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罗杰 电话: (010)67127771 传真: (010)67113790 星期二 2016/06/07

Special ReportSpecial ReportSpecial ReportSpecial ReportSpecial ReportSpecial ReportSpecial ReportSpecial ReportSpecial ReportSpecial ReportSpecial ReportSpecial ReportSpecial ReportSpecial ReportSpecial ReportSpecial ReportSpecial ReportSpecial ReportSpecial ReportSpecial ReportSpecial ReportSpecial ReportSpecial ReportSpecial ReportSpecial ReportSpecial ReportSpecial ReportSpecial ReportSpecial ReportSpecial ReportSpecial Report
E-mail:zghjbggb@163.com特别报道02

服
务
国
家
环
境
治
理
体
系
和
治
理
能
力
现
代
化

—
—
中
日
友
好
环
境
保
护
中
心
二
十
年
发
展
纪
实

合
作

创
新

发
展

20 年前的 1996 年 5 月 5 日，在中日两国政府和领导人高
瞻远瞩的决策下，在两国政府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中，中日友
好环境保护中心（以下简称“中日中心”）落成并正式运行。这
是中日环保合作的大事件。从此，中日环保合作交流有了机
制化的软硬件平台。20 年来，在中国政府和国家环境保护

（局、总局）部的关怀和领导下，在日本政府及其环保部门
和有关团体的支持下，中日中心干部职工精诚团结、艰苦
创业、锐意进取，将中日中心建设成为中日环境合作的基
地 、中 国 双 边 环 境 合 作 的 典 范 、中 国 环 保“ 引 进 来 ”与“ 走
出去”的一个重要交流窗口，将中日中心发展成为国家环
境管理综合技术支持的基地和环境管理新领域新机构的

“孵化器”，对支持中国环保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
发 展 中 日 两 国 关 系 方 面 也 扮 演 着 积 极 角 色 。 过 去 的 20
年，是中日中心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 20 年，是解放思想、
持 续 改 革 创 新 的 20 年 ，是 服 务 大 局 、提 供 技 术 支 撑 的 20
年，是服务社会、改善环境治理结构的 20 年，是服务外交、
深化环境合作的 20 年，是提升能力、培养人才队伍的 20 年。
20 年的发展，不但增强了中日中心的能力和作用，同时形成
了“合作助发展、发展促合作”的发展经验和单位文化 。

▇领导关怀，不断书写中日环保合作新篇章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良好的环境是两国人民的共同福
祉。作为中日环境合作的重要载体，中日中心从诞生到发展、
壮大，都是中日两国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领导关心、指导和具体
支持的结果。

中日中心是中日两国政府领导人政治智慧的结晶。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开始的中日环保合作基础上，1988 年，作
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10 周年纪念项目，时任中国政府总
理李鹏与时任日本首相竹下登达成建设“中日友好环境保护
中心”意向，为中日中心成立奠定了重要政治基础。根据中日
双方签署的协议，日本政府提供 105 亿日元无偿援助资金，中
国政府配套 6630 万元人民币，合作建设中日中心，促进中日
环保合作与交流，助力中国环保事业发展。

中日中心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环保的平台。2001
年 1 月 11 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亲临中日中心视察环保
工作，听取关于沙尘暴、西部生态环境状况研究等汇报，对中
日中心工作给予充分肯定。2000 年和 2005 年，国务院领导同
志先后两次接见了中日中心获得国家“友谊奖”的日方专家。
2010 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出席中日中心承办的“六
五”世界环境日活动，并会见社会各界环境友好使者代表。
2014 年，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中日中心参与承办的“六
五”世界环境日主题活动。国家领导人的这些关心和指导为
中日中心茁壮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日中心是中日两国有关部门共同培育的典范。在时任
国务委员宋健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以及当时两任国家环
保局局长曲格平和解振华等领导的有力指导下，经过 8 年不
懈努力，中日中心大楼于 1996 年 5 月竣工并正式投入运行。
中日中心成立之后，环境保护（总局）部历任领导解振华、周生
贤和陈吉宁部长等多次到中日中心指导工作。日本前首相竹
下登、海部俊树、小渊惠三、菅直人，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时
任日本环境大臣小池百合子、若林正俊、鸭下一郎、小泽锐仁，
时任日本外相町村信孝和日本驻华大使佐藤嘉恭、谷野作太
郎、丹羽宇一郎、木寺昌人等政要多次到中日中心参观，推动
中日环保合作进程，助力中日中心发展。

