协

调照料联合国人员的责任和在高风

险环境中工作的风险，需要联合国管

理组织负责。 [4]

相较于国外学者倾向于对国际

组织实际应用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研究，中国学者则更倾向于研究如何

提升中国加入相关国际组织的能力。

为了增强中国在未来全球海洋治理

体系变革中的话语权，中国可以通过

倡议发起成立“世界海洋组织”，增

强中国在有关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国

际条约规则制定过程中的议题设置、

约文起草和缔约谈判能力。 [5]

（二）涉海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研究

中国对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认

知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6]

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是新时代的国家

战略，中国需要有效利用国际法，积

极向国际机构输送人才，[7]涉海国际

组织人才培养同时也是新文科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高校理应肩负

起职责。[8]高校涉海人才的输出模式

已不能满足社会要求，需要将培养模

型向创新创业型转变。[9]多个学者对

高校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创新，提出

“官-产-学-研-军”一体人才培养模

式，健全涉海人才培养机制；[10]采取

“校企双主体”人才培养模式的项目

化课程教学改革，加强涉海人才应用

性；[11]凸显海洋高校特色、提倡案例

教学与实践教学、采用校内外双导师

制等。[12]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主

体，应该为国际组织培养和输送更多

的人才，以此来提高我国在国际规则

和全球治理方面的能力。 [13]

总体来看，当前我国涉海国际组

织人才培养研究主要呈现以下几特

点：研究内容上，我国学者已经开始

关注涉海人才培养的国际化趋势，并

且积极鼓励我国发展涉海国际组织

人才培养，但对于涉海人才专业性、

国际组织导向性具体研究较少。研究

方法上，通常通过案例分析，对我国

涉海人才培养类型的研究进行举例

并梳理其特点，展现了不同案例下我

国涉海人才培养的不断改革与变化。

研究对象上，高校如何从专业化、国

际化导向培养涉海人才成为热点问

题。

当前我国涉海国际组织人才培

养模式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点不足：

一、我国涉海人才培养模式的

研究，尚缺少海洋学科特性，尚未充

分展现海洋学科优势。虽然对于我国

涉海人才的研究已经开始向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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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但是涉海国际组织人才的相关

研究仍然相对缺乏。

二、研究方法上，大多是案例研

究，缺少对我国涉海人才培养模式的

普遍规律总结和抽象梳理，研究结果

科学性较差。

三、研究对象上，多是对海洋类

高校学生培养模式的研究，涉海科研

人员和涉海就业人员的研究较少，对

于我国涉海人才培养范围的研究不

够全面。

基于此，本文试图研究中国涉海

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现状，通过对现状

的审视，厘清阻碍高层次人才入职国

际组织的困境，并试图寻找破解之路，

因而，构建文章分析框架图如下：

图 1 分析框架图

二、中国培养涉海国际组织人才的现

状及堵点

国际组织是各国进行跨国合作

和进行全球治理的主要平台。近年来，

我国越来越关注参与全球治理，并为

向国际机构输送专业人才做了一些

有益的尝试。国际组织专业人才的培

养，既符合增强国际管理专业人才支

撑的现实需求，也是完善国际管理专

业人才培养制度的重要内容。

（一）中国培养涉海国际组织人才的

现状

在多年的国际机构培训和推选

工作中，我国已经摸索出一套比较有

效的培训和推选工作机制。

1.依托高等院校，开展学历教育

国际组织的人才培养已被大学

的教育系统所吸收。中国人民大学、

外交学院以及其他一些高等院校，都

开设了一些相关的专业、课程和培训

项目，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储备充足

人才。中国海洋大学作为国内顶尖的

综合性海洋大学，具有雄厚的涉海学

科优势与科研实力，为国家输送了大

批的涉海人才。根据统计数据显示，

现在已经有 20 多所高校开设了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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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组织有关的专业或课程，其中主要

包括以下三种类型：一种是综合性大

学，以国际关系学科为基础，设置了

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的方向；二

是在政治科学和外语专业下，设置

“国际组织”和“国际公共政策”和

“国际组织”和“国际交流”两个专

业；三是在国外高校中建立了独立的

国际性机构，如：剑桥大学非洲研究

中心。

2.依托定向培养，学习专业技能

近年来，有关部门十分重视全球

治理人才的培养，并向国际机构提供

人才服务，这一领域的人才服务已经

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教育部、

人社部等部门应加强对国际机构的

人才培训和派遣工作。例如，政府部

门为国际组织提供人才培训，并为其

提供信息服务平台；各部增加向相应

的国际机构派出国际工作人员的工

作；国家留学基金委为青年学生提供

到国际机构的实习经费，以及为从有

关大学中挑选出的学生提供到外国

大学相关专业学习的机会。

3.依托职业培训，积累从业经验

我国加快实现对各个层次、各个

领域和各个地区的人才的选拔和输

送。目前，中国在 15 个联合国专门

机构中共有两名总干事。与此同时，

我们还与国际组织签署了“基层专家”

（JPO）合作计划，选派有才华的青

年到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等）中，担任专门的专业或管理职位。

JPO计划是一个由联合国等多个国际

机构与签署国共同实施的、具有 60

多年历史的国际项目，旨在为国际机

构提供一种针对青年人才的培训方

案。这一计划是通过有关国家的政府

资助、筛选等形式来实施的。自从这

个计划开始，越来越多的国家参加这

个计划，并且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国

际工作人员来源。2014 年，我国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订了国际交流

合作协议，到 2015 年，已有国际交

流合作伙伴 23 人。从 2019 年开始，

我们推送港澳青年到联合国任职。截

至 2020 年，有 1000 多名 JPO 计划的

成员被派往 76 个国家和 223 个国际

机构的总部和办公室。实施 JPO 计划，

对于建立中国在国际机构的人才梯

队，增加中国在国际机构的人员数量，

以及有效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来，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 依托宣传教育，培育民间人才

开展其它类型的海洋教育，对海

洋人才的培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除

了以上所述的以学校为基础的海洋

教育之外，其它类型的海洋教育在一

定程度上也有了发展。近年来，国家

海洋局对岗位培训工作非常重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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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开展了多种形式、多层次的海洋系

统干部进修班，大大丰富了各级、各

类海洋从业人员的海洋专业知识和

管理知识，提高了他们的业务能力和

管理水平。与此同时，2011 年，国

家海洋局设立了宣传教育中心，开展

公共海洋知识的宣传。中国海洋学会

还在北京、青岛、成都、大连、舟山、

厦门等地的海洋馆、博物馆、高校、

小学等建立了 19 个海洋科学教育基

地，为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提供

了丰富多彩的海洋科学知识，并出版

了《海洋知识》、《走向蔚蓝色的梦》，

为普及海洋知识，增强公众的海洋保

护意识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中国培养涉海国际组织人才的

堵点

联合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历史背景下诞生的一个由主权国家

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以联合国系

统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对全球政治、

教育、文化、科技、卫生等领域的合

作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是推动国

际新秩序的重要力量，也是全球治理

体制改革和建设的中心力量。目前，

联合国共有 193 个会员国。联合国及

其专门机构国际海事组织、《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所设立的三大机构（国

际海底管理局、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和

国际海洋法法庭），均为促进海洋治

理做出了重要贡献。国际海底管理局

（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

简称 ISA）是联合国的一个分支机构，

是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要求设立

的管理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的权

威组织。

1.涉海国际组织人才总量短缺

1971 年 10 月 25 日，第 26 届联

合国大会以压倒性票数通过第 2758

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中国，推送国

际职员经历了较长的发展。对于中国

而言，培养更多的人到国际组织工作，

不仅有助于中国进一步了解国际机

构的运作规律，而且也可以更好地为

发展中国家发声，这对于提高我国的

国际形象和参与全球治理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

从表 1 来看，联合国秘书处中国

职员的总数及占比虽然逐渐增加，但

是占比不高，因此中国人才所占的比

重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表 1 联合国秘书处部分年份职员总数及中国职员情况一览表。

年份 秘书处职员总数 中国职员总数 中国职员占比

2014 41426 450 1.08%

2018 37505 546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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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36574 565 1.54%

2020 36827 545 1.47%

2021 35762 569 1.59%

2022 34917 610 1.75%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联合国官网，截止时间 2022 年。

其次，在能力匹配方面，在海洋

专业技术领域表现出色的人才，可能

缺少担任高级职务所需要的管理技

巧和经验，而在管理技巧上出色的人

才，却可能缺少扎实的海洋专业知识，

二者兼备的人，还会有语言不通等其

它问题，因此，可以参加到高级职位

竞争中的中国人才，可以说是少之又

少。

2.涉海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模式发

展不均衡

海洋教育是培养海洋人才的关

键环节，从学科建设看，高校国际组

织人才培养主要基于国际关系、公共

政策和语言等专业，较少涉及经济、

卫生、环境等专业，人才培养的多样

性及涉海的专业性不足。从涉海院校

数量来看，在全国 3000 余所高等学

校中，沿海省份涉海高校仅有 28 所，

全国涉海高校教务联盟成员 19 所，

涉海高校海洋课程联盟成员 21 所，

具有涉海专业或实验室研究院的高

校仅有 66 所，占比仅 2.2%。根据涉

海专业名称可以看出，海洋高等教育

的发展趋势更倾向于对海洋资源进

行直接的开发和利用，以船舶与海洋

工程、水利工程、海洋科学、水产等

为主，在这些领域中，水利工程和船

舶与海洋工程得到了更好的发展。然

而，在海洋经济、海洋法律、海洋规

划等人文社科专业领域，海洋人文社

会科学与海洋自然科学在学科建设

上处于人数少、水平低、经费不足的

弱势地位。海洋社会科学的落后，造

成了海洋管理、海洋法制和海洋经济

等领域的人才严重短缺 [14]。各个高校

的一些学科和专业设置在一定程度

上存在着相似之处，并且它们的主要

目标是为传统的海洋产业提供服务，

因此基础学科及传统专业的数量相

对较多。目前，我国海洋人才的培养

水平还比较低，与新兴的海洋产业相

关的专业寥寥无几，一些专业，比如

海洋法律等，几乎是一片空白。

3. 涉海国际组织人才的意愿与途径

不足

就个人意愿而言，符合条件的涉

海高层次人才多为其所属机构的骨

干，而在这些人员中，又以所属机构

的高层领导最为合适，这些人大都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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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高的政治素质、专业知识及管理

经验，特别是曾在涉海的国际机构中

身居要职。由于各种原因，很少有人

才会在涉海国际机构担任高级职务。

再者，由于联合国是一个政府间国际

组织，其内部的高级职务之争，不但

是一场个人实力的比拼，更是一场各

方在该组织中的外交手段与影响力

的比拼（如图 2 所示）。

图 2 涉海高层次人才-涉海国际组织人才实现路径。

4.涉海国际组织中中国职员的级别

与影响力较低

联合国的职位分为三个等级，分

别是 D、P、G。其中，D 级属于高级

管理人员，需要有非常丰富的工作经

验，年龄通常在五十岁以上，又分为

D1、D2 两个级别；而专业人员则为 P

级，主要从事国际组织的各项业务工

作，是联合国人才队伍的中坚力量，

占据联合国总人数的 70%—80%，P 级

公务员划分为 P1-P5 五个等级；此外，

一般事务类人员属于 G 级，他们的工

作内容包括行政、文秘、后勤、安全

等，分为 G1—G7 七个级别。

联合国秘书处高级职位中中国

人数偏低。司长以上官员 942 人，中

国 13 人，占总数的 1.38%；副秘书

长和助理秘书长级别中国仅 1 人；中

国高级官员人数在五大常任理事国

中仅高于俄罗斯（见表 2）。

表 2 联合国秘书处司长及以上官员最多的前 10 个国家。

序号 国别 总数 高级 司长

1 美国 41 7 34

2 英国 22 3 19

3 德国 19 0 19

4 意大利 17 1 16

5 法国 16 2 14

6 印度 13 3 10

7 中国 13 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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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俄罗斯 12 3 9

