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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创新与和谐发展》

前言

　　2008年对中国而言，是极为不平凡的一年：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也遭受了南方冰雪灾害和四
川汶川大地震；经济保持了快速发展，也面临石油、粮食等商品价格的大幅动荡带来的压力。2008年
同时还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颁布实施《环境保护法》30周年，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中国全国
人大常委会批准组建环境保护部，标志着中国的环境执政能力建设进入了一个历史新阶段；2008年的
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带来严峻挑战，也对未来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强环境保
护提出了新的课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合会）召开2008年年
会，以“机制创新与和谐发展”为主题，重点讨论了经济动荡形势下如何通过创新体制机制，防范环
境保护成为金融危机的牺牲品。温家宝总理在会见出席年会的外方代表时指出，在国际金融危机和经
济遭受影响的情况下，中国仍将坚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高
度重视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措施和力度坚定不移；实现节能减排的目
标坚定不移。　　国合会中外委员认为，当前的金融危机对于中国既是挑战，但也是重要的机遇，中
国应当用创新的方法来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这将为中国带来持久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
益，否则将削弱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中国应当大力鼓励环境保护技术创新和技术推广以增加
相关就业机会，大力发展清洁适用技术、保护生态系统并增加对农村地区环境保护的资金投入，大力
推动和实施一系列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中国开拓的新型道路和积累的成功经验，将为全
球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借鉴。　　作为年度出版物，本政策报告的基础是国合会2008年政策研究成果
，反映了国合会中外委员和专家学者对中国环境与发展相关问题提出的政策建议，可供国内各级决策
者、专家学者和公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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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机制创新与和谐发展》作为年度出版物，本政策报告的基础是国合会2008年政策研究成果，反映了
国合会中外委员和专家学者对中国环境与发展相关问题提出的政策建议，可供国内各级决策者、专家
学者和公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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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合会）于1992年由中国政府批准成立，是一个由中外方高层
人士与权威专家组成的高级国际咨询机构。国合会的主要职责是针对中国环境与发展领域的重大问题
进行研究，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进程，对中国政府的环境与发展决策作贡献。
　　在中国政府与有关国家政府，国际机构的合作下，国合会现已经历了三届。第一届国合会
（1992-1996年）主要针对中国环境与发展领域的关键问题进行政策研究，交流传播国际经验及成功政
策；第二届国合会（1997-2001年）在政策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了政策和项目示范；第三届国合会
（2002-2006年）则更加紧密地联系中国环境与发展的实际，对相关政策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并提出
了许多建议，不少建议已被中国政府的相关部门所采纳。在前三届国合会成功的基础上，中国政府已
经批准成立第四届国合会（2007-2011年）。
　　16年来，国合会见证了中国推动可持续发展并取得进展的重大历史时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成
为中国与国际社会在环境与发展领域开展对话、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桥梁和纽带：中国的环保事业也
通过国合会开始全面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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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此，急需开展环境污染健康损害赔偿的法律制度研究工作，进一步强化环境污染的法律责任，
完善环境污染健康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并研究制订环境污染健康损害的程度鉴定、赔偿标准与程序
等具体赔偿办法。　　2.3建立环境与健康管理体系的国际经验和教训　　2.3.1美国的环境健康管理体
系　　2.3.1.1美国应对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害的经验和教训　　尽管环境健康法规的最终目的都是改善
环境质量，进而减少与环境相关的疾病，但是各个具体法规的条款都有各自的基于不同出发点的方法
体系，这取决于该规则所依据的法律。一些法规（“基于风险的法规”）通过卫生标准实现健康保护
，则它们设立管控措施时一般仅考虑如何保护健康，却没有考虑与设立一个标准密切相关的其他问题
，如实现这一管控水平的成本问题或现有技术是否可行等。另一些法规（“基于技术的法规”）则将
最终监管标准与技术能力联系在一起。这些法规可能被视为以健康保护为基础的标准的对立面，因为
它们不是考虑保护健康需要怎么做而是考虑从工程的角度能够做什么。因此形成的标准是基于现有最
佳污染控制技术的。一些法规要求环保局通过对应相关法规的经济后果来调节化学品的环境健康影响
，以避免“不合理的风险”。最后，一些法规依靠经济激励的办法来实现危害控制，最显著的例子就
是《清洁空气法》的“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即设立交易某些污染物的排放限额的体系，并通过对
每一吨排放量进行征税的方法来实现。　　历史表明，这些方法中，基于技术的标准是迄今为止最容
易实行且减少污染见效最快的方法。这是因为，通过确定现有最佳技术来控制污染比通过审查毒理学
文献来建立污染物接触安全标准要容易得多。　　2.3.1.2信息披露与公众参与　　美国制度的一个关
键组成部分是对知情权的要求，这在美国主要的环境法规和广泛适用的《信息自由法》中都有体现。
这些法律要求环保局和其他联邦机构将环境危害信息提供给公众。美国的非政府环保组织和社会团体
在使用这些资料向政府施压并且推动政府采取行动以改善环境质量的方面有着悠久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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