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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环境殖民主义

陶锡 良

摘 要 环境殖民主义是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出现的没有殖 民地的殖民主义
,

是

某些发达国家利用环境问题推行霸权主义
、

强权政治的产物
。

其本质和旧殖民主义

一样
,

是为 了攫取穷国的资源和财富
。

它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没

有炮火的资源掠夺
; 不见兵卒 的污染入侵

; 借环境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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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因素已成为国际

关系中的新热点

今年 1 月 17 日
,

世界头号贸易大国—
美国

,

受到了世界贸易组织 (W T O ) 的
“

黄

牌警告
” :

美国一项有关空气清洁的法律
,

含

有歧视别国产品的内容
,

违反了贸易自由化

原则
,

因而是非法的
。

W T O 的这项裁决起因

于 1 9 9 3 年 12 月美国联邦环保署发布的一项

法令
。

该法令为在美国出售的汽油制定了新

的环境标准
,

规定汽油中硫
、

苯等有害物质

的含量必须低于一定的水平
。

但这个规定对

进 口汽油的环保要求明显高于对其国内炼油

厂的要求
。

委内瑞拉是南美洲的石油大国
,

也

是向美国出口汽油最多的国家
。

它认为
,

美

国的这个环保法令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产物
,

于是在 1 9 9 4 年将官司打到 W T O 的前身
,

即

关贸总协定 (G A T T )
。

巴西后来也向美国作

出同样的指控
。

w T O 从 1 9 9 5 年 4 月开始
,

经过 9 个月的调查
,

认为美国虽然有权 自由

制定本 国的环境标准
,

但作为 W T O 成员的

美国
,

不能制定具有双重环境标准
、

含有排

他性内容的法令
,

这有违 W T O 协议中的平

等原则 ¹ 。

这个环境
一

贸易争端事件
,

至少说明 3个

问题
:
一是环境保护和国际环境法

,

已经成

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新领域
、

新热点
,

环境

问题正逐渐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政治问题
; 二

是发展 中国家在与环境有关的贸易纠纷中
,

为维护本国的正当利益
,

敢于和
“

环境超级

大国
”

据理力争
;
三是发达国家以环境保护

为借口
,

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与产品提出不

切实际的标准
,

设置新的非关税壁垒
,

实行

新的贸易保护主义
。

自从 19 7 2 年联 合国人类环 境会议 和

1 9 9 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
,

环境保

护 已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所重视
,

联合国及其

所属机构也已通过 了一系列的环保公约
、

议

定书和修正案
。

这本来是件拯救地球
、

造福

当代
、

惠及后代的大好事
。

可是
,

某个超级

大国硬要把环境保护政治化
,

利用环境问题



干预他国的政治经济
,

用本国的环境标准和

环境政策控制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
,

干涉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权
。

1 9 9 2 年 n 月
,

克

林顿当选美国总统后不久
,

在他提出的全球

战略思想
“

新契约
”

中
,

就将环境保护与军

事
、

经济
、

政治并列
,

纳入了美国的
“

现代

安全概念
” 。

1 9 9 4 年 7 月 21 日
,

美国发表的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
,

把美国新的国家

安全战略重点放在经济繁荣
、

人 口增长
、

大

批难民移民
、

全球气候变化和艾滋病蔓延等
“

非传统的外交政策
”

上
,

并说对美国安全构

成新的威胁不仅来自军事方面
,

恐怖主义
、

贩

毒
、

环境等也对美国的战略构成新的挑战
。

日本虽然是个世界经济强国
,

但由于其

国内资源贫乏
,

经济的发展不得不依赖于进
口 自然资源

。

世界环境及资源保护
,

对 日本

经 济的影响十分重大
。

为此
,

日本提 出了
“

环境安全
”

的重要概念
。

1 9 9 2 年 5 月
,

日本

参议院和综合安全保障调查会经过 3 年的调

查
,

向首相递交了 《90 年代 日本的作用—
环境与安全的应循原则》的报告

,

认为环境

保护问题是冷战后建立
“

新的和平秩序
”