▇开拓进取，持续深化中日环保合作结硕果

中日中心坚持“合作助发展、发展促合作”理念，为中日两
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良好的环保合作付出了不懈努力，做
出了积极贡献，反映了中日环保合作的主要方面，见证了中国
环保事业发展的轨迹。

在合作中发展，在发展中深化合作。中日中心因中日环
境合作而生，又在发展中不断拓展和深化国际环境合作。中
国环保事业发展的需求和日本相应比较优势决定了中日中心
开展中日环保合作的重点，逐步形成了多渠道、多层次合作模
式。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根据中国环境管理技术和能
力缺乏的情况，中日环境合作积极引人才、引技术、引资金、引
项 目 。 中 日 中 心 在 已 经 完 成 的 三 个 阶 段 的 技 术 合 作

（1992-2008 年）和推进循环经济建设项目（2008-2013 年）合
作中，接受日方专家 377 人次（长期专家 42 人次、短期专家
335 人次）来华交流，派遣 274 人次中方人员赴日进修，在国内
培训环境管理和技术人员 3000 余人；接收器材援助 3.9 亿日
元 ；实 施 了 6 期 中 日 合 作 第 三 国 研 修 培 训 项 目 ；在 水 和 大
气治理、固体废物处理处置、环境监测、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及二噁英监测与分析技术、沙尘暴源解析、环境教育与环
境信息技术、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与环境标志产品认证
认可等领域开展了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合作，取得了重要成
果；这些合作成果不仅为中日中心加强了技术储备和能力
建设，而且为环保系统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对提高中日
中 心 乃 至 国 家 环 境 管 理 的 相 关 技 术 能 力 发 挥 了 积 极 作
用。参与实施第四批日本政府对华官方开发援助（ODA）
贷款环保项目 12 个，贷款金额 1350 亿日元。组织实施历时 4
年的“面向 21 世纪中日环境合作构想计划”下的“100 个城市
环境信息网络系统建设”和“中日合作环境示范城市建设”项
目，共计投资 27 亿日元，100 个大中型城市通过接受援助加强
了环境信息能力建设。

在推动实施环境技术层面合作的同时，中日中心及时超
前谋划，开拓前瞻性领域的合作，加强政策交流，取得积极成
效。例如，借鉴日本经验，启动循环经济研究工作，推动我国

《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制定及实践；推动我国《环境保护法》的
修订，研究气候变化有关政策，开展企业环境管理员制度试
点，编制完成《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报告书指南（草案）》以及《政
府绿色采购立法可行性技术报告书草案》等，使中日中心成为
国内相关领域的早期倡导者和推动者。

中日中心在中日环境合作领域取得的成果和发挥的作
用，得到了中日两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和认可。2007 年 4 月签
署的中日两国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合作的联合声
明》，进一步明确了中日中心的定位和作用，指出，“进一步发
挥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在两国环境保护合作中的窗口和桥
梁作用，使其成为两国环保技术转让与合作的平台，推动先进
环境技术的转让和合作研发。”2007 年 12 月，中日中心在中日
环境合作中的重要地位再次受到两国政府的高度关注。时任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来华访问的时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举行
会谈，在会谈后发布的中日两国政府《关于推动环境能源领域
合作的联合公报》明确提出，“在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设立
中日环境技术信息平台，分享先进的环境技术信息。双方将
进一步合作，加强和发挥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在环境宣传、
教育以及经验交流等方面的作用。”