9 加拿大 11 1 10

10 日本 11 1 10

资料来源：数据来自联合国官网，截止时间 2021 年。

注：高级指副秘书长、助理秘书长；司长指 D2、D1（高级官员）

三、国外培养涉海国际组织人才的做

法与经验

加强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为国际

组织输送高质量的人才，这对维护国

家利益、提升国家的国际形象和软实

力等都有积极的影响。美国、日本、

德国把加入国际组织看作是增加本

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参与度，增强全球

发言权的一种方式。

（一）美国模式：自下而上

美国高校的国际关系专业毕业

生在国际机构中的任职率相对较高，

这与其所开设的“国际创新与创业”

课程的目标密切相关，课程主题是通

过横向地区和垂直主题所形成的“矩

阵”式的知识架构，并结合当前国际

上的热门话题，分别对应多个国际机

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将来

的工作需求选择相应的课程。此外，

还可利用国际机构提供的资料与研

究样本，并可供学生进行实地考察。

例如，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发展项目

管理”在国际事务专业的硕士学位中，

就开设了《经济与发展事务》、《性

别与发展事务》、《金融与发展事务》、

《发展项目管理》、《教育与发展》

等主修科目，以及一些应用科目，例

如开发管理程序、工具，以满足在国

际上从事发展援助工作的需要。美国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尼采高等国际

研究学院，把以实践性为导向的“第

二课堂”延伸到了国际性机构的实习

领域。

和高校的课程设计相对应，由青

年学生们自发组织形成的“模拟联合

国”也源自于美国。1927 年，一群

哈佛学生以国际联盟会议为蓝本，模

仿各国外交人员，商讨国际事务。“学

生组织，学生参与，学生受益”是模

拟联合国的宗旨。美国加州大学于 1

951 年首次建立了“模拟联合国”小

组，并组织了该项目。1968 年，“模

拟联合国”不再局限于高校，首次进

入中学，吸引了高中学生的参与。2

008 年，由联合国新闻部主办的“全

球模联”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正式推

出，此后，从 2009 年起，每年都会

举办一次，以作为国际模联的典范与

借鉴。哈佛法学院与麻省理工联合开

发的“国际协商教学资源中心”，为

学生提供了一个可供交流的、可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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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自由下载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可用于交流、可用于学习、可供参考

的冲突化解理论与实务的仿真案例。

现在，世界上 50 多个国家每年都有

将近 400 次的模拟联合国会议，参加

会议的老师和学生有 100 多个国家，

超过 4 百万人次。

（二）日本模式：自上而下

从 1970 年代起，日本就把重点

放在了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民

上。从 1974 年起，日本外交部的国

际组织人力资源中心就启动了“JPO

派遣计划”，旨在为年龄小于 35 周

岁的日本青年在国际组织中工作创

造良好的条件，并对他们进行了资助，

并建立了相应的人才激励机制。通过

笔试和面试等方式，选拔出具有一定

专业水平的优秀人才，并通过国家推

荐到国外。派遣期为 2 年，在此期间，

政府支付报酬。

截止到 2021 年，日本已经通过

这一项目为大约 1400 个国际组织提

供了服务。日本外交部于 2007 年开

始委托广岛维和人员培训中心对其

进行培训。该中心同联合国志愿服务

机构协作，对维持和平人员进行了两

期培训，一期是在日本进修，另一期

是在国外开展实践培训，学员毕业后

有机会作为联合国志愿服务人员开

展维持和平行动。日本文部科学省在

2009 年提出的“G30”计划，以及 2014

年在名古屋大学、大坂大学等 37 所

大学中设立的“超级国际化大学”计

划，将为国际机构提供长期服务的目

的和为创建世界级大学而进行的教

改过程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三）德国模式：螺旋流动

德国政府对国际组织的人才开

发采取了一种长远的、螺旋式的思路，

这种思路强调了人和知识的多向性，

从而突破了一条直线式的职业发展

道路，将国家、组织和个人三个层次

的利益更好地结合起来。德国在“螺

旋”思想的指导下，对国际机构的人

才培养与输出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

规划，并在实践中发展出了独特的

“螺旋发展”模型。德国政府不管是

对联邦公务员，还是对普通民众，或

者是一些特殊领域的人才，都非常重

视对他们进行长期的培养，并努力建

立起一条从基础人才（如基层员工），

到干部人才（如经理、专家），再到

领导人才（如高官）的多层次发展道

路。在此基础上，以“螺旋模式”为

主线，实施多项工作措施，即：以信

息提供、就业咨询与训练为核心，以

培养与培育为核心；以实习项目与海

外工作经验为基础，以提高专业水平；

以高层协调、以项目推送、以直接派

送为核心，进行实践锻炼；以进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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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与回返吸纳为核心，使其获得专业

成长。每一阶段都通过不同的政府机

构、不同的沟通网络（例如校友协会

等）来连接、整合资源，最终达到个

体与组织的整体螺旋上升。

四、国外培养涉海国际组织人才对中

国的启示

日本的初级专业人才培训计划，

德国的“国际组织人才螺旋发展”理

论（包括“孵化”、“派遣”、“实

践”、“提升”四大阶段），以及欧

美各国的成熟经验与实践，都是我们

培养“国际组织”人才的重要借鉴。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充分发挥各自

的优势，发挥各自的专业特点，在国

际治理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与创新。

日本把“JPO 派遣计划”与国际组织

专业人才培训计划、高教改革计划三

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使项目资助与企

业实践、教学与科研三者之间形成了

良好的互动关系。而美国，则是将科

研院校的创造力，运用到了实际的教

育和实践中去，教学科研等各个方面

都有了很好的结合。

随着全球化趋势日益深化，全球

的国际组织正以每年数千个的数量

级增加，新的工作岗位需求逐步增加，

国与国之间的合作交流日益加深。今

后，中国或可同“海上丝绸之路”沿

线各国的涉海国际组织开展合作办

学和培训，这将是一种促进互利共赢

的重要人才外交策略。

本文从学科性等多个维度分析

了中国涉海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现

状，通过对比国外（如美国、日本、

德国）的培养模式，为我国的涉海人

才培养提供了丰富的国际视角，并试

图提出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但在研究

对象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未来

研究可以进一步加强理论深度，构建

更加系统、科学的理论框架，以更好

地指导涉海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实

践。由于资源局限，未能获取到更多

涉海国际组织人才任职等相关数据，

下一步可以更多地利用这些数据资

源来收集和分析涉海国际组织人才

培养的相关信息，提高研究的科学性

和准确性。在研究对象上，可以进一

步拓展至涉海科研人员和涉海就业

人员等更广泛的群体，以更全面地反

映我国涉海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整

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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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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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同德县甘蒙柽柳林附近植被情况调查

韦琦 1 封紫 1 李云飞 1

（1.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摘要：为保护青海省同德县然果村典型区域内的甘蒙柽柳(Tamarix austromongolica)

资源，本研究对青海省同德县然果村甘蒙柽柳林及其周边区域的植被状况开展调查，

分析了该区域植被的群落组成、结构特征和生态功能，阐述黄河水利工程对同德县甘

蒙柽柳林及其周边区域植被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效的保护措施。

关键词：甘蒙柽柳，结构特征，生态功能，水利工程，保护策略

韦琦，封紫，李云飞.青海省同德县甘蒙柽柳林附近植被情况调查.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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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蒙柽柳（Tamarix austromon

golica）属柽柳科柽柳属,为灌木或

乔木，主要生长在盐渍化河漫滩和冲

积平原以及盐碱沙荒地和灌溉盐碱

地，广泛分布于青海（东部）、甘肃

（秦岭以北，乌鞘岭以东），宁夏和

内蒙古（中南部和东部）、陕西（北

部）、山西、河北（北部）及河南等

[1]。青海省同德县然果村拥有一片甘

蒙柽柳林，植株个体胸径较大,较多

年龄>50 年，且存在独特的多株合生

现象 [2]，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然而，

2010 年 6 月，黄河羊曲水电站工程

项目在未经批准的前提下，在该区域

进行违法开工建设。随后对同德县然

果村拟淹没区的甘蒙柽柳进行移植。

2020 年 2 月，678 株甘蒙柽柳全部移

植完成。目前，关于该区域甘蒙柽柳

移栽后的生长发育和环境适应状况

未见报道。

本研究调查了同德县然果村甘

蒙柽柳林及其周边区域的植被生长

发育状况，包括该区域植被群落组成、

结构特征及生态功能，分析黄河水利

工程对甘蒙柽柳林及其周边区域的

植被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甘

蒙柽柳古树林群落的保护策略，为进

一步深入研究黄河水利工程对其周

边环境的影响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域的自然概况和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的自然概况

青海省的甘蒙柽柳主要分布在

黄河流域和湟水流域，约有 573 公顷。

2011 年 7 月，经国家林业局西北林

业调查规划院调查，羊曲水电站建成

后将会淹没的甘蒙柽柳占地面积大

约 78.5 公顷，周围有小叶杨伴生，

其核心区域已超过 16 公顷 [3]。黄河

两岸的周边地区均属于干旱的荒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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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地带，洪水发生时，河滩常有河

水漫上，致使原始林地被浸泡。

然果村所在的同德县巴沟乡位

于北纬 35°16′、东经 100°23′，

地处同德县西北部，是一个以农业为

主，兼营牧林的地区。全乡地形东高

西低，北高南低，平均海拔 2897 米，

属高原大陆性气候。春季干旱多风，

夏季短促凉爽，秋季阴湿多雨，冬季

漫长干燥。年平均气温 0.4℃，年降

水总量 430mm左右。无绝对无霜期 [4]。

黄河羊曲水电站坝址位于青海

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与贵南县

交界的黄河上游羊曲峡谷河段。电站

采用堤坝式开发，水库正常蓄水位

2715 米，死水位 2710 米，正常蓄水

位库容 14.72 亿立方米，电站总装机

120 万千瓦。运行期，水库水位按照

2710 米的生态限制水位运行，运行

方式优化调整为径流式 [5]。

1.2 研究方法

本次调查于 2024 年 7 月中下旬

开展。调查范围为青海省同德县然果

村甘蒙柽柳林及其周边区域，划分了

3 个 50m×50m 的样方，分别是 P1、

P2、P3。样方具体情况如下：

表 1-1 调查点基本信息

编号 生境类型 选点 经度 纬度 平均海拔/m

P1 滩地

点 1 100°16′23.40″E 35°52′49.25″N 2685.2

点 2 100°16′28.10″E 35°52′47.33″N 2687.6

点 3 100°16′30.38″E 35°52′51.11″N 2688.6

点 4 100°16′25.73″E 35°52′53.01″N 2683.1

P2 林地

点 1 100°16′16.52″E 35°52′77.82″N 2681.4

点 2 100°14′41.08″E 35°52′21.50″N 2683.4

点 3 100°16′21.96″E 35°52′81.75″N 2686.1

点 4 100°14′18.17″E 35°51′09.53″N 2704.5

P3 丘陵地

点 1 100°16′17.41″E 35°53′30.55″N 2666.9

点 2 100°16′17.38″E 35°53′35.07″N 2661.4

点 3 100°16′11.52″E 35°53′36.06″N 2664.8

点 4 100°16′11.02″E 35°53′31.83″N 2662.6

本调查采用 Braun－Blanquet

学派典型样地记录法，在每个样方中

沿对角线在两端和中间各选取 1 个

面积 1m×1m 的小样方，即每个大样

方设置 3 个小样方。详细记录每个样

方和小样方内种子植物的种类、株数

和株高等信息，样方用于统计乔木和

灌木，小样方用于统计草本和藤本等

植物。通过踏查、照片采集、智能软

件识别、网络检索、请专家鉴定等方

法识别植物，并参考《中国植物志》

《青海植物志》《青海植物名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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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 版）》，查询记录植物的学名和