的

一个重要课题
,

环保 已成为保障综合安全不

可缺少的主要工作
。

当时的宫泽首相还提出

日本在环保问题上要
“

发挥主导作用
” ,

甚至

建议联合国制订
“

地球环境基本法
” 。

在里约环发大会之后
,

欧共体一方面表

示在世界环境保护中要
“

领导国际社会
” ,

另

一方面又提出环境问题共同责任论
,

否认全

球环境退化的主要责任在发达国家
。

发达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这些论调
,

其

实质是要借环境保护来制约发展中国家的发

展
,

干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政治
,

达到维

持
“

富国愈富
,

穷国愈穷
”

的不公正的经济

格局
。

这理所当然要遭到第三世界国家 的强

烈反对
。

拉丁美洲国家认为
,

南北方之间存

在着严重的环境侵略行为
,

发达国家加紧对

发展中国家的掠夺性资源开发
,

破坏其环境
,

同时千方百计回避其责任和义务
,

所以发达

国家欠了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债务
。

马来西亚

总理马哈蒂尔在 1 9 9 5 年 3 月哥本哈根联合

国社发世界首脑会议上更直接地指出
: “

北方

在搜刮尽了本国的财富之后
,

又在统治我们

的时候榨取了我们国家的财富
。

现在他们企

图利用包括人权
、

社会条款和环境的条件来

限制我们的经济增长
。 ”

印度新德里
“

科学与

环境中心
”

曾经发表一篇题为 《不平等世界

中的全球变暖
,

环境殖民主义的一个例证》的

报告
。

该报告在讨论全球变暖的环境问题时
,

首先提出应该如何在平等的基础上评价使全

球变暖的责任问题
,

强烈主张 C O
,

等温室气

体
“

汇
”

(吸收 ) 能力应在全世界居民中平等

分配
,

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各国
,

而不是按华

盛顿
“

世界资源研究所
”

提出的方法
,

即按

各国在排放总量中所占的份额对各国分配地

球温室气体的吸收能力
。

因为世界资源研究

所的分配方法有利于高排放量的发达 国家
,

而损害了第三世界国家
。

富国与穷国在环境问题上相左的观点
,

不协调甚至对立 的做法
,

反映出
“

环境保

护
”

正在逐步变成发达国家掠夺剥削发展中

国家的工具
。

正如世界 自然保护同盟主席
、

圭

亚那前外交部长拉夫尔爵士所断言
: “

富国给

地球带来的污染远远超过其他所有国家
,

他

们对清除工业化过程产生的污染负有不可推

卸的责任
’, º 。

伴随着全球性环境危机 日益严

重
,

实施有关环保国际公约意见纷争
,

在当

今世界的
“

生会政治
”

和
“

环境外交
”

中
,

某

些发达国家的环境殖民主义行为正遭到越来

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反对和抵制
。

二
、

环境殖民主义是旧殖民主义

的翻版
,

强权政治的产物

如果说早期的旧殖 民主义是以海盗式明

火执杖的武力征服来掠夺殖 民地财富
,

二战



后的新殖 民主义是采用制造分裂
、

发动政变
、

扶植 傀儡来维持其殖 民统治并从中渔利的

话
,

那么
,

环境殖 民主义则是利用环境问题

来推行霸权主义
。

它是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没

有殖民地的殖民主义
,

其本质仍然与旧殖民

主义一样
:

攫取穷国的资源和财富
,

使穷国

永远处于落后的受支配的不平等地位
。

它有

时表现为国家行为
,

通过国内立法
,

制定高

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标准
,

来约束限制发展

中国家的经济与贸易
;
有时表现为企业的行

为
,

通过非法手段来获得廉价资源或转嫁污

染
。

(一 ) 生态侵略—新形式的资源掠夺

1
.

