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和支持下
,

做了一些工作
,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是
,

环境工作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
,

还有大

量的工作要做
,

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研究 我们认为 有关拟定保护和改善环境的方案和

实施行动计划
,

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
,

分别轻重缓急
,

通过平等协商来进行 由于各国自然条

件
、

发展水平
、

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处境不同
,

各国面临的环境问题也

不尽一样 环境方面的标准和法律主要应由各国根据 自己的国情来制定
,

统一的标准和法律

难以在每个国家适用
‘

当然
,

国际上也可制定一些共同遵守的条例 但这必须贯彻尊重主权和

平等协商的原则
,

不能强加于人
,

不能侵犯别国主权
,

不能干涉别国内政
,

不能损害别国利益

我们还认为 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环境保护工作
,

主要应该依靠本国人民来进行 同时
,

可以

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争取必要的外援 世界各国人民在长期同自然条件作斗争中
,

创造
、

积累

了许多保护环境的经验
,

各有 自己的长处 因此
,

我们赞成在国际间彼此交流经验
,

相互学习
、

取长补短
,

第三世界国家间的互助合作尤其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 环境规划署在工作 中
,

应该

特别注意充分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意见和要求
,

防止少数大国操纵垄断
,

防止他们以援助之

名
,

行掠夺之实 理事会筹集的环境基金也主要应该用于发展中国家
,

以真正帮助和促进广大

第三世界国家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
,

提高其保护自然资源和改善生活环境的能力

主席先生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的经济和科学技术水平还不高
,

我

们对于在经济发展中如何保护和改善环境问题
,

经验还不多 我们愿意学习各国人民的一切

好的经验
,

也愿意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中国代表团将一如既往
,

愿意和大家一道
,

共同

努力
,

使这届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谢谢主席先生

中 国 代 表 团 副 团 长 曲 格 平 同 志

关 于
“

发 展 与 环 境
”

问 题 的 发 言

一九七七年五月十八 日

主席先生
、

各位代表先生

如何处理发展
,

特别是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的关系
,

是各国人民所关心的问题
,

也是每年

环境规划理事会辩论的一个重要议题 发展是会带来污染问题的
,

这是客观存在 问题在于

能不能采取措施解决
,

尽量减少和控制污染 这个问题对各国
,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很重要

的问题 因此
,

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是有必要的
,

也是有益的

几年来
,

理事会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断深人 中国代表团注意听取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和

其它国家的代表所阐述的一些观点 从讨论中我们看到 在当今世界上
,

环境污染存在着两

类不同的情况 一类情况是在一些发达国家
,

垄断资本集团为了攫取高额利润
,

不顾广大人民

和子孙后代的健康
,

大量排放有害物质
,

滥采滥伐自然资源
,

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和破坏
,

不

仅危及到本国人民的福利和健康
,

而且
,

危及到了邻国一些地区 他们的逻辑是我发我的财
,

你遭你的灾 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科学技术都有很高的发展
,

完全有能力采取措施防止和消除

对环境的污染破坏 但是
,

我们看到的现实却并不是这样



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也存在一些环境问题
,

这主要是长期遭受帝国主义
、

社会帝国主义和新

老殖民主义的统治
、

掠夺和剥削的直接或间接的结果 第三世界国家在取得民族独立
、

发展民

族经济中
,

缺乏经验
, ’

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
,

也是一个原因 因此
,

正如在斯德哥尔摩通过的

《人类环境宣言》所正确指出的那样
“

在发展中的国家中
,

环境问题大半是发展不足造成的⋯

⋯
,

因此
,

发展中的国家必须致力于发展工作
”

在发展中
,

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
,

采取积极

的防止污染危害的措施
,

环境与发展的矛盾是可以求得解决的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八亿中国人民正为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
、

工业
、

国防和科学技术

的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
,

为了保护和改善环境
,

防止建设

造成新的污染危害
,

我们制定了一条环境保护的方针
,

就是。 “

全面规划
,

合理布局
,

综合利用
,

化害为利
,

依靠群众
,

大家动手
,

保护环境
,

造福人民
”

这条方针是总结了我国在建设中的经

验而制定的
,

其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

一
、 “

全面规划
,

合理布局
”

在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时
,

要合理安排和正确处理工业和农

业
、

城市和乡村
,

生产和生活
、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

使这几个方面统筹兼顾
,

协调地发

展 建设布局
,

特别是工业布局
,

实行大分散小集中
,

多搞小城镇的方针 我国石油基地之一

的大庆
,

就是建设的城乡结合
、

工农结合
、

有利生产
、

方便生活的小城镇 实践证明 城市小
,

人口少
,

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中排泻的污物就易于处理
,

同时
,

城镇周围有广阔的田野
,

即使

有少量的有害物质也易于稀释和净化

二
、 “

综合利用
,

化害为利
”

就是要求把有害之物
,

变成有用之物
,

从而消除污染危害

这也是充分利用 自然资源
,

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的积极措施 我国把综合利用列为一项主要

的经济政策
,

要求每个工厂把排放的有害物质加以回收或制成新的产品
,

打破行业界限
,

实现

一业为主
,

多种经营 对新建企业
,

凡是有三废为害的
,

都采取把综合利用和处理三废工程
,

同

时设计
,

同时施工
,

同时投产的办法
,

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在农村则提倡把农业生产中的废物发

酵生产沼气和沤制粪肥 对于人们 日常生活中排放的垃圾
,

也收集起来
,

分类处理
,

实行综合利

用
,

把无用之物重新变作工业原料或农业肥料 对污染环境
、

危害人民健康的物质实行综合利

用
,

不仅消除或大大减轻了对环境的污染
,

而且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三
、 “

依靠群众
、

大家动手
”