分类地位。其中，珍稀濒危植物分类

总结，参考《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名录》、《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

——高等植物卷》和《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IUCN Re

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统 计 、 分 析 均 在 Microsoft

Excel 2007 软件中进行。

2 结果和分析

2.1 调查情况统计

根据在然果村甘蒙柽柳林及其

周边区域选定的样方 P1 实地调查统

计发现，共有 11 种植物种，隶属于

5 科 9 属。具体参看表 2-1，其中藜

科(Chenopodiaceae)植物最多，占比

最高，其次是菊科(Asteraceae)植物，

再次是禾本科(Poaceae)植物。从生

活型来看，一年生草本种类所占比例

最大，约占群落植物总种数的 50.3%；

其次为多年生草本种类，约占群落植

物总种数的 47.5%；最后为灌木种类，

约占群落植物总种数的 2.2%。另外，

样方 P1 属于干旱滩地，没有大型乔

木，主要是一年生或多年生的藜科植

物（Chenopodiaceae）、禾本科植物

（Poaceae）、菊科植物（Asterace

ae），且整体长势良好。

表 2-1 样方 P1 植物调查统计表

科 Family 属 Genus 种 Species 生活型 Life form

小檗科

Berberidaceae
小檗属 Berberis

西北小檗 Berberis
vernae

灌木 Shrub

蒺藜科

Zygophyllaceae

白刺属 Nitraria
白刺 Nitraria
tangutorum

灌木 Shrub

骆驼蓬属 Peganum
多裂骆驼蓬 Peganum

multisectum
多年生草本 Perennial

herb

藜科

Chenopodiaceae

猪毛菜属 Salsola
猪毛菜 Salsola

collina
多年生草本 Perennial

herb

刺藜属 Dysphania
菊叶香藜 Dysphania

schraderiana
一年生草本 Annual herb

禾本科 Poaceae 芨芨草属 Achnatherum
醉马草 Achnatherum

inebrians
多年生草本 Perennial

herb

菊科

Asteraceae

蒲公英属 Taraxacum
深裂蒲公英

Taraxacum scariosum
多年生草本 Perennial

herb

栉叶蒿属 Neopallasia
栉叶蒿 Neopallasia

pectinata
一年生草本 Annual herb

蒿属 Artemisia

猪毛蒿 Artemisia
scoparia

一年生草本 Annual herb

米蒿 Artemisia
dalai-lamae

一年生草本 Annual herb

沙蒿 Artemisia
desertorum

多年生草本 Perennial

herb

http://www.iplant.cn/info/Taraxacum
http://www.iplant.cn/info/Taraxacum scariosum
http://www.iplant.cn/info/Taraxacum scariosum
http://www.iplant.cn/info/Neopallasia
http://www.iplant.cn/info/Artemisia
http://www.iplant.cn/info/Artemisia scoparia
http://www.iplant.cn/info/Artemisia scop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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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在然果村甘蒙柽柳林选定

的样方 P2 实地调查统计发现，共有

17 种植物，隶属于 8 科 15 属。具体

参看表 2-2。相较于样方 P1，增加了

柽柳科（Tamaricaceae）、茄科（S

olanaceae）、苋科（Amaranthacea

e）植物。从生活型来看，仍然以一

年生草本种类为主，所占比例最大，

约占群落植物总种数的 49.8%；其次

为多年生草本种类，约占群落植物总

种数的 30.5%；再次为灌木种类，约

占群落植物总种数的 13.2%；最后为

乔木种类，约占群落植物总种数的 6.

5%。样方内共有甘蒙柽柳（Tamarix

austromongolica）8 棵，随机三颗

的胸径为 0.85m、1.27m、1.38m。相

较于样方 P1 的干旱滩地植物群落，

样方 P2，除了有大型乔木甘蒙柽柳

（Tamarix austromongolica）生长

外，无论是植物的丰富度，还是植物

种群的生存质量都有大幅度提升。从

总体来看，样方 P2 植物种群中的甘

蒙柽柳（Tamarix austromongolica）、

白刺（Nitraria tangutorum）、枸

杞（Lycium chinense）等植物种群

生长较好。样方 P2 和样方 P1 一样，

存在大量干土层裸露，干旱迹象明显。

表 2-2 样方 P2 植物调查统计表

科 Family 属 Genus 种 Species 生活型 Life form

柽柳科

Tamaricaceae
柽柳属 Tamarix

甘蒙柽柳 Tamarix
austromongolica

乔木或大灌木 Arbor or large

shrub

茄科

Solanaceae
枸杞属 Lycium

枸杞 Lycium
chinense

灌木 Shrub

苋科

Amaranthacea
e

滨藜属 Atriplex
西伯利亚滨藜

Atriplex sibirica
一年生草本 Annual herb

小檗科

Berberidacea
e

小檗属 Berberis
西北小檗 Berberis

vernae
灌木 Shrub

蒺藜科

Zygophyllace
ae

白刺属 Nitraria
白刺 Nitraria
tangutorum

灌木 Shrub

骆驼蓬属 Peganum
多裂骆驼蓬

Peganum
multisectum

多年生草本 Perennial herb

藜科

Chenopodiace
ae

猪毛菜属 Salsola
猪毛菜 Salsola

collina
多年生草本 Perennial herb

刺藜属 Dysphania
菊叶香藜

Dysphania
schraderiana

一年生草本 Annual herb

藜属 Chenopodium
藜 Chenopodium

album
一年生草本 Annual herb

禾本科

Poaceae

芨芨草属

Achnatherum

醉马草

Achnatherum
inebrians

多年生草本 Perennial herb

画眉草属 小画眉草 一年生草本 Annual herb

http://www.iplant.cn/info/Amaranthaceae
http://www.iplant.cn/info/Amaranthaceae
http://www.iplant.cn/info/Tamarix austromongolica
http://www.iplant.cn/info/Tamarix austromongolica
http://www.iplant.cn/info/Tamarix austromongolica
http://www.iplant.cn/info/Tamarix austromongolica
http://www.iplant.cn/info/Tamarix austromongolica
http://www.iplant.cn/info/Tamarix austromongolica
http://www.iplant.cn/info/Tamarix austromongolica
http://www.iplant.cn/info/Tamarix austromongolica
http://www.iplant.cn/info/Amaranthaceae
http://www.iplant.cn/info/Amaranthaceae
http://www.iplant.cn/info/Amaranthaceae
http://www.iplant.cn/info/Atriplex
http://www.iplant.cn/info/Atriplex sibirica
http://www.iplant.cn/info/Atriplex sibirica
http://www.iplant.cn/info/Chenopodium?t=z
http://www.iplant.cn/info/Eragros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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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Family 属 Genus 种 Species 生活型 Life form

Eragrostis Eragrostis minor

菊科

Asteraceae

栉叶蒿属

Neopallasia

栉叶蒿

Neopallasia pectin
ata

一年生草本 Annual herb

狗娃花属

Heteropappus
阿尔泰狗娃花

Aster altaicus
一年生草本 Annual herb

蒲公英属 Taraxacum

深裂蒲公英

Taraxacum
scariosum

多年生草本 Perennial herb

蒿属 Artemisia

沙蒿

Artemisia desertor
um

多年生草本 Perennial herb

猪毛蒿 Artemisia
scoparia

一年生草本 Annual herb

米蒿 Artemisia
dalai-lamae

一年生草本 Annual herb

根据样方 P3 实地调查统计发现，共

有 8 种植物，隶属于 4 科 6 属，具体参

看表 2-3。其中，藜科(Chenopodiaceae)

植物最多，其次是禾本科（Poaceae）植

物，再次是菊科（Asteraceae）植物。

样方 P3 相较于样方 P2 和样方 P1，植物

分布更加稀疏，从生活型来看，一年生

禾本科（Poaceae）植物和小型灌木藜科

(Chenopodiaceae)植物占比较大。其中

一年生草本植物约占群落植物总种数的

45.3%；其次为多年生草本种类，约占群

落植物总种数的 23.8%；最后为灌木种

类，约占群落植物总种数的 30.9%。另

外，松叶猪毛菜（Oreosalsola larici

folia）植物占比很大，但在样方 P1 和

样方 P2 中，并未见到。

表 2-3 样方 P3 植物调查统计表

科 Family 属 Genus 种 Species 生活型 Life form

蒺藜科

Zygophyllaceae

白刺属 Nitraria
白刺 Nitraria
tangutorum

灌木 Shrub

骆驼蓬属 Peganum
多裂骆驼蓬 Peganum

multisectum
多年生草本

Perennial herb

藜科

Chenopodiaceae
猪毛菜属 Salsola

松叶猪毛菜 Oreosalsola
laricifolia

灌木 Shrub

猪毛菜 Salsola collina
多年生草本

Perennial herb

禾本科 Poaceae

芨芨草属

Achnatherum
醉马草 Achnatherum

inebrians
多年生草本

Perennial herb

画眉草属 Eragrostis
小画眉草 Eragrostis

minor
一年生草本 Annual

herb

菊科 Asteraceae 菊科 Asteraceae

米蒿 Artemisia
dalai-lamae

一年生草本 Annual

herb

沙蒿 Artemisia
desertorum

多年生草本

Perennial herb

http://www.iplant.cn/info/Eragrostis
http://www.iplant.cn/info/Neopallasia
http://www.iplant.cn/info/Neopallasia
http://www.iplant.cn/info/Heteropappus?t=z
http://www.iplant.cn/info/Heteropappus?t=z
http://www.iplant.cn/info/Taraxacum
http://www.iplant.cn/info/Taraxacum scariosum
http://www.iplant.cn/info/Taraxacum scariosum
http://www.iplant.cn/info/Taraxacum scariosum
http://www.iplant.cn/info/Artemisia?t=z
http://www.iplant.cn/info/Artemisia scoparia
http://www.iplant.cn/info/Artemisia scoparia
http://www.iplant.cn/info/Chenopodiaceae?t=z
http://www.iplant.cn/info/Chenopodiaceae?t=z
http://www.iplant.cn/info/Salsola?t=z
http://www.iplant.cn/info/Eragrostis
http://www.iplant.cn/info/Eragrostis minor
http://www.iplant.cn/info/Eragrostis mi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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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活型分析