由于历 史的原 因和现在仍继续扩大

的南北贫富差距
,

使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

家在占有自然资源上处于极不公正的地位
。

据美国人 口问题专家的统计
,

美国人口

只 占世界 总人 口的 5 %
,

却消耗着全 世界

25 %的商业能源
,

其人均消耗量为第三世界

人均量的 30 一 40 倍
,

相当于 1 47 个孟加拉国

人或 42 2 个埃塞俄 比亚人 的消耗量» 。

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执行立任伊丽莎白
·

多德斯韦

尔女士 (加拿大人 ) 也直言不讳地道 出了富

国与穷国在占有地球资源上的不平等性
: “
全

球资源绝大 多数 被富国所消耗了
。

占全球

30 %的人 口 要 消耗地球每年 70 %的产出
” ,

“

在商业的能源消耗上
,

加拿大人均量是一些

穷国的 10 0 0 倍
。 ”¼

富国对珍稀动物和名贵植物的贪婪
,

往

往会使整个物种受到威胁
。

世界濒危物种贸

易额每年高达 200 亿美元
,

其中非法贸易额

每年有 50 亿美元之多
,

仅次于非法毒品走私

交易
。 “

根据世界 自然保护同盟的资料
,

这种

贸 易至少包括每年 4 万只灵长 目动物
,

10 0

万株兰花
, 4 00 万只野鸟

, 10 0 0 万只鳄鱼皮

和袱帽
, 15 0 0 万张生裘皮

,

以及 3 亿尾以上

的热带鱼
。

主要的需求来 自欧洲
、

日本和北

美
,

此 外
,

也 来 自少 数 发 展 中 国 家 的 富

人
。 ” 二

-

日本的木材消费量居世 界第 6 位
,

但他

的森林覆盖率达 68 %
,

仅次于芬兰
,

列世界

第 2 倍
。

日本为 3 优化本国的生态环境
,

采

取少砍伐本国森林多进 口木材的政策
,

每年

要从东南亚
、

拉丁美州热带雨林国家进 口几

干万至 1亿 m 3

的木材
,

其贸易量要占该项

世界贸易的 52 %
。

正是由于这种政策
,

导致

了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森林资源上升
,

发展

中国家特别是热带雨林国家森林资源的退化

衰竭
,

到本世纪末
,

约有 150 万 km ,

的热带

雨林将从地球上消失
。

巴西环境部长享里克
·

卡瓦尔坎蒂曾批评说
: “

发达国家对保护亚

马孙河森林说的多
,

做的少
。 ’, ¾若从木材消

费
、

森林覆盖率和洁净空气的关系上理解
,

那

么发达国家较好的大气环境有一部分是从发

展中国家
“

买
”

来的
。

2
.

发达 国家巧取豪夺发展 中国家的生

物资源
。

某些患有
“

殖民症
”