在发展中开拓，在开拓中取得新发展。中日中心在交流
合作中成长，在创新 开 拓 中 发 展 。 20 年 来 ，顺 应 中 国 环 境
保 护 的 阶 段 特 征 和 工 作 重 心 ，在 中 日 两 国 环 保 部 门 支 持
下 ，中 日 中 心 创 新 开 拓 ，乘 势 而 上 ，根 据 环 保 事 业 发 展 需
要，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和人才队伍建设，提高能力；不断开
拓新领域，培育新机构，打造新优势，为国家环境管理提供

更多、更强技术支撑。
中心成立初期，按照环境政策与科学技术的研究者、环境

理念与知识的传播者的定位，设置 6 个部（室），7 个职能处室，
1 个研究所，1 个挂靠机构。为加强环境信息和宣传教育工
作 ，1996 年 ，在 中 日 中 心 内 组 建 国 家 环 保 局 信 息 中 心 、国
家环保局宣传教育中心。根据国家环境管理发展需要和
中日环境合作进程，1999 年，在中日中心设立了国家环境
保护总局中日合作项目办公室、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合
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等机构。2002 年，为加强国家环境认
证工作，在中日中心组建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认证中
心。2003 年，根据沙尘暴的影响和即将实施的《环境影响
评价法》的情况，在中日中心设立环境卫星业务室（即国家
环境保护总局环境卫星应用中心筹备办公室），启动环境
卫星应用工作，设立环评室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研究及技术
服务工作。为了拓展业务领域
和 合 作 范 围 ，2005 年 在 中 日 中
心加挂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
发 展 中 心 牌 子 ，对 职 能 和 机 构
进 行 了 相 关 调 整 。 2006 年 ，为
加 强 固 体 废 物 管 理 工 作 ，中 日
中心新增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固
体废物管理中心。在机构不断
发 展 壮 大 的 过 程 中 ，为 了 满 足
环 境 管 理 向 相关领域不断扩大
的需求，卫星环境应用中心、环境
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固体废物
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等 3 个正
局级机构先后从中日中心分离，
独立运行，中日中心逐步成为名
副其实的环境保护部技术支持机
构的“孵化器”。

目前，中日中心已经发展为
内设 7 个职能处室，下辖环境保
护部宣教中心、环境保护部信息
中心、国家环境分析测试中心、标
准样品研究所、环境影响评价研
究中心、环境认证中心等 6 个业
务部门（其中，宣教中心和信息中
心为正局级单位，分析测试中心
为副局级单位），中环联合（北京）
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等 3 个下属公
司的大型综合机构。20 年来，中
日中心在环境战略与政策、环境
宣传教育、环境信息、环境分析测
试、环境标准样品研发、环境固废
处理处置、环境认证和环境影响
评价等方面都形成了比较优势。

截至目前，中日中心累计承
担国家 863 计划、973 计划、水专
项、重大科仪等各类政府计划类
科研项目 148 项，国家及行业等
各类标准项目 297 项；获得国家
及省部级科技奖 48 项（其中国家
级奖 4 项、省部级 44 项），获得发
明专利 5 项，实用新型专利 2 项，
软件著作权 47 项。在国家环境
管理和决策中发挥了重要的技术
支持和服务作用。

中 日 中 心 在 岗 员 工 从 1996
年成立时的 160 人增加到目前的
568 人。中日中心固定资产规模
从 1996 年 的 132 万 元 ，增 加 到
2015 年的 5.88亿元。

▇ 服务大局，支撑国家
环境治理显成效

作为环境保护部直属的综合
性事业单位，20 年来，中日中心
始终紧密围绕环境保护中心工
作，找 准 定 位 ，打 造 优 势 ，立 足
国情吸收国外先进的理念和技
术为我所用，取得了一批丰硕成
果，成为支撑国家环境治理的重
要力量。