植物的生活型，是植物对环境适

应后在其生理、结构、外部形态上的

具体表现。在相同环境条件下，相同

的生活型，反映的是植物对环境有类

似的适应能力 [6]。本次调查中，草本

植物种类最多，包括一年生草本、多

少生草本；其次为小型灌木植物，以

及占比最少的是乔木。从植物类型来

看，大多属强旱生植物，部分为高寒

荒漠草原种、亚优势种，群落相对比

较密集，总盖度在 20%以上。从总体

看，盐生植物、旱生植物、强旱生植

物生长状态良好，而其他类型植物生

长状态较差。

在三个样方中，分布比较广泛、

生长状态较好植物有白刺（Nitrari

a tangutorum）、多裂骆驼蓬（Peg

anum multisectum）、醉马草（Ach

natherum inebrians）、小画眉草（E

ragrostis minor），以及杂草类阿

尔泰狗娃花（Aster altaicus）、猪

毛蒿(Artemisia scoparia)、菊叶香

藜(Dysphania schraderiana)、猪毛

菜(Salsola collina)等。这些植物

多生长在海拔 1500~3000m 的高寒、

干旱地带（相对干旱的高寒地带），

该区域地下水埋藏较深，土壤基质条

件较差，一般为黄土母质的灰钙土，

棕钙土或含有沙砾的贫瘠土壤，因此

生长在这里的植物具有抗寒、抗旱、

耐盐碱的特性。

2.3 群落结构分析

样方 P1、P3 的植物群落主要是

由小檗科、蒺藜科、藜科、禾本科和

菊科的耐旱植物组成。植物涵盖了灌

木、一年生草本和多年生草本等多种

生活型。从垂直结构上看，群落整体

分为两个层次，灌木层和草本层，灌

木层主要由西北小檗（Berberis ve

rnae）、白刺（Nitraria tangutor

um）和松叶猪毛菜（Oreosalsola l

aricifolia）构成。草本层由一年生

草本，如猪毛蒿（Artemisia scopa

ria）、米蒿（Artemisia dalai-la

mae）等和多年生草本，如猪毛菜（S

alsola collina）、醉马草（Achna

therum inebrians）等构成。从水平

结构上看，植物群落水平分布总体呈

斑块状分布；大部分灌木呈现丛状分

布；大部分草本植物呈现小丛分布；

而栉叶蒿（Neopallasia pectinata）

则呈现单生态分布。

样方 P2 的植物群落组成较为丰

富，涵盖了多种不同生活型植物。在

垂直方向上，植物群落存在明显的垂

直分层现象。甘蒙柽柳（Tamarix a

ustromongolica）作为乔木或大灌木，

构成了群落的上层；而枸杞（Lyciu

m chinense）、西北小檗（Berberi

http://www.iplant.cn/info/Eragrostis minor
http://www.iplant.cn/info/Eragrostis minor
https://upimg.baike.so.com/doc/5773312-5986085.html
https://upimg.baike.so.com/doc/5773312-5986085.html
https://upimg.baike.so.com/doc/5409918-5647961.html
https://upimg.baike.so.com/doc/5409918-56479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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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vernae）、白刺（Nitraria tang

utorum）等灌木形成了中层；草本层

则包括了一年生和多年生的草本植

物，如猪毛菜（Salsola collina）、

小画眉草（Eragrostis minor）、栉

叶蒿（Neopallasia pectinata）等。

从水平结构上看，不同植物种类在群

落中的分布可能受到光照、水分、土

壤等环境因子的影响 [7]，植物群落总

体呈斑块状分布；大部分乔木呈现带

状聚集分布；灌木呈现丛状分布；大

部分草本植物呈现小丛分布，而栉叶

蒿（Neopallasia pectinata）则呈

现单生态分布。

3 讨论

通过对三种生境类型不同群落

的调查发现，草本植物种数所占比例

较大，其中，藜科、菊科和禾本科等

均为西北干旱荒漠区种子植物的优

势科。该区域的柽柳属、猪毛菜属、

藜属和白刺属等主要以旱生和超旱

生的灌木、小灌木和半木本植物种类

为主。群落中包含了多种耐贫瘠植物，

如白刺（Nitraria tangutorum）、

松叶猪毛菜（Oreosalsola laricif

olia）、西北小檗（Berberis vern

ae）等。这些植物通常具有深长的根

系，能够从土壤中吸收有限的水分和

养分，体现了对贫瘠土壤的强适应性，

这也体现了植物通过调整根系的生

长策略来适应环境 [8]。此外，一些一

年生草本植物的生长周期也反映了

群落与降水模式的密切关联 [9]。群落

所处的环境虽然较为干旱，呈现了温

带或亚热带的气候特点，但是，由于

距离黄河并不遥远，因此，这些群落

仍属于非地带性河岸林植被 [10]。由于

高海拔、低气压、日照强、昼夜温差

大等自然条件，造就了此地植物分布

独特性。由于然果村甘蒙柽柳林属于

移植林，群落结构较为单一，仅有乔

木层和较为稀疏的灌木层或草本层；

不过优势种突出。

移植林可以作为生态恢复的一

种手段，通过移植管理，促进退化生

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然而，其恢复

速度和效果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影

响，如气候条件、土壤类型、种植密

度等。虽然，678 株甘蒙柽柳已经完

成全部移植，但根据群落植物组成、

结构特征和生态功能的分析，林地仍

需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加强保护力

度。建立自然保护区是保障柽柳古树

保护的可行性方案之一 [11]；无性繁殖

等手段也可以促进柽柳林的快速恢

复 [12]；除此之外，必要的人员巡护，

也有助于柽柳林及周边区域的生态

恢复。

http://www.iplant.cn/info/Eragrostis mi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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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多卷本《中国环境史》评议

梁若愚 宇龙

摘要：六卷本《中国环境史》于2020年6月至2022年5月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陆续付梓，

分别为先秦卷、秦汉卷、唐宋卷、明清卷、近代卷、现代卷。作为中国学者编撰环境

通史的先期尝试，该套著作较为全面且系统地解说了中华民族与所在环境之间的复杂

历史关系。此外，该套著作也存在几点不足之处，包括在体例划分和内容协调、理论

创新等方面。

关键词：《中国环境史》，自然环境，人文社会环境

梁若愚，宇龙.绿水青山——多卷本《中国环境史》评议.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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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秉持“天人合一”

的思想，《管子·五行》云：“人与

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2005 年 8

月 15 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

间，考察湖州市安吉县时首次提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断。

这一论断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核心理念。2018 年 5 月 18 日，在全

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

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

明兴衰演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本质

要求之一。

马克思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

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

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

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

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

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人与自然

的互动贯穿着文明的始终。环境史研

究是 20 世纪后期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和史学研究困境共同作用下兴起的

学科。目前国内的环境史研究在历史

地理、环境变迁史、生态史、农林史

等相关领域已取得诸多成果，而整体

性、综合性和长时段的通史研究偏少。

系统性编纂本国环境通史，建设中国

学人的话语和理论体系，既是历史学

科发展的自然结果，亦是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所需。

目前具有通史逻辑的中国环境

史著作均来自国外，如伊懋可（Mark

Elvin）编写的《大象的退却：一部

中 国 环 境 史 》 和 马 立 博 （ Robert

B.Marks）编写的《中国环境史：从

史前到现代》。从长时段的视角，描

绘了四千年以来中国的环境变迁史。

https://book.douban.com/search/Mark%20Elvin
https://book.douban.com/search/Mark%20El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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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六卷本《中国环境

史》于 2020 年 6 月至 2022 年 5 月间

由高等教育出版社陆续付梓。总主编

戴建兵、副总主编刘向阳，分卷主编

分别为：先秦卷张翠莲、秦汉卷王文

涛、唐宋卷谷更有、明清卷孙兵、近

代卷徐建平、现代卷张同乐。该套著

作篇幅达 160 余万字，汇集了前人研

究，系统论述整个中国环境史的发展

历程，勾勒出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人

与自然互动的恢弘画卷，并尝试构建

新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视域。正如总序

中所述：“编纂中国环境通史，旨在

全面界说几千年来华夏大地上人与

自然协同演进的总体史。” [2]

作为一部环境通史，完整叙事体

系的构建十分重要。对比前文提到的

两本通史性著作，其中伊懋可以大象

这一特定物种的迁徙过程为切入口，

从模式、特例、观念三个方面去描绘

中国环境变迁的总体图景、局域特例、

环境思想及人地关系，起纲举目张之

效，具有极高的可读性和研究深度。

再者，马立博跨越了中国朝代政治分

界，以自然环境变动的大致时间作为

界定研究时段的标准，“环境史更倾

向于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单位及其历

史分期的全球化描述。”[3]马立博试

图“跨越政治分界线”和“超越民族

国家”以探索环境变迁规律，呈现西

方学者秉承所谓“世界主义”的价值

追求。更有学者将国家、民族等社会

概念从环境史研究中剥离，探寻纯粹

的自然演变史。例如世界环境史研究

的重要著作《阳光下的新事物：20

世纪世界环境史》一书中，作者 J.R.

麦克尼尔（MeNeill）将环境史划分

成地球表层的四大圈层，由下而上地

讨论岩石圈、水圈、生物圈、大气圈。

[4]

环境史叙述主体的人类与社会

的角色被刻意弱化，难以展现史学研

究的全貌。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环境史研究应包括自然环境

和人文社会环境两部分。“全部人类

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

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

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

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

系。”[1]环境的优劣是相对人类的生

存感受而言的，历史研究作为人文学

科不应脱离人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

从政治对自然环境的塑造力来看，华

夏大地广袤且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

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季风性

气候下的水热不均造成农牧区分界

明显，这些自然禀赋促使强大的中央

集权国家的得以形成以满足国防和

修筑大型水利工程的需要，最终孕育

了庞大的人口，使中央政府具备了大

规模改造自然环境的人力基础，以及

“大一统”的精神理念。由此可见，



87

政治文明的形成和演进与环境变迁

是一种密不可分、相互制约的关系。

而“跨越政治分界线”和“超越民族

国家”的观念难以展现中国环境变迁

的历史全貌，也不应是世界环境史编

撰的唯一价值追求。

鉴于此，《中国环境史》划分为

先秦、秦汉、魏晋唐宋、明清、近代、

现代六个分卷。随着各朝代的国运兴

衰和政治变迁皆出现了政治、经济、

文化以及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巨大

变化。正如总序中所述：“编纂者的

宗旨是超越中国古代史传统的王朝

史和断代史的编写范型，企图按照历

史时期不同时段文明演进的核心特

色与环境变迁的自身规律作为分卷

的标准。”[2]强调了中国政治文明的

演进特色，兼顾环境变迁规律，彰显

塑造国族认同方面的价值，克服片面

的叙事倾向。

《中国环境史》作为环境通史编

撰的先期尝试，不仅在叙事结构上大

胆创新，而且在许多观点上对前人的

成果进行了总结、反思和超越。该书

的谋篇布局、论证模型、理论探索等

方面都极具特色。

各卷的谋篇布局，秉承“以人为

本”的研究思路，紧紧围绕“人与自

然的互动关系”这一叙事主线，将自

然环境演变和人类社会发展有机结

合，着重展现双方相互影响的“历史

耦合点”，并以此作为各章节谋篇布

局的出发点。围绕人类生存环境，从

气候变化、动植物变迁、水环境变化、

农工业经济发展、自然灾害、疾病等

主要交汇点入手，理清两者之间冲突

与平衡的全貌，进而探讨人类实现自

身永久存续的未来方向。

在问题的论证方面，由于自然环

境与人类社会的演变都有其自身的

内在规律，从“人本主义”出发，建

构了一个关于环境问题如何发生，如

何波及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如何反作

用于环境的波浪式论证过程。①

不仅如此，各分卷在详细地梳理

了整个环境史的发展脉络以及人地

互动的复杂历史关系的同时，还进行

了一定的理论探索。如张翠莲教授在

《中国环境史·先秦卷》中使用了广

义上的先秦概念，将研究时段一直追

溯到 300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作者

在前两章中以长时段的视角，将史料

记载的物候现象与考古学、自然科学

的研究成果相结合，综合论述了第四

纪以来在中国的地理概念所包含的

区域内，气候如何呈现冷暖干湿的周

期性变化，动物群如何发展、灭绝、

迁徙，植被如何演化等环境自发的变

① 波浪式论证，是指一种随着矛盾双方或诸方从平衡—

—不平衡——平衡的关系变化，而每一次平衡都必须另作

独立解释的复杂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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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历程。从第三章起，作者开始将人