遗传顽疾的发达国

家
,

深知在当今的世界上
,

决不能再象老殖

民统治者那样挥舞枪炮
,

到穷国
、

弱国
、

小

国去明抢强夺
,

只得变换手法窃取发展中国

家丰富的自然资源
,

再用 自己先进的生物技

术开发出专利产品
。

这样
,

既可以从中牟取

巨额利润
,

又可名正言顺地用知识产权法律

来制约发展中国家科技与经济的发展
,

这将

导致第三世界国家更加依赖于发达国家
。

19 9 4 年初
,

某国的植物学家从我国云南

偷走了国家二级保护珍稀植物红豆杉枝叶标

本
。

不久
,

该国的科研机构向世界宣布
,

云

南红豆杉的紫杉醇 (是一种抗癌新药 ) 含量

世界第一
,

约为万分之一
,

而世界其他地区

的红豆杉树中的紫杉醇含量在万分之零点五

以下
。

美国是最早研究并提取紫杉醇的国家
,

而 目前唯一享有生产紫杉醇针剂 (1 克紫杉

醇约 6 00 美元 ) 专利权的也是美国 B M S 公

司 可是
,

美国为了保护 自己这 一珍贵植物



资源
,

法律规定不允许 BM S 公司在其境内

开采红豆杉
。

所 以
,

BM S 公司把他的原料药

生产基地设在印度
,

开采美国以外的红豆杉

资源
。

BMS 公 司的紫杉醇专利权要到 19 9 7

年才满期
,

目前全世界研究开发的紫杉醇都

只能作为原料药卖给美国 B MS 公司
。

由于

巨大的利润诱惑
,

使得 日本
、

意大利
、

澳大

利亚等国的商人
,

把目光投向我国云南的红

豆杉
,

以极低的价格收购
。

这还导致国外的

一些不法商贩悄悄进入云南
,

非法收购红豆

杉并以边贸名义偷运出境
,

对我国的红豆杉

资源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

紫杉醇是高耗资源

型产品
,

约 4 万 k g 的红豆杉树皮原料才能提

取 Ik g 的紫杉醇
。

这就不难理解
,

为什么美

国不允许 自己的公司开采本国的红豆杉资

源
,

而使其他国家的红豆杉资源遭到灭顶之

灾¿ 。

发达国家的一些跨国公司正在掠取亚太

地区的资源专利权
。

在印度
,

一家美国公司

意欲享有糠树的专利权
;
在斯里兰卡

,

一家

英国公司希望取得当地一种毒蜘蛛的专利

权
,

以作药材之用
;
在泰国

,

发达国家的制

药公司获得的植物资源
,

到 20 0 0 年价值可达

47 0 亿美元
。

非洲也同样遭此厄运
。

某个发达

国家从尼 日利亚一种植物中提取的名为索马

丁的加甜剂
,

要比食糖甜 10 0 0 倍
,

并 已取得

专利权
,

而提供原始植物资源的尼 日利亚却

所得甚微
,

若自己要生产这种加甜剂
,

还要

化钱买这个国家的专利技术和设备
。

马达加

斯加岛热带雨林中名为长春花的植物
,

是美

国研制长春新碱和长春碱的主要原料
,

这两

种药是治疗儿童白血病和何杰金氏病的特效

病
,

在美国的年销售额就达 2亿美元
。

针对发达国家愈益猖狂的偷掠发展中国

家生物及基因资源的不法行为
,

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曾发表一份报告
,

建议采取措施制止

这 种 殖民行 为
。

该报告指 出
,

现在世界上

90 % 以上的生物物种在非洲
、

亚州和南美州
,

而发达国家的基因库却储存
、

控制了 86 %的

微生物
、

85 %的禽畜及 6 8乡石的种子荃 囚材

料
。

制药工业每年从第三世界植物资源中获

利约 30。亿美元
,

但培育出这些资源和开发

出相关传统技术知识的发展中国家却根本得

不到补偿
。

虽然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重申了
“

各国对它自己的生物资源拥有主权权利
”

的

原则
,

也规定了
“

可否取得遗传资源的决定

权属于国家政府
,

并依照国家法律行使
” ,

但

是
,

某些发达国家依照其历来的霸权行经
,

将

第三世界的多样性生物 以
“

全 人类公有财

产
”

的名义无偿或低价掠走
。

当这些资源经

过改造后
,

就成了他们的私有财产
,

再以专

利产品或知识产权的形式
,

如药品
、

种子
、

配

方等
,

高价返销到发展中国家
。

《生物多样性

公约》于 19 9 2年 6 月 5 日在巴西里约联合国

环发大会开放签署
,

当时就有 153 个国家元

首
、

政府首脑或代表签署了该公约
。

但是
,

世

界上资金最雄厚
、

生物技术最发达的美国
,

却

以技术转让涉及专利保护和向发展中国家提

供新的额外资金
“

将会没完没了
”

等似是而

非的理由拒绝签署
。

直到一年后的 6 月 4 日
,

美国才在该公约上签字
,

但又强词夺理地向

其他签约国提出执行该公约的三条
“

建议
” :

第一
,

提供生态资源方面的发明知识产权保

护 ;
第二

,

参与国应 自愿分享利益并进行技

术转让
;
第三

,

生态资源新技术
、

新产品的

开发和市场不实施限制条件
。

对这些所谓的
“

建议
”

稍加剖析
,

不难看出这个超级大国在

对待发展中国家的多样性生物及其遗传资源

上贪婪的殖民主义者心态
。

(二 ) 污染入侵—
转嫁污染产业

、

销售

有毒产品和转移有害废弃物

发达国家在几百年工业化过程中积累起

来的环境污染
,

经过最近 40 多年的大规模治

理
,

以空气和水质为主要指标的环境质量确

已得到明显的改善
。

以美国为例
,

自 70 年代



以来
,

大气中的 5 0
: 、

CO 的排放量分别下降

了 2 5 %和 41 %
,

烟雾等挥发性有机物减少了

31 %
,

9 5 %的河流
、

92 %的湖泊和 86 %的港

湾 已经可以捕到鱼
。

西欧
、

日本等发达国家

的污染状况也呈好转的趋势
。

然而
,

应当看到的另一个事实是
,

少数

发达国家环境质量的改善
,

是以多数发展中

国家环境恶化为代价的
。

问题还远不止如前

所述的无偿式低价掠取发展中国家的资源
。

更为严重的是
,

发达国家或者通过立法提高

国内环境标准
,

但又迫于高成本的处理费用
,

把能耗高
、

污染重的
“

肮脏产业
”