就是动员和依靠群众来保护和改善环境 环境保护是涉及

面非常广泛的一项工作
,

仅靠一个部门来做不行
,

需要各个部门
,

各行各业都来做
,

才能做好

只靠少数人来做也不行
,

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
,

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 因此
,

我们从中央到地方
,

各级领导
、

各行各业利用各种形式
,

广泛宣传保护环境的意义 调动各方

面的积极性
,

并实行领导干部
、

工农群众和专业技术人员相结合的办法查危害
、

找来源
,

制定防

治措施
,

实行群众监督
,

动员大家一齐动手解决问题 不仅工厂是这样做的
,

城市
、

乡村环境卫

生
、

血吸虫病的防治和改造沙漠也是这样做的

四
、 “

保护环境
,

造福人民”
这是环境保护的 目的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教导我

们
“

我们的贵任是向人民负责
” , “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 , “

世间一切事物中
,

人是第一可宝

贵的
, ,

在共产党领导下
,

只要有了人
,

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

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和

建设的同时
,

切实采取有效措施
,

防止时环境的污染
,

保护人民的健康
,

不做遗害人民和子孙后

代的事

我们这条保护和改善环境的方针是积极的
,

它既保证了经济的发展
,

又可以保护和改善环

境
,

适当解决了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 这并不是说我国的环境就没有问题了
,

下转第 页



里把某些毒物吸收到体内
,

而依次各营养级

上的各种动物
,

主要是通过食料生物而把毒

物摄入体内
,

进一步浓缩和积累起来
,

再通过

食物链 或食物网 转移到最后一个营养级

主要是鱼类和贝类
,

后者被人们食用后
,

就

会危害人体健康 近年来国外关于鱼体残毒

和毒物在生物体内浓缩
、

积累
、

转移以及毒物

引起鱼的组织学
、

病理学
、

组织化学和细胞培

养方面的改变都有研究报告

在鱼类方面
,

对于今后的工作
,

提出几点

看法

以鱼为对象的生物检测
,

国内
、

外都已

做了大量工作
,

目前尚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

如何结合我国情况
,

使检测工作规范化
,

以便

生产部门广泛使用 二是生物检测的结果如

何应用于保护天然水体的问题 目前采用的

应用因子为 小 时 平均忍受 限值 的 一
, “

因子
”

本身就有 倍的差幅
,

所以在

应用因子的选择上
,

有进一步提出科学依据

的必要 此外
,

诸如理化因素对毒物毒性影

响
,

两种以上毒物的混合毒性以及比较不同

种类的鱼和同种鱼不同发育阶段对毒物的耐

受性等方面的工作也急需开展

鱼类作为水污染监测手段
,

应着重于

研究能预报长期影响的短期测试方法
,

即建

立早期警报系统
,

以便于在形成污染之前
,

有

关部门即能采取措施
,

防患于未然 这方面

我们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
,

如有机磷农药污

染引起鱼脑胆碱醋酶活性的降低
,

水质变化

引起鱼类的迥避反应
,

均可作为污染监测手

段 研究在亚致死毒物浓度下
,

鱼类行为习

性
、

生理
、

生化
、

病理等方面的改变
,

用作污染

监测是值得探索的方向

要深人开展毒物在食物链上积累
、

转

移规律的研究 有些在环境中难于分解的化

合物
,

如滴滴涕
、

六六六
、

聚氯联苯等
,

即使在

环境中的浓度不致引起急性中毒
,

也可通过

食物链在生物体内逐级浓缩
、

放大
,

从而引起

慢性中毒
,

危害人体健康
,

汞
、

镐等重金属也

可通过水环境和食物链进入人体
,

致使出现

神经中毒
,

骨萎缩
、

弯曲
、

软化等症状 通过

实验研究
,

找出生物吸收这类毒物的途径
、

吸

收效率
、

排泄和代谢速度等规律
,

从而做到监

测污染防止危害
,

保护人民身体健康

继续开展天然水体鱼类污染生态的调

查 实验研究和野外观察是控制污染的两个

不可缺少的手段 离开了野外观察的实验研

究往往陷于无的放矢
,

也无法检验其应用的

效果 只作野外观察而不注重必要的实验研

究
,

往往也难于阐明规律
,

解决问题 生物检

测
、

生物监测的工作
,

最终还是要回到天然

水体中去得到检验 开展鱼类污染生态的调

查
,

寻求水质状况与鱼类种群之间的关系
,

也

许能取得指示水污染最直接的
“

信息
”

上接第 页 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除了旧社会的遗迹和我们在建设中缺乏经验之外
,

刘

少奇
、

林彪反党集团
,

特别祸国殃民的王洪文
、

张春桥
、

江青
、

姚文元
“

四人帮
”

的干扰破坏
,

在我

国政治上
、

经济上
,

也在环境保护方面造成了严重危害

现在
,

八亿中国人民正在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的领导下
,

深入揭发批判
“

四人帮
”

的滔天罪

行
,

肃清他们在各个方面
,

包括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流毒 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
、

斗志昂扬
,

抓

纲治国
,

全国形势一片大好 我们将继续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奋勇前进 我国的环境保护也必

将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我们在保护和改善环境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
,

但是
,

我们还缺乏经验
、

缺乏知识
,

工作中

还存在不少缺点 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

并且愿意向各国学习一切好的做法和经验 我们已经

学习了一些
,

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学习
,

以便把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