类角色纳入环境变迁的宏大叙事中，

围绕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探讨

人类活动对自然的诸多影响，以及环

境气候变迁与人类文明的盛衰兴废

之间存在的因果联系。在第五章中，

作者从原始初民对环境的选择与适

应的角度出发，详细探讨了聚落和城

市的形成、水利设施的修建、原始宗

教的兴盛、战争对环境的塑造等内容。

此外，作者还并针对城市中人与环境

的相互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

自然度较高的社会形态下，人群与自

然的关系是依赖性的关系。自然资源

是影响人群流动和聚落发展的重要

因素，如果人地关系和谐，这将会是

社会发展的基础。如果人们不注重节

约资源，对自然利用过度，人地关系

的紧张将会反作用于社会环境，甚至

会导致内部矛盾的激化，以至于社会

系统崩溃。”[2]先秦卷中将气候、地

形、动物、植被、土壤、水等生态系

统与人的思想观念、政治行为进行了

有机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生态

史、自然观念史、环境政治史三个层

面的融合与统一。全书亦围绕这几个

主要论题进行延续性和拓展性的论

述，并基于不同时代人与自然互动的

维度差异和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大

趋势，在内容和观点的论述上各有侧

重。在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上，在总

体不冲突的基础上各抒己见②，展现

出一种鲜明的、多样的宏大视野，体

现了作者们对环境史这种自然和社

会交错的新兴学科的审慎态度。

各分卷在吸取前人研究的基础

上，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方法。例

如，中外环境史学界长期存在“衰败

论叙事”的倾向，尤其是将人类当作

自然破坏者的庸俗化预设与定论。对

此总序中有言：“这个过程不仅包括

衰败，而且包括和谐，特别注重挖掘

衰败与和谐的结构耦合点和地方性

知识，找寻生态盈余与生态赤字的具

象化表现，总结人类活动与生态承载

力的耦合点与失序点。”基于对社会

与自然法则的理解指出当下中国环

境史研究的目标和方向是“探究人类

与自然和谐相处与可持续发展之道

的内在机理”[2]，这充分体现了作者

们对于环境史这门新学术崇高的价

值定位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追

求。

又如，谷更有教授在《魏晋至宋

元卷》中突破了朝代与区域的限制，

将魏晋南北朝至宋元时期的一千多

年打通，探讨长时段内人类与生态环

境关系的互动过程，并总结出当今环

② 总体上对于环境史的概念问题采纳了唐纳德·休斯的观

点，“通过研究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类如何随着时代变迁，

在与自然其余部分互动的过程中生活、劳作和思考，从而

推进对人类的理解。”参见：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

境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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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史学科的两点共识，即“一是环境

史是跨学科的研究，二是环境史的研

究内容是历史上人类与所处生态环

境之间的互动关系”[5]。结合了气候

学、经济学、宗教学、民族学等一系

列方法，对魏晋南北朝至宋元时期环

境大变迁下的政权分立与统一、民族

冲突与融合，南方的开发与经济重心

的南移，儒学与佛教、道教之间的盛

衰与互动的特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和归纳。解释了唐王朝在盛极而衰的

周期变化中气候环境所带来的巨大

冲击，以及对今天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和经济地理分布的影响。此外，他还

对农业、手工业与环境的关系问题进

行案例分析，认为人类的经济生产

“对自然环境的依赖远远大于破坏”

[5]。这一观点既是对古代人地关系的

新思考，也是对衰败论叙事的有力回

击。

明清卷提出“环境变迁史绝不是

环境史的全部。若只把注意力聚焦在

环境变迁上，对其他问题视而不见，

环境史将会陷入僵化呆板的困境。”

《现代卷》中对自然灾害造成的环境

影响进行评估，认为“自然灾害在正

常时期均有可能发生，到底是何种原

因引致发生则需要细致鉴别和深入

分析，不能简单地一概归因于人类活

动导致的环境恶化。”[6]这些观点使

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人与自然

关系的本质，大部分的自然灾害并非

两者关系的异化所致。③可见，中国

人自古崇尚与自然和谐共生、顺应天

意，并没有征服自然、敌对自然的文

化传统。这些传统观念为当今世界的

生态环境保护理论构建提供了中国

方案。

此外，在一些科学性和应用性较

强的现实问题上，《中国环境史》的

观点也值得关注。如《近代卷》中，

徐建平教授凭借其多年在水环境研

究、环境保护及环境思想等领域深厚

的学术功底，对于近代环境治理的效

用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论断：“中国

近代环境的发展虽然经历了从恶化

到防治的过程，但总体而言环境问题

越来越严重。”[2]其在第五章中以水

环境变化为主线，对城市经济与水环

境的互动进行深入剖析，对水旱灾害

及顺直水利委员会、华北水利委员会

的构建过程及效用进行分析，探讨近

代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原因及教训。

可以说，近代卷中有关近代环境保护

及水环境治理等问题的研究，代表了

当前学界对该问题研究的最高水准。

③ 人和自然关系的异化是指人与自然从同一走向对立。人

与自然维持一种和谐共存的关系是人的一种本质需求，人

从本质上源于自然，内在于自然，同一于自然，人的所有

的生存活动依赖于自然。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表明的

是人与自然的疏离、对立，甚至处于压榨与被压榨、征服

与被征服的战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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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环境史一直

是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中国环境

史》专设“现代卷”对新中国成立后

的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填补

了国内以往环境史研究的部分空白。

其中，围绕“现代化过程中资料过度

开发，经济快速增长，生态持续恶化，

环境保护工作力度不断加大等矛盾

发展演进谋篇布局”[6]，详细论述建

国后在环境领域出现的一系列环境

恶化的现象，并针对“除四害”“大

跃进”“大炼钢铁”等历史事件的具

体环境影响进行客观分析和评价。这

种直面敏感问题的态度令人钦佩，同

时也纠正了西方所谓的“中国衰败论”

的谬误，起到了矫正纠偏、正本清源

之效，有助于读者对这段历史中的环

境问题有一个客观且清醒的认识。另

外，现代卷中还对新中国环境思想及

环保事业的发展历程作了详细的论

述，结合生物学、生态学的认知，客

观评估新中国环境史上的相关认知、

对策的成就与不足，并为环境友好型

社会的构建乃至中华文明的发展道

路指明了方向。

另外，《中国环境史》中体现的

环境思想极具深度。相比于马立博在

《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的第

三章第三节“古代中国关于自然与环

境的理念”中对先秦时期的儒道法三

家的环境思想所进行的简要叙述，以

及伊懋可在《大象的退却》第三章“观

念”中对谢灵运和谢肇淛等人环境思

想的重点解读，《中国环境史》作者

们的论述显得更为系统且深入，从先

秦时期朴素的敬畏自然到秦汉的万

物一体、天人合一，提倡顺应自然、

尊重生命；从魏晋的士大夫思想到唐

宋的儒释道三足鼎立；从明清的西学

东渐到近现代科学主义的兴盛。中国

学人的环境思想由自发逐渐趋于自

觉，再到今天形成了一整套思想和实

践体系。其发展历程贯穿于中国思想

史发展的整体脉络之中。

除内容和观点的创新外，资料的

拓展和研究方法的突破也是该书学

术价值的重要体现。除传统历史学领

域外，该书的资料的引述范围还包括

气候学、地质学、土壤学、动物学、

植物学、人口学、流行病学、水利学、

传说和诗歌中蕴涵的可靠历史资料。

除收集丰富可靠的资料外，研究

方法也是决定历史著作质量高低的

关键。《中国环境史》在方法论上突

出表现为跨学科研究和综合分析与

案例研究相结合两个方面。各卷作者

在坚持历史叙事为主体的基础上，积

极寻求多学科对话与合作。例如作为

编者之一的许清海、赵宝华均为河北

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环境学、动

植物学专家。他们利用了孢粉、古土

https://www.baidu.com/link?url=KSEQZ3Szga852RZ6oCOJiRelWqlpnpNBfx2UMmS7BTIslbNVMM7LDavCziP5kwVt&wd=&eqid=b650b8220004d73e000000035d697d11
https://www.baidu.com/link?url=KSEQZ3Szga852RZ6oCOJiRelWqlpnpNBfx2UMmS7BTIslbNVMM7LDavCziP5kwVt&wd=&eqid=b650b8220004d73e000000035d697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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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湖泊沉积、石笋、冰川、雪线、

沙漠、海面升降、古植被等技术指标

对气候冷暖干湿的变化和动植物变

迁的历史事实进行了定量分析。各卷

主编在对传世文献和考古学资料进

行详尽剖析的基础上，“将自然地理

学、人文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

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多个学科

的研究成果交叉整合，力求从更新的

角度出发，透过历史视角观察环境变

化，透过环境视角寻找历史规律。”

[7]

该套书的付梓作为中国学者编

撰环境通史的先期尝试，较为全面且

系统地解说了中华民族与所在环境

之间的复杂历史关系。当然，一本书

不可能十全十美，存在以下几点不足

之处：

一是体例划分和内容协调方面

并非尽善尽美，由于编者们的认知逻

辑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各分卷之间在

内容和论点方面还有进一步协调的

空间。

二是在部分章节中存在“自然科

学”导向的环境史叙事，在叙事上难

免有些脱离历史叙事风格的倾向。因

此增添一些有血有肉的历史话语，进

一步彰显历史学的主体地位，是“实

现‘自然科学’导向的环境史转向真

正的‘人本主义’的环境史”[2]的重

要环节。

三是未刊档案资料有待进一步

挖掘。如果能扩大未刊档案来源的范

围，对环境问题进一步探讨应该有更

多的助益。

四是理论创新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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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南虎的野化放归之路为何如此艰难？

李利红 1 徐艳君 1 宋小丽 1

（1.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摘要：根据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生物与科学伦理工作委员会等于

2022年7月29日发布的《中国老虎现状初步调查报告》，同时基于现有公开的调查数据

统计发现：我国境内有约7100多只老虎，包括东北虎、（高山）孟加拉虎、华南虎、

印支虎4个亚种。其中，约100只老虎生活在野外，约占我国老虎种群总数量的1.4%：

野生东北虎70只，野生印支虎14-20只，野生孟加拉虎8-10只，野生华南虎0只。根据

目前的调查结果，华南虎野外自然种群已灭绝，所幸人工饲养的华南虎种群仍然存在。

科学家一直在探索华南虎的野化之路，但十分艰难。

关键词：华南虎，野化，遗传多样性，放归，人兽冲突，栖息地

李利红，徐艳君，宋小丽.中国华南虎的野化放归之路为何如此艰难？.生物多样性保

护与绿色发展.第1卷，2024年9月，总第67期.ISSN2749-9065

华南虎（学名：Panthera tigris

ssp. amoyensis）是我国特有的虎亚

种，也是最濒危的虎亚种，位居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出的世界十

大濒危动物之首，被列入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极危”（CR）

等级。

华南虎曾广泛分布于我国中南

部。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华南虎种

群数量超 4000 只。农业开垦和伐木

导致其栖息地大幅减少，狩猎等原因

导致华南虎猎食困难和食物来源骤

减，再加上其他原因，到了 1982 年，

我国华南虎仅剩 150-200 只，10 年

后，仅剩约 30 只。尽管华南虎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被列为受保护物种，

但华南虎的种群数量仍然在减少，已

无法阻止其种群衰退的趋势。

一、华南虎的野化：现状及挑战

（一）华南虎保护繁育基地

目前，全国共有 16 家动物园饲

养华南虎。主要的华南虎保护繁育基

地有：中国华南虎苏州培育基地、粤

北华南虎驯养繁殖研究中心、福建龙

岩梅花山华南虎繁育基地等。截至

2022 年底，据统计，我国境内共有

259 只人工饲养的华南虎。

例如，1998 年，为拯救华南虎，

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的梅花山建立

了华南虎保护基地“中国虎园”，同

年，龙岩市成立了梅花山华南虎繁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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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