一是把政策咨询作为重要任
务，为国家环境管理决策提供了
有力支持。 在 2000 年，中日中心
及时开展了沙尘暴与黄沙对北京
大气颗粒物的影响研究，提出减
缓沙尘暴对北京影响的对策，为
国务院启动京津风沙源治理工
程、在全国开展退耕还林还草提
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受到时
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肯定。圆
满完成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协
调和组织工作，牵头承担环境宏
观战略研究综合报告编写工作，
提出许多创新性观点，受到国务
院和部党组肯定。围绕环境保护
部环境立法重点工作，开展《环境
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修订的
调研、论证工作，为环境保护法律
法规的制定、修改提供了有力支
撑。持续深入开展绿色信贷、环
境污染责任保险产品评估等研
究，发布《绿色信贷发展年度报告》，促进了环境经济政策的制
定实施。开展的众多国际环境问题研究，对支持国际环境合
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是把信息化建设作为重要支撑，为环保大数据运行搭
建了基础平台。适应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发展趋势，自
2003 年开始，认真做好环境保护部机关电子政务内网、外网
和环境保护专 网 等 基 础 网 络 系 统 环 境 数 据 传 输 与 交 换 平
台的建设和运行维护工作，环境保护部网站连续多次被评
为优秀政府门户网站，2009 年在中国政府网站互联网综合
影响力及绩效评估活动中取得部委网站第三名的好成绩，
先后荣获“中国互联网最具影响力政府网站”、“电子政务
建设工程成就奖”和“电子政务最佳实践奖”等奖项。开发
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管理和流域考核专题子系统，完成
与减排空间信息共享服务平台在空间数据、产品服务和专
题应用系统的无缝集成，为生物物种资源共享、宣传教育
提供基础信息支持。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数据调查评估，
建立我国首个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基础数据信息系统。目前，
已经建成连接环境保护部、32 个省级环境保护厅（局）和 446
个市级环境保护局的环境保护专网，实时运行全国近 2 万家
污染源的自动监控数据和建设项目管理数据，初步形成“一套
标准、一张网、一个通道、一个平台、一个库、一张图、一套运维

体系”的环境信息化基础支撑能力。
三是把宣传教育作为重要手段，为促进环保人才队伍

建设和公众参与提供了基础支撑。坚持“党中央国务院精
神在哪里，干部培训就跟进到哪里”、“环保中心工作在哪
里 ，干 部 培 训 就 服 务 到 哪 里 ”、“ 环 保 干 部 的 需 求 在 哪 里 ，
干部培训的重心就在哪里”的原则，分层次、渐进式、有序
化、大规模培训干部，承办党政领导干部培训班 196 期，累
计培训 11860 人，有力促进了环保系统干部队伍建设。坚
持品牌效应，每年利用“六•五”世界环境日等契机承办主
题 宣 传 活 动 ，开 展 已 有 6790 余 名 青 年 使 者 参 加 的“ 千 名
青 年 环 境 友 好 使 者 行 动 ”，组 织 近 5 万 所 绿 色 学 校 创 建
工 作 ，制 作 播 出 近 700 期 与 新 华 社 共 同 打 造 的 唯 一 国 家
级 环 境 节 目 ——《环 境》电 视 栏 目 ，拍 摄 的 儿 童 环 保 科
幻 剧《星 际 精 灵 蓝 多 多》有超过 2 亿观众观看，动员全社

会关注环保、关心环保，参与环
保、支持环保。目前，中日中心
已建成国家环境宣传教育示范
基 地 ，为 公 众 提 供 系 统 性 开 展
环境学习的场所。

四是把提高技术能力作为重
要途径，为多项关键基础性研究
提供了舞台。 中日中心是国内
较早致力于环境中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POPs）和内分泌干扰物方
面研究的科研单位，现已成为国
家环境保护 POPs 研究与分析检
测中心、全国 POPs检测示范培训
中心及开放实验室；环境二噁英
研究和监测取得突出成效，建成
了“国家环境保护二噁英污染控
制重点实验室”，首次制订了包括
环境空气和废气、水、土壤和沉积
物、固体废物各介质中二噁英测
定的国家环境监测方法标准，研
制出“飞灰中二噁英”国家二级标
准物质，填补了国内空白。 建立
国家环境保护污染物计量和标准
样品研究重点实验室，大力开展
标准样品研发，441 项研究成果
取得国家环境标准证书，范围覆
盖水质、大气、土壤等六大类标准
样品，初步构建了环境标准样品
体系，环境检测实验室能力验证
服务领域达到 294 项，基本满足
了国家环境科研与环境监测对标
准样品的需求。