转移到发

展中国家
;
或者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本国法律

禁止销售的农药杀虫剂等有毒产品
;
或者直

接将有害废弃物倾销到发展中国家
。

这无疑

使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状况雪上加霜
。

1. 转移污染产业

西方发达国家的某些企业认为
,

他们国

内严格的环境标准使自身处于不利的竞争地

位
。

为此
,

一些企业主为了逃避本国环保法

的制裁和高 昂的环境治理费用
,

便利用发展

中国家急切发展经济的心理
,

将高污染的夕

阳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

然后再向这些国

家输出治理技术和环保设备
,

真可谓一石二

鸟之举
。

据资料显示
,

日本 60 %以上的高污

染产业已经转移到东南亚和拉丁美洲
,

美国

39 %的
“

肮脏产业
”

也 己转移到第三世界
。

1 9 8 4 年 12 月
,

印度博帕尔农药厂的毒气泄

漏事件
,

使 50 万人中毒
,

20 万人受到严重伤

害
,

2 5 0 0 多人被夺去了生命
。

这是一些典型

的发达国家转移污染产业
,

跨国公司实施双

重环境安全标准造成的公害事故
。

博帕尔农

药厂是 1 9 6 9 年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

开设 的一家专门生产农药和杀虫剂的分厂
‘

(联合碳化物印度公司 )
。

据 《印度时报》的

调查
,

该印度公司的安全装置
、

设备及控制

系统的标准
,

大大低于在美国本土的标准
,

这

是导致这次环境公害事故的根本原因
。

2
.

销售有毒产品

发达国家在有毒农药和杀虫剂问题上
,

同样实施
“

已所勿欲
,

强施与人
”

的双重法

律标准
。

美国的法律早就规定
,

涕灭威
、

有

机氯杀虫剂
、

杀虫眯
、

阿尔德林等有毒杀虫

剂
,

在国内禁止使用
。

但它又规定其企业出

口这些有毒产品是 合法的
。

1 9 9 1 一 1 9 9 4 年

间
,

美国向 10 个国家 (主要是发展中国家 )

出口 了 2 6 0 0 万吨有毒杀虫剂
。

氯丹和七氯这

两种杀虫剂
,

虽然在美国和其他 50 个国家都

禁止使用
,

但洛杉矶一家名为瓦尔西科的公

司
,

照常生产并向 15 个热带地区的发展中国

家出口 这两种产品
。

3. 转移有害废弃物

发达国家严格的环境法令
,

使其境 内安

全处理有毒废物的成本比 70 年代上涨 10 多

倍
。

1 98 9 年
,

美国填埋危险废物的成本每吨

为 2 5 0 美元
,

1 9 9 2 年已达 1 20 0 美元
。

美国 目

前用于危险废物污染控制的公共和私人支出

估计占国民生产总值 2 %
,

约每年 1 1 50 亿美

元以上
。

但是
,

在发展中国家处理有害废弃

物的成本却低得多
。

于是
,

发达国家的企业

出于私利
,

打着再生利用的旗号
,

假手中介

公司或皮包公司
,

贿赂倾倒地的官员
,

向发

展中国家倾倒有毒危险废弃物
。

据联合国环境署的统计
,

工业发达国家

产生 的有 害废弃物占全球 产生量的 95 %
。

1 9 8 6一 1 9 8 8 年
,

共有 35 0 万吨有害废物被运

往非洲
、

亚洲和拉丁美洲
。

美国是世界上最

大有毒废料输出国
,

每年要向境外倾倒 2 00

万吨左右有毒废料
。

德国承认
,

每年要运送

6 0 万吨以上的危险废物到国外
。

英国一家技

术集团向塞拉利昂提供 2 5 0 0 万美元
,

换取把

有毒废物运到该国处置的权利
。

我国也遭到

了
“

洋垃圾
”

的侵害
。

自 1 9 9 3 年以来
,

中国

海关在南京
、

珠海
、

厦门
、

上海
、

福建
、

海

口等处相继查获以加工废塑料的名义进口 的

竺洋垃圾
” 。

仅 1 9 9 5 年 6 月至 8 月
,

中国海关



就查处各种
“

洋垃圾
” 9 起计 1 8 50 吨

。

据最

近报载
,

今年 4 月 30 日
,

北京环保局报告国

家环保 局
,

在京郊平谷县西峪村发现 一批
“

洋垃圾
” 。

这又是一起有害废弃物入侵事件
:

从美国长滩启运
,

经内外中介商的游说
,

通

过青岛海关
,

以
“

废纸
”

名义非法进 口美国

城市生活垃圾共 6 39
.