目前，该基地已建成占地约 1500

亩的华南虎野化训练基地和华南虎

食物种源基地，成为中国面积最大的

华南虎繁育野化训练基地。据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官网公布数据，经过 20

多年持续保护、科研攻关和野化训练，

梅花山华南虎繁育研究所已累计繁

育成活华南虎 71 只，成活率超过

70％，高于 50％左右的全国平均水

平。

（二）基因多样性缺失，如何克服？

1980 年，澳大利亚遗传学家伊

恩·富兰克林（Ian Franklin）和美

国生物学家迈克尔·苏勒（Michael

Soulé）提出了 50/500 法则：物种

如果需要繁衍并持续生存下去的话，

至少需要 50 个雌雄平衡的个体（种

群避免灭绝所需要的最少个体数量），

而保证遗传多样性则至少需要 500

个以上的个体。科学家对美国西南部

的盘羊种群进行过 70 年以上的研究，

结果发现个体小于 50的种群在 50年

内全部灭绝，而所有大于 100 个体的

种群都生存了下来。

因此，一个物种至少需要 50 个

来自不同族系的个体才能繁衍下去。

近亲繁殖会导致基因多样性的丧失，

增加近交衰退的风险，从而影响种群

的健康和生存能力。然而华南虎繁育

的种质资源是仅存的 1958 年至 1970

年间捕获的 6 只成功繁殖的老虎。

1984 年，其种群数量增至约 50 只；

1994 年，基因多样性开始下降，近

亲繁殖水平开始上升。

此外，华南虎在野外寿命仅为约

10 年，在圈养环境中，其寿命为

10-20 年。雄性 5 岁时性成熟，雌性

4 岁时性成熟，平均每胎可产 2-3 头

幼虎，每 3-4 年才生育一次，这也大

大减缓了华南虎种群数量的增长。

为解决华南虎近亲繁育问题，

1994 年，动物园和繁育基地的工作

人员开始检查记录每只华南虎的起

源和血统，促成了中国华南虎血统簿

的制定。在核实老虎身份后，国际老

虎血统簿中的华南虎数量增加了两

倍，从 76 只增加到 264 只。这些数

据首次允许对圈养华南虎进行全面

分析。很快，上海动物园启动了华南

虎基因组资源库。

根据数量统计和遗传分析，中国

动物园协会设定了具体的 5 年和 10

年目标，以保留圈养种群中 90%的当

前遗传多样性（已失去了 22%的基因

多样性）。自 1995 年以来，中国动

物园协会华南虎保护协调委员会每

年召开一次会议，审查种群的数量统

计和遗传状况，推荐来年的合作育种

计划，并报告在管理和遗传学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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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研究工作。在所有老虎分布国中，

只有中国实施了可靠的圈养老虎管

理计划，并年复一年地不断改进。

2023 年 4 月 18 日，中国科学院

昆明动物研究所博士涂小龙、广州动

物园（广州市野生动物研究中心）正

高级兽医师陈武等研究人员在《BMC

生物学》发表了相关论文。他们对来

自 4 家主要动物园的 29 只华南虎进

行了基因组测序。研究表明，经过将

近 30 年的努力和科学管理，华南虎

种群中仍然保持着适度水平的遗传

多样性，甚至出现了两个在遗传上差

异明显的家族。

二、放虎归山还需“粮草先行”

众所周知，放虎归山绝不是打开

繁育基地的虎圈大门，将华南虎运往

荒野，然后放入山林就可以了。即便

华南虎在繁育基地已经练就一身野

外生存本领，但华南虎回归山野的

“拦路虎”还有很多。

首先，我们要把华南虎放归到哪

座山林？这里涉及到一个栖息地选

择的问题。放归它们原来的栖息地是

一个合理又合适的选择。我国华南虎

曾经在中国内地广泛分布，东起浙闽

边境，西至青川边境，北抵秦岭黄河

一线，南达粤桂南陲的广大地区，占

国土面积 1/3 的区域都能看到它们

的身影。

但是今天，这些原生栖息地已经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的开垦、

城市的扩张、人口的增长等，这些问

题全是放归路上的“拦路虎”。

其次，我们从华南虎生存的角度

来说，放虎归山，山里有华南虎的“口

粮”吗？

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华南虎与自

然和其他物种的关系。对于华南虎的

野化放归，栖息地的野化和恢复工作

必须做在前面。华南虎是典型的山地

林栖动物，生活在我国南方的热带雨

林、常绿阔叶林，也常出没于山脊、

矮林灌丛和岩石或砾石较多的山地

落叶阔叶林和针阔叶混交林。

华南虎作为生态系统的旗舰物

种和指示物种，处于食物链这一“金

字塔”的顶端。所以，我们在将华南

虎放归山林之前，必须先筑牢地基。

我们需要恢复其栖息地。每只雄性华

南虎的活动范围在 267-294 平方千

米之间，华南虎需要 50-65 平方千米

的狩猎区域。

重新野化华南虎这一顶端捕食

者，还需要考虑它们的目标猎物，例

如野猪、鹿、狍等。其次，华南虎的

野外生存还受食物密度的影响。食物

密度对于其狩猎成功率至关重要，这

关乎着华南虎物种的生存和繁盛。老

虎是食物链最顶端的食肉动物，捕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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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率仅有 5％（算上直接追逐猎物

的数据，因为老虎更擅长偷袭）。

早在 2011 年，国家林业局正式

确认湖北省宜昌五峰后河、江西马头

山、湖南壶瓶山 3 处自然保护区为华

南虎放归自然试验区。虽然湖北后河、

江西马头山和湖南壶瓶山 3 处自然

保护区具备华南虎放归自然的基本

条件，但截至目前，为达到放归自然

的科学要求，对栖息地的必要的恢复

性改造还在进行，仍在丰富当地野生

动物资源和健全基本保护管理设施。

华南虎放归自然，也将促进处于食物

链中的其他动物体能素质的提升，并

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对于华南

虎本身，放归自然也是其物种延续的

最好方式。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潜在的人兽

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人兽冲突是一个

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到人类活动与

野生动物生存空间的交织。这种冲突

一般发生在人类居住地和野生动物

栖息地相互重叠的区域。人兽冲突已

经成为威胁世界上一些最具代表性

物种（如亚洲象、黑熊等）长期生存

的主要因素之一。人兽冲突问题既关

乎发展，也涉及物种保护，如果处理

不当，将会严重阻碍实现华南虎野放

回归山林的进程。

三、结语

华南虎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

舰物种，也是我国广大地区山地森林

生态系统的伞护种和生态指示物种。

华南虎对生境的需求能够涵盖许多

其它物种生存环境需求，因此华南虎

的保护和野化放归至关重要。华南虎

的野化之路已经历经半个世纪，我们

基本克服了基因这一关，然而我们仍

在路上。我们离“放虎归山”已不太

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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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分析》：一本具有指导性、引领性、

前瞻性的研究报告

王晓琼 1 王静 1

（1.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摘要：《2024年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分析》是宣贯绿色经济发展，涵盖行业趋势+理论研

究+典型实践+前景预测，积极倡导社会经济绿色发展的一本具有指导性、引领性、前

瞻性的研究报告。该书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为根本要义，由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组织编写，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发行后，社会反响不俗。

关键词：绿色发展，绿色转型，循环经济，“双碳”

王晓琼，王静.《2024 年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分析》：一本具有指导性、引领性、前瞻性

的 研 究 报 告 .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与 绿 色 发 展 . 第 1 卷 ， 2024 年 9 月 ， 总 第 67

期.ISSN2749-9065

一本好书可以洞悉国家战略发

展的最新趋势；可以整合领域内权威

的理论研究成果和社会实践经验；可

以兼具行业发展动态分析及预测未

来发展走向；可以高屋建瓴，具有全

局视野，启发指导工作开展；亦可以

在日新月异的时代脉搏中，留下一抹

惊鸿，随着时间的沉淀而彰显其独特

价值。

在笔者看来，《2024 年中国绿

色经济发展分析》（简称 2024 年绿

皮书）就包罗了以上关键要素，是宣

贯绿色经济发展，涵盖行业趋势+理

论研究+典型实践+前景预测，积极倡

导社会经济绿色发展的一本具有指

导性、引领性、前瞻性的研究报告。

《2023 年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分

析》正式出版发行后，成为“绿色发

展系列丛书”的第一本绿皮书，并成

功入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社智

库”年度分析报告，在社会层面取得

良好反响。据此，以党的二十大报告

提出的“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为根本要义，中国生物

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

“中国绿发会”）组织编写了《2024

年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分析》，由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现已上市发行。

作为《2023 年中国绿色经济发

展分析》的进一步继承和延伸，《2024

年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分析》是“绿色

发展系列丛书”的第二本绿皮书，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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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保持了丛书服务社会绿色发展、服