五是把承接环境管理作为重
要职能，为完善国家固体废物环
境管理体系做出了积极努力。先
后参与《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
办法》、《危险废物集中处置和综
合利用设施评估技术指南》、《固
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进口废
物管理目录》等规章和规范性文
件的研究起草工作，完成全国危
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办法情况及持
证单位危险废物的经营情况的统
计分析，组织完成《“十二五”危险
废 物 污 染 防 治 规 划》的 编 制 起
草。组织开发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处理信息系统，跟踪记录废弃电
器电子产品在处理企业内部运转
的整个流程，是我国首个运用信
息化手段跟踪记录废弃电器电子
产品等固体废物在企业内部完整
运转流程的全国性环境管理信息
平台，有效促进了废弃电器电子
产品的规范回收处理活动。认真
履行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和危险
废物出口核准技术审查工作，严
把 废 物 进 口 申 请 技 术 审 核 关 ，
2005-2013 年，累计审核 121421
份各类进口废物申请，阻止了 23
批次向我国的非法出口。

六 是 把 服 务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作 为 重 要 目 的 ，为 开 拓 环 境 管
理 新 领 域 发 挥 了 引 领 作 用 。
中日中心作为首批规划环境影
响 评 价 推 荐 单 位 ，探 索 规 划 环
评方法，主持编制完成的“黄河
中上游能源化工区重点产业发
展战略环评”，为国家及中西部
相关省份“十二五”规划编制提
供 了 依 据 ，为 环 境 保 护 参 与 国
家 宏 观 决 策 创 新 了 方 法 和 抓
手 ，与 其 他 四 大 区 域 重 点 产 业
发展战略环评报告一起被环境
保 护 部 领 导 誉 为“ 战 略 环 评 的
力作”、“环保教科书”。实行严
格 的 环 评 制 度 ，累 计 完 成 各 类
环境影响评价、竣工环保验收、
上市核查等咨询项目 600 余项，
主持编制完成北京新机场建设
等 大 型 项 目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报
告 ，为 环 评 行 业 健 康 发 展 树 立
了典范，连续两次被评为“全国
十 佳 甲 级 环 评 机 构 ”。 积 极 主
动用标准和认证来引导产业发

展，承担中国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机构认可委员会秘书处工
作 ，建 立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认 证 国 家 认 可 制 度 ，推 动 中 国
ISO14001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认 证 工 作 的 开 展 。 创 造 性 地 逐
步 完 善 环 境 标 志 标 准 体 系 ，研 究 制 修 订 环 境 标 志 标 准
98 项 ，涵 盖 制 造 业 、建 筑 业 等 5 大 行 业 ，形 成 了 2 万 多亿
元产值的环境标志产品群体，覆盖群众生活的许多方面。
全国已经有 4000 多家企 业 、4 万 多 类 共 20 万 种 以 上 型 号
的 产 品 获 得 中 国 环 境 标 志 认 证 。 推 动 中 小 学 教 科 书 绿
色 印 刷 全 覆 盖 ，引 导 印 刷 行 业 转 型 升 级 。 近 年 来 ，在 做
大 做 强 传 统 第 三 方 认 证 服 务 的 基 础 上 ，开 展 了 绿 色 供
应 链 和 环 境 领 跑 者 制 度 研 究 推 广 工 作 ，在 天 津 和 广 东
东 莞 市 建 立 相 关 示 范 项 目 ；在 推 动 政 府 绿 色 采 购 制 度
和 环 境 领 跑 者 制 度 建 立 与 实 践 中 发 挥 了 开 创 性 作 用 。
2009 年，中日中心下属机构成为国内首家获得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批准的清洁发展机制（CDM）指
定经营实体，拥有 15 个领域 CDM 业务领域审定与核查/核证
资质。上述新领域的开拓创新，形成了中日中心在促进企业
节能减排和公众绿色消费方面的独特优势，中国环境标志被
评为“新中国 60周年 60个杰出品牌”之一。