4 吨
,

在京郊堆放 7 个

月之久后被发现À 。

联合国早在 19 8 9 年 3 月就通过 了关于

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 《巴塞尔

公约》
,

但由于公约本身存在的缺陷和某些发

达国家阳奉阴违的抵制
,

在公约于 19 9 2 年 5

月生效后
,

未能遏制国际危险废物的非法交

易活动
。 19 9 5 年 9 月

,

在 日内瓦召开的 《巴

塞尔公约》签字国代表会议上
,

多数国家赞

成该公约的增补条款
、

即禁止发达国家向发

展中国家出口 有毒危险废弃物
;
禁止发达国

家把有毒危险废物运往发展中国家进行回收

利用的一切活动
。

但是
,

美国代表又公开反

对这个议案
,

宣称
“

停止对可再生废弃物的

国际贸易必将促使那些需要它们的国家转向

寻求更多的原材料
,

从而产生更严重的环境

后果
’, Á 。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

在 19 9 6 年 4

月 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 52 届会议上
,

以 32 票赞成
、

16 票反对
、 3 票弃权通过的关

于制止向发展中国家非法倾倒有毒物质的决

议时
,

还是以美国为首的几乎所有发达国家

对这个决议投了反对票  。

三
、

环境壁垒
-

—借环保名义

实施贸易歧视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 比
,

由于工

业化程度和生产力水平的差异
,

自然形成国

内环境保护标准的差异
。

发达国家虽然在其

国内制定了较严格的环保法律和较高的环保

标准
,

但一旦涉及到全球范围的环境问题
,

或

者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要给予关注的时

候
,

他们便会立即变换脸谱
。

自从 80 年代以

来
,

贸易与环境的相互关系问题 日益突出
,

国

际上出现了一种倾向
,

而且愈演愈烈
,

即发

达国家以保护环境为理由
,

愈来愈频繁地打
“

环境
”

牌
,

对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提出种种不

切实际的标准要求
,

成了新的贸易壁垒—
环境壁垒

,

从而损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发展
。

本文开头所述的委内瑞拉
、

巴西与美

国之间发生的贸易官司
,

实际上就是美国参

议院正在运作的
“

绿色 301 法案
” ,

即对外国

生产商按美国环境标准征税
。

19 8 7 年
,

德国率先实行产品环境标志制

度
,

即绿色标志制度
。 19 8 8 年

,

加拿大
、

日

本
、

美国等发达国家也开始实行这一制度
。

从

长远看
,

推行产品绿色标志制度必然成为今

后世界贸易的主要趋势
。

但是
,

环境与贸易

应当相互促进
,

它们之间的共同目标是促进

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如果人为设置环

境壁垒
,

行贸易保护之实
,

以此来限制发展

中国家贸易增长和经济发展
,

那便偏离了共

同目标
。

一些实行环保标志的国家
,

已采取

限制数量
、

压低价格等方法控制无环境标志

的产品进 口
。

19 9 3年 7 月
,

欧共体正式推出

绿色环境标志
,

想要进入欧洲市场的产品
,

必

须申请欧共体的环境标志
。 19 9 5 年 5 月

,

欧

盟各国对输入的产品实行更加严格的环境标

章制度
,

要求对产品的原料来源
、

制造过程
、

运输
、

仓储
、

包装
、

消费
、

回收及最后处理

都作出 8 项环境影响评估
:

废弃物
、

土壤污

染
、

水质污染
、

噪音
、

能源消耗
、

资源消耗
、

生态影响等
,

对其中的每一项都要评分
,

然

后再根据总分决定是否发给证书@ 。

80 年代中期
,

我国的陶瓷产品在美国市

场的份额大幅度下降
,

主要原因就是美国认

为我国陶瓷产品中铅含量超过了美国的环保

标准
。

据我国有关部门的预测
,

由于一些国

家实施环境标志制度
,

我国产品的出口将减

( 下转第 32 页 )



力

这一教学程序对低年级的精读型教学和

高年级的精读型教学同样适用
,

侧重点则依

学生变量及教材变量而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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