务企业绿色转型的职能，由总报告、

理论探索与战略研究、社会绿色经济

发展典型案例等十部分组成。书籍的

第一部分为绿皮书课题组执笔撰写

的《践行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中国》

总报告，在 2023 年所面临的地区冲

突、经济动荡和气候变化的众多全球

性挑战，以及国内庞大的就业压力、

持续增长的能源消费需求、艰巨的经

济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压力等情况

下，对中国绿色经济发展情况进行梳

理、分析，对 2024 年的绿色发展予

以展望，为本书的编写奠定了宏观架

构的基础。

结合年度国内外经济发展格局

及变化特点，后续篇章对绿色经济发

展的相关环节——绿色设计、绿色能

源、绿色供应链、绿色经济、绿色消

费、循环经济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

析总结和发展预测，既有理论研究，

也有优秀实践和先进经验凝练，真正

做到以全球化视野看待 2024 年中国

绿色经济发展趋势。

作为绿色发展系列丛书的主编

单位，中国绿发会结合在生物多样性

保护与绿色发展专业领域所长，为

2024 年绿皮书的统筹编写工作做了

充分的准备和努力。在启动编写工作

之前，中国绿发会先后组织召开三次

书籍编纂讨论会，为书籍编写的总体

要求和内容呈现方式定下基调。

中国绿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周晋峰在会上强调，《2024 年中国

绿色经济发展分析》要呈现出中国绿

发会的特色；要用优质的创作内容体

现丛书的服务功能和年度特色；对绿

色经济发展所涵盖的各个领域都要

有深入的研究和呈现；要能够做出特

色、做成品牌，力求打造出一套年度

化、系列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中国

绿色经济发展的系列报告，并辅以行

业领域有代表性的案例作为参考资

料，力争做成对中国绿色经济发展有

贡献、对节能减排有促进、对企业实

际工作有价值的系列丛书。

沿着周晋峰副理事长对书籍脉

络的梳理，由中国绿发会绿色企业工

作委员会以及各职能部门组成了绿

皮书课题组，在大家的密切配合与通

力协作之下，对 2024 年绿皮书的受

众人群和市场竞争力进行细致的研

判分析之后，邀请胡昭广、谢伯阳、

周晋峰同志分别为本书作序，由中国

绿发会理事长谢伯阳同志担任主编，

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撰写了三

十余篇高质量的绿色经济发展专业

文章。经王斌康教授的认真审校和统

稿，历时一年时间，最终成书《2024

年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分析》。

http://www.baidu.com/link?url=gOiGKyl_yJrjGcoaYAZ-4G4A5gTGMRmRw9Wg8M6VYW3Qf9xOfvjV_0dx-4uPMdP05ZjTTKcbVNOvSoscRelKaSczN6_LiD13piJ1DN_tsD01mutINnd9pLw34PSbKrtiApX248LT6HH1UqbsopbjdbEEUwQxOiAf4sCl-J47TTsZI3TqGLx-ZtlxPdsAN0nT
http://www.baidu.com/link?url=gOiGKyl_yJrjGcoaYAZ-4G4A5gTGMRmRw9Wg8M6VYW3Qf9xOfvjV_0dx-4uPMdP05ZjTTKcbVNOvSoscRelKaSczN6_LiD13piJ1DN_tsD01mutINnd9pLw34PSbKrtiApX248LT6HH1UqbsopbjdbEEUwQxOiAf4sCl-J47TTsZI3TqGLx-ZtlxPdsAN0nT
http://www.baidu.com/link?url=gOiGKyl_yJrjGcoaYAZ-4G4A5gTGMRmRw9Wg8M6VYW3Qf9xOfvjV_0dx-4uPMdP05ZjTTKcbVNOvSoscRelKaSczN6_LiD13piJ1DN_tsD01mutINnd9pLw34PSbKrtiApX248LT6HH1UqbsopbjdbEEUwQxOiAf4sCl-J47TTsZI3TqGLx-ZtlxPdsAN0nT
http://www.baidu.com/link?url=gOiGKyl_yJrjGcoaYAZ-4G4A5gTGMRmRw9Wg8M6VYW3Qf9xOfvjV_0dx-4uPMdP05ZjTTKcbVNOvSoscRelKaSczN6_LiD13piJ1DN_tsD01mutINnd9pLw34PSbKrtiApX248LT6HH1UqbsopbjdbEEUwQxOiAf4sCl-J47TTsZI3TqGLx-ZtlxPdsAN0nT
http://www.baidu.com/link?url=gOiGKyl_yJrjGcoaYAZ-4G4A5gTGMRmRw9Wg8M6VYW3Qf9xOfvjV_0dx-4uPMdP05ZjTTKcbVNOvSoscRelKaSczN6_LiD13piJ1DN_tsD01mutINnd9pLw34PSbKrtiApX248LT6HH1UqbsopbjdbEEUwQxOiAf4sCl-J47TTsZI3TqGLx-ZtlxPdsAN0nT
http://www.baidu.com/link?url=gOiGKyl_yJrjGcoaYAZ-4G4A5gTGMRmRw9Wg8M6VYW3Qf9xOfvjV_0dx-4uPMdP05ZjTTKcbVNOvSoscRelKaSczN6_LiD13piJ1DN_tsD01mutINnd9pLw34PSbKrtiApX248LT6HH1UqbsopbjdbEEUwQxOiAf4sCl-J47TTsZI3TqGLx-ZtlxPdsAN0nT
http://www.baidu.com/link?url=gOiGKyl_yJrjGcoaYAZ-4G4A5gTGMRmRw9Wg8M6VYW3Qf9xOfvjV_0dx-4uPMdP05ZjTTKcbVNOvSoscRelKaSczN6_LiD13piJ1DN_tsD01mutINnd9pLw34PSbKrtiApX248LT6HH1UqbsopbjdbEEUwQxOiAf4sCl-J47TTsZI3TqGLx-ZtlxPdsAN0nT
http://www.baidu.com/link?url=gOiGKyl_yJrjGcoaYAZ-4G4A5gTGMRmRw9Wg8M6VYW3Qf9xOfvjV_0dx-4uPMdP05ZjTTKcbVNOvSoscRelKaSczN6_LiD13piJ1DN_tsD01mutINnd9pLw34PSbKrtiApX248LT6HH1UqbsopbjdbEEUwQxOiAf4sCl-J47TTsZI3TqGLx-ZtlxPdsAN0nT
http://www.baidu.com/link?url=gOiGKyl_yJrjGcoaYAZ-4G4A5gTGMRmRw9Wg8M6VYW3Qf9xOfvjV_0dx-4uPMdP05ZjTTKcbVNOvSoscRelKaSczN6_LiD13piJ1DN_tsD01mutINnd9pLw34PSbKrtiApX248LT6HH1UqbsopbjdbEEUwQxOiAf4sCl-J47TTsZI3TqGLx-ZtlxPdsAN0nT
http://www.baidu.com/link?url=gOiGKyl_yJrjGcoaYAZ-4G4A5gTGMRmRw9Wg8M6VYW3Qf9xOfvjV_0dx-4uPMdP05ZjTTKcbVNOvSoscRelKaSczN6_LiD13piJ1DN_tsD01mutINnd9pLw34PSbKrtiApX248LT6HH1UqbsopbjdbEEUwQxOiAf4sCl-J47TTsZI3TqGLx-ZtlxPdsAN0nT
http://www.baidu.com/link?url=gOiGKyl_yJrjGcoaYAZ-4G4A5gTGMRmRw9Wg8M6VYW3Qf9xOfvjV_0dx-4uPMdP05ZjTTKcbVNOvSoscRelKaSczN6_LiD13piJ1DN_tsD01mutINnd9pLw34PSbKrtiApX248LT6HH1UqbsopbjdbEEUwQxOiAf4sCl-J47TTsZI3TqGLx-ZtlxPdsAN0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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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出版发行后，社会反响不俗。于

政府机构而言，绿皮书积极倡导社会

经济可持续发展，对进一步推动绿色

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落地显效具有

助推作用；于企业而言，绿皮书既具

有理论研究高度，又结合实操典型案

例，对企业工作者理解绿色经济发展、

践行降碳减排具有很好的指导价值；

于社会公众而言，绿皮书能够促进公

众进一步了解绿色发展对于解决环

境问题、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实现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促进民众意

识的觉醒，提升公众环境素养，将绿

色低碳转化成行动自觉，发动人民的

力量参与绿色低碳发展，助力实现

“双碳”目标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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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严谨，推动生物基检测认证对标国际互认

周晋峰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摘要：生物基材料（bio-based materials）是指以生物质为原料经由生物制造或化学

加工得到的材料。由于其可再生性、可持续性、资源节约等特点，生物基材料正逐步

成为引领当代世界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又一新的主导产业。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绿色发展基金会标准工作委员会对《材料中生物基材料含量认证指南》团体标准予以

立项，并启动标准编制工作，推动生物基检测认证对标国际互认。

关键词：生物基材料，认证，标准

周晋峰.全面严谨，推动生物基检测认证对标国际互认.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第

1 卷，2024 年 9 月，总第 67 期.ISSN2749-9065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

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发会、绿会）

标准工作委员会于 2024 年 8 月 26 日

对《材料中生物基材料含量认证指南》

团体标准予以立项，并启动标准编制

工作。

9 月 3 日上午，中国绿发会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世界艺术与科学院院

士周晋峰为《生物基材料含量检测认

证指南》团体标准工作进行整体指导，

并安排中国绿发会工作人员与 ASTM

D6866 标准委员会进行沟通交流，以

期推动在中国开展生物基材料的检

测认证工作。

ASTM D6866 是一种测试方法，

使用放射性碳测试来测量固体、液体

和⽓体样品中的⽣物基碳含量。ASTM

D6866 首次发布时间为 2004 年，后

续又更新了几个版本，当前此标准的

有效版本是 ASTM D6866-22，于 2022

年 3 月 15 日获得批准并出版。使用

生物基产品有助于促进更可持续、可

再生的经济，减少消费和生产行为对

环境的影响。

周晋峰指出，生物基材料含量检

测认证工作，可以借鉴美国、欧盟和

ISO 等国际标准机构的要求和作法。

我们做的认证，可以寻求美国 ASTM

周晋峰，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罗马俱乐部

执委，创新提出了“人本解决方案”理论、污染治理三公理、生态恢复“四原则”、

邻里生物多样性保护（BCON）、“碳平等”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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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可，贴其认证标志和标识，帮助

中国企业的产品向世界推广。如果国

外机构按照我们的认证标准开展工

作，也可以贴我们的标志标识，作为

我们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体现。

这项工作的前提是，所有工作都要严

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展。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频

发，发展低碳经济和鼓励生物质产品

的发展，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少

塑料工业对石油的依赖、促进各行业

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绿发

会标准工作委员会要积极对接国际

标准，创新探索，争取生物多样性和

绿色发展领域高水平标准的主动权

和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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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简讯（十九）

《生绿》2024年11月刊聚焦“数据科

学与生态环境治理”

在生态环境治理中，数据科学发

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收集和分

析环境数据，我们能够精准监测空气

质量、水资源、土地利用、生物多样

性等关键生态指标，识别并预测环境

风险。数据驱动的环保决策和措施更

具科学性和针对性，能够提升治理效

率。机器学习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

为生态保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洞察

力和预见性，帮助优化资源配置、评

估治理效果，并推动环境政策的智能

化升级。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

性丧失等全球环境挑战中，数据科学

成为了支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力量。

然而，数据质量参差不齐、数据共享

受限、隐私保护和技术壁垒、数据伦

理等问题，仍是数据驱动生态环境治

理面临的主要挑战。

为应对这些挑战，第五届联合国

世界数据论坛于 2024 年 11 月 12 日

至 15 日在哥伦比亚麦德林举行，旨

在促进数据创新、培育伙伴关系和推

动财政对数据的支持，并建立一条发

挥数据科学价值，助力可持续发展的

道路。

第十二届世界城市论坛（WUF12）

计划于 2024 年 11 月 4 日至 8 日在埃

及开罗举行，将重点关注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本地化，阐明应对当前影响人

们日常生活的全球挑战所需的本地

行动和举措。此外，《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

（UNFCCC COP29）将于 11 月 11 日至

22 日在阿塞拜疆巴库举办，今年的

COP29将聚焦于气候融资新目标的谈

判。可以预见的是，数据科学将在这

些全球会议上扮演重要角色。

以同在 2024 年 11 月举办的三场

大会为契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

色发展》（简称《生绿》）11 月刊

将聚焦“数据科学与生态环境治理”，

探索数据科学在应对环境挑战中的

创新应用以及您所期待的在 COP29、

WUF12、第五届联合国世界数据论坛

期间讨论的议题，欢迎社会各界投稿。

征稿截至日期为 2024 年 11 月 15 日。

投稿方式及征文规范详见：生物多样

性保护与绿色发展。

此次征稿的分主题包括但不限于：

1.数据驱动的生物多样性监测与评

估；

2.气候变化监测与预测；

3.碳足迹分析与减排策略优化；

http://z.cbcgdf.org/nd.jsp?id=194
http://z.cbcgdf.org/nd.jsp?id=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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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智慧城市中的环境数据集成与治

理；

5.多源数据融合与生态环境综合管

理。

（注：鼓励投稿时附有相关清晰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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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Focus: Legal guarantee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t present, the glob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facing increasingly severe challenges,

including climate change, increased pollution, biodiversity loss, and over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For example, the increase i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has led to rising

global temperatures, extreme weather, melting glaciers, and rising sea levels, threatening

human survival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ecosystem; air, water, and soil pollution have

seriously affected human health and the survival of plants and animals. In addition,

deforestation, wetland reduction, marine ecological degradation, and other issues have led

to an accelerated rate of species extinction. The self-regulation capacity of the ecosystem

has been continuously weakened. While the economy is developing rapidly, global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re becoming more complex and urg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not only relies 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ublic awareness, but also requires a sound legal system

as a solid guarantee. The rule of law is the core guarantee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t provides scientific and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by formulating and implement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regulating human activities, and

restraining behaviors that damage the environment.