七是把“引进来”和“走出去”作为重要方法，为深化国际
环境合作提供了交流平台。作为开展国际环境合作的一个先

行者，中日中心不断扩大合作领域，拓展合作渠道。松花江水
污染事件之后，中日中心全面参与了中俄环保合作的相关工
作，长期跟踪中俄环保合作机制，对中俄环保合作中的焦点
问 题 以 及 环 保 合 作 战 略 开 展 研 究 。 中 日 中 心 在 中 欧 、中
美 、中 德 、中 瑞 等 合 作 中 ，执 行 了 众 多 项 目 ，特 别 是“ 中 欧
CDM 促 进 项 目 ”、“ 中 欧 环 境 治 理 项 目 ”、中 德“ 国 家 环 境
保护总局能力建设项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中美
联合经济研究项目”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深化双边合
作 的 同 时 ，不 断 推 动 多 边 及 区 域 合 作 ，2000 年 启 动 了“ 中
日韩环境意识提高项目”，为中日韩三国环境官员和环境
教育 NGO 之间的交流搭建了平台；承担西北太平洋行动
计 划 的 数 据 和 信 息 网 络 区 域 活 动 中 心 的 工 作 ，推 动 创 建

“大湄公河次区域电视媒体环境意识传播交流机制”；举办
了 49 期面向发展中国家的环保援外研修班，培训 119 个发
展中国家的 1195 位环境官员，被联合国环境署誉为“南南
合 作 的 典 范 ”；开 展 UNEP 发 展 中 国 家 环 境 标 志 能 力 建 设
项 目 、UNEP 绿 色 公 共 采 购 项 目 等 ，在 解 决 区 域 性 环 境 问
题 上 发 挥 了 积 极 作 用 。 到 2015 年 底 ，中 日 中 心 经 联 合 国
UNFCCC 批 准 注 册 和 签 发 了 中 国 、越 南 、老 挝 、朝鲜等国
家的 380 个 CDM 项目。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合作，形成了以城
镇化、生态足迹、生态文明、绿色经济研究为特色的合作品牌。

▇继往开来，推动中日中心新发展

中日中心 20 年的发展实践，积累了宝贵经验。概括起来
就是坚持“三个结合”。

一是坚持把服务环保事业发展同实现自身创新发展相结
合。自觉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部署和环境
保护工作大局，服务于中日环保合作，是中日中心的基本职
责。中日中心的工作只有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中定位、在大
局里行动，才能争取主动、找到优势、发挥作用、赢得支持。中
日中心成立 20 年来，不断提高正确把握大局、从大局的高度
谋划工作的能力、从大局需要找准工作着力点和结合点的能
力，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形势变化，不断改进创
新，及时调整发展方向和目标，积极探索发展途径和办法，通
过能力建设、人才培养，拓展业务、加强科研，逐步在各领域形
成了一批特色项目，有成果、有成效、有影响，打造了一些自己
的品牌和名片，开创了环保双边合作新模式，构筑了支撑环境
管理新平台，在服务国家环保事业进程中不断发展壮大。

二是坚持把加强领导同调动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相结合。根据面宽、点多、线长的特点，中日中心党委切实履
行党的责任，严格党内政治生活，自觉坚持民主集中制，既通
过贯彻落实党中央的理论、路线方针和部党组的部署，提出中
日中心的具体要求，带领干部职工前进；又以加强党建工作为
抓手，扎紧制度的篱笆，严格管理，严格要求，使全体职工自觉
守纪律、讲规矩，有责任、有担当。根据中日中心专业性强的
特点，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采取干
部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措施，充分发挥各中心、研究所的
积极性，充分依靠各类人员的积极性，以人员能力水平的提高
推动中心工作质量不断提升，从干部职工的实践创造和发展
要求中获得前进动力，切实让部党组满意、让干部职工满意。

三是坚持自主努力同对外合作相结合。回顾 20 年发展
历程，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办好中日中心的事情，根本在

（局、总局）部党组，关键在自己。中日中心虽然成立较晚，但
是发展较快，这既有采取谦虚谨慎的态度，广泛引进技术，借
鉴其他国家成熟经验的原因，更是在（局、总局）部党组坚强领
导下，坚持自力更生、锐意拼搏的结果。中日中心在中日之间
开展了不少具有连续性和实用性的合作项目，从“援助”逐渐
走向“互惠”，给我国带来了技术、知识和资金，同时也达到了
中日互惠互利的双赢目的。中日中心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始终
保持积极开放的态度，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协调，结合
自己的实际，走好自己的路，办好自己的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
重视环境保护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既要绿水青
山，也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像保护眼睛一
样保护生态环境”，形成一系列重要论述，把发展观、执政观、
自然观内在统一起来，融入党的执政理念、发展理念中，成为
全党的共同意志，为今后一个时期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指明了
方向，提供了强大动力。

今天的中国环境保护工作，正如陈吉宁部长指出的，“十
三五”环境保护的蓝图已经绘就，将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
心，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动力，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
度，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推进主要污染物减
排，严密防控环境风险，不断提高环境管理系统化、科学化、法
治化、精细化和信息化水平，加快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确保 2020 年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未来的中日中心发展，首先就是在落实“十三五”环保蓝
图中精准定位，做大做强比较优势，补齐短板，深化合作；同
时，根据国家环境保护形势和管理工作需求的变化，与时俱
进，锐意创新，及时调整工作的方向和重点领域。

一是成为国家环境管理的基础技术支撑者。紧紧围绕国
家环境管理的中心工作，以环境信息化建设能力为基础，围绕
提高环境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在环保大数据建设和应用中发
挥突出作用；以环境分析测试和标准样品研究能力为基础，围
绕完善国家环境监测体系，在环境监测方法、监测质量控制、
标准样品研制、第三方权威监测检验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以
培训资源为基础，围绕加强环保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发挥培训
教育的专业化作用。

二是成为公众与政府的联络人。生态环境唯有“共治”才
能“共享”。增强环境宣传教育职能，扩充公众和社会组织服
务平台，做政府环境政策和信息公开的传播者，做公众环境意
识与知识的普及者，做公众和社会组织参与环境保护的引导
者，成为政府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纽带、畅通交流的渠道。

三是搭建企业环境治理的服务平台。企业环境治理既靠
严格监管，也要给予技术服务。利用日本等国环境技术优势
和管理经验，围绕大气、水体、土壤污染治理行动计划，搭建面
向企业治理污染的最佳实用技术及方法的评估与推广平台。
利用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环境标志认证、绿色供应链、低碳产
品认证等方面的优势，搭建引领绿色生产和消费模式平台，引
导和倒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四是打造国际环境合作的新窗口。继续以中日环境合作
为主线，朝着 系 统 化 、专 业 化 、精 细 化 方 向 迈 进 ，全 面 提 升
合作效果，互利互惠。同时，落实好《中日韩环境污染防治
技术合作网络谅解备忘录》，扩大双边和区域合作渠道，拓
展 合 作 伙 伴 ，深 化 合 作 内容。做大做强对外培训，围绕“一
带一路”倡议，积极走出去，传播好中国环保“好声音”，增添中
国环保“正能量”。

中日中心 20 年的发展，成绩实实在在、经验真真切切，基
础雄厚、优势明显。面向未来，实现中国梦的宏图伟业催人奋
进，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清晰明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和实现生态环境
质量总体改善的攻坚期给中日中心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和考验，在环境保护部的坚强领导下，在各方的大力支持下，
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实现中日中心的新发展，为推动
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新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