In 1978,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Fif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dopte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for the first time included

provisions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the Constitution. In 2018,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13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dopted the

Amendment 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include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Constitution. At present, China has more than 30 laws on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ore than 100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and

more than 1,000 local regulations,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China has formulated a series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such as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Law 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Water Pollution, and the Law on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Soil

Contamination, which have clarified the standards and requirements for various types of

pollution control and provided a specific legal basis fo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Legal

provisions not only regulate the behavior of governments and enterprises, but also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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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actices of all sectors of society, so that ecological

protection has rules to follow and laws to abide by.

In order to use the power of the rule of law to brighten the ecological background and

build a solid judicial guarantee for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this month’s

journal focuses on the series of topics of “legal guarantee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discusses with readers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system for ecological protection, biosafety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legislation, and

typical case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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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the legal issues of environmental police system in China
By SUN Wei1, LI Qian1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150040)

Abstract: As an integral part of nat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regulation, the

role of the environmental police system has not yet been fully realized in practice. By

elaborating the basic over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police system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legal problems affecting the operation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police system, namely, unclear legal positioning of the

environmental police, poor environmental law enforcement coordination mechanism, lack

of environmental law enforcement supervision mechanism, and weak environmental law

enforcement capacity,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recommendations, including

clarifying the legal positioning of the environmental police, optimizing the environmental

law enforcement coordination mechanism, improving the environmental law enforcement

supervision system, and improving the environmental law enforcement capacity, to

provide legal thinking for deepen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forcement and

optimizing China’s moder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ystem.

Key words: Police power, environmental police, environmental police system

SUN Wei, LI Qian. Study of the legal issues of environmental police system in China.

BioGreen -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Vol. 1, September 2024.

Total Issues 67. ISSN2749-9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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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erience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rganizations

in dealing with “expensive appraisal” in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nd its reference
By ZHANG Liming1, DENG Jianping2

(1. Guangzhou University Law School, Guangzhou, Guangdong Province 510006; 2.

Lawsons Law Office, Guangzhou, Guangdong Province 510623)

Abstract: In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s plaintiffs, Chines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rganizations face the “expensive appraisal”. Historically, the

legislative construction of this type of litigation in China has been influenced by similar

citizen litigation in America. Therefore, by deeply reviewing the operation of American

citizen litigation, relevant experience can be obtained. Based on this, in response to the

“expensive appraisal”, Chines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rganizations can adopt a

two-way strategy. On the one hand, they can transfer the burden of appraisal fees by

winning the case;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y can prevent the risk of appraisal fees by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To this end, some operation methods need to be

improved.

Key words: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rganizations,

identification of evidence, litigation costs, citizen litigation

ZHANG Liming, DENG Jianping. The experience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rganizations in dealing with “expensive appraisal” in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nd

its reference. BioGreen -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Vol. 1,

September 2024. Total Issues 67. ISSN2749-9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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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advancements in th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plateau

natural lakes in Yunnan Province
By ZHU Zhenya1, WANG Xiaoqiong2

(1. Changjiang Water Resources Protection Institute, Wuhan, 430051; 2. China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Yunnan Province has adopted legal measures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its nine major plateau

natural lakes. This article highlights various measures in the management of plateau

natural lakes in Yunnan Province,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e of lake protection in the

province, and showcases the achievements of these efforts and future prospects. This

article aim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ynergizing high-leve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 Yunnan, plateau lakes, rule of law, protection, managemen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ZHU Zhenya, WANG Xiaoqiong. Legal advancements in th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plateau natural lakes in Yunnan Province. BioGreen -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Vol. 1, September 2024. Total Issues 67. ISSN2749-9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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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technology system construction of the high-quality,

efficient, and low-carbon concrete
By MA Yong1, WANG Minna1

(1. China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bstract: Climate change poses a huge impact on human development and biodiversity.

To mitigate climate change, the limits have been set o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t home

and abroad. In order to fulfill its commitment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reach

carbon peak by 2030 and achieve carbon neutrality by 2060, China has standardize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n various industries. As a key area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the cement industry have significant potential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once high-quality, efficient, and low-carbon concrete enters the market. Based

on this, the Standard Working Committee of the China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has established a project to compile the “Technical

Regulations for High-Quality, Efficient, Green and Low-Carbon Concrete”, hoping that

more companies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compilation and jointly respond to the “dual

carbon” goals.

Key words: High quality and efficiency, low carbon, concrete technology, standards

MA Yong, WANG Minna. Analysis of the technology system construction of the

high-quality, efficient, and low-carbon concrete. BioGreen -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Vol. 1, September 2024. Total Issues 67. ISSN2749-9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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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sibility analysis of bear bile alternatives

By FENG Zi1, WEI Qi1

(1. China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bstract: Bear bile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 with certain therapeutic

value. However, its source, the Asiatic black bear, is classified as a vulnerable species,

and the practice of extracting bile from live bears causes sever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harm to the bears. Although experts and scholars in related fields at home

and abroad have conducted extensive research on bear bile alternatives, the feasibility of

these alternatives remains controversial. This study compiles scientific literature,

experimental data, and clinical results related to bear bile and its alternatives to analys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bear bile and focuses on the feasibility of alternatives from four

perspectives: traditional Chinese herbs, bile from other animals, artificial bear bile, and

synthetic compounds. The study also offer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banning live bear

bile extraction and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viable alternatives.

Key words: Asiatic black bear, bear bile, alternatives, feasibility

FENG Zi, WEI Qi. Feasibility analysis of bear bile alternatives. BioGreen -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Vol. 1, September 2024. Total Issues 67.

ISSN2749-9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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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exploration and internalization of foreign experience in

talent cultivation for international marine organizations

By REN Xiaoyao1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Shandong Province 266100)

Abstract: The 21st century is the century of the ocean. Global ocean governance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order change. However, in terms of

education and cultivation of marine talents, the relevant cultivation model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This paper deeply studies the disciplin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marine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rough case comparison.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till difficulties such as

uneven development of the cultivation model of international marine organization talents,

insufficient willingness and channels for international marine organization talents to go to

these organizations, and low level and influence of Chinese staff in international marine

organizations. By combing through the bottom-up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top-down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in Japan, and the spiral flow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in Germany, the experience is summarized, in order to provide

experience for the talent cultivation of international marine organizations in China and

improve China’s talent cultivation mechanism.

Key words: Ocean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marine organizations, talent cultivation

REN Xiaoyao. China’s exploration and internalization of foreign experience in talent

cultivation for international marine organizations. BioGreen -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Vol. 1, September 2024. Total Issues 67. ISSN2749-9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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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Analysis framework.

Figure 2. The path for high-level marine talents to join international marine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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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on vegetation near the Tamarix austromongolica forest in

Tongde County, Qinghai Province

By WEI Qi1, FENG Zi1, LI Yunfei1

(1. China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bstract: To protect the Tamarix austromongolica resources in the typical region of

Ranguo Village, Tongde County, Qinghai Province, this study conducted a survey of the

vegetation in and around the Tamarix austromongolica forest. The research analyzed the

community composition,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ecological functions of the

vegetation in the area. It also examined the impact of the Yellow River hydraulic

engineering on the Tamarix austromongolica forest and surrounding vegetation in

Tongde County.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study proposed effective conservation

measures to protect this valuable resource.

Key words: Tamarix austromongolica,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ecological functions,

hydraulic engineering,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WEI Qi, FENG Zi, LI Yunfei. Survey on vegetation near the Tamarix austromongolica

forest in Tongde County, Qinghai Province. BioGreen -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Vol. 1, September 2024. Total Issues 67. ISSN2749-9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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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the multivolume China’s Environmental History

By LIANG Ruoyu, YU Long

Abstract: The six-volume China’s Environmental History was published one after

another by Higher Education Press from June 2020 to May 2022, including the Pre-Qin,

Qin and Han, Tang and Song, Ming and Qing,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volumes. As

an early attempt by Chinese scholars to compile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 this

set of works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explains the complex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nation and its environment. In addition, it has several

shortcomings, including format division, content coordination,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Key words: China’s Environmental History, natural environment, human social

environment

LIANG Ruoyu, YU Long. Review on the multivolume China’s Environmental History.

BioGreen -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Vol. 1, September 2024.

Total Issues 67. ISSN2749-9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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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is the wild-exercising and return of South China tiger into the

wild so difficult?

By LI Lihong1, XU Yanjun1, SONG Xiaoli1

(1. China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Preliminary Survey Report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Tigers

in China” issued by the Biological and Scientific Ethics Committee of the China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nd others on July 29,

2022, and based on the existing public survey data,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about 7,100

tigers in China, including four subspecies: Siberian tiger, (mountain) Bengal tiger, South

China tiger, and Indochinese tiger. Among them, about 100 tigers live in the wild,

accounting for about 1.4% of the total number of tiger populations in China: 70 wild

Siberian tigers, 14-20 wild Indochinese tigers, 8-10 wild Bengal tigers, and 0 wild South

China tigers.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urvey results, the natural population of South

China tigers in the wild has become extinct, but fortunately the artificially bred South

China tiger population still exists. Scientists have been exploring the wild-exercising path

of the South China tiger, but it is very difficult.

Key words: South China tiger, wild-exercising, genetic diversity, return into the wild,

human-animal conflict, habitat

LI Lihong, XU Yanjun, SONG Xiaoli. Why is the wild-exercising and return of South

China tiger into the wild so difficult?. BioGreen -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Vol. 1, September 2024. Total Issues 67. ISSN2749-9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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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hina’s Gr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2024: A research

report with guiding, leading, and forward-looking insights

By WANG Xiaoqiong1, WANG Jing1

(1. China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bstract: Analysis of China’s Gr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2024 is a research report

to promote gr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guiding, leading, and forward-looking

insights. It encompasses industry trends, theoretical research, exemplary practices, and

future forecasts. The book takes the “Pursuing Green Development and Promoting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proposed in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s its fundamental essence. Organized by the

China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nd published by

the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the book has received positive feedback since its release.

Key words: Green development, green transformation, circular economy, “dual carbon”

WANG Xiaoqiong, WANG Jing. Analysis of China’s Gr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2024: A research report with guiding, leading, and forward-looking insights. BioGreen -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Vol. 1, September 2024. Total Issues

67. ISSN2749-9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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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mutual recognition of bio-based testing

and certification in a comprehensive and rigorous manner

By ZHOU Jinfeng

(China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bstract: Bio-based materials refer to materials obtained through biomanufacturing or

chemical processing using biomass as raw materials. Due to its renewability,

sustainability, and resource conservation, bio-based materials are gradually becoming

another new leading industry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tandard Working Committee of the China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has established the group

standard Guidelines for evaluating bio-based content in materials and started the standard

compilation work t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mutual recognition of bio-based testing

and certification.

Key words: Bio-based materials, certification, standards

ZHOU Jinfeng. T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mutual recognition of bio-based testing

and certification in a comprehensive and rigorous manner. BioGreen - Bio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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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Zhou Jinfeng, Vice Chairman and Secretary-General of China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nd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Club of Rome, innovatively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Human-based Solutions”,
“Three Axioms of Pollution Treatment” and “Four Principles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 Our Neighborhood (BCON), “Carbon
Equality” theorie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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