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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实施的中日环境合作成果调研 

特别说明书 

 

1. 开展调研的背景 

日本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开始推动实施以公害对策为核心的环保工作，在完成涵盖大气、

水、土壤、废弃物等各领域的政策体系建设的同时，在气候变化及生物多样性等全球规模的环境问

题应对上也做出了积极努力。 

另一方面，中国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环境污染持续加剧。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自 1992 年开始实施技术合作“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

项目”，截至 2008年开展了第Ⅰ〜Ⅲ期的项目工作，并于 2008年 10月～2013 年 10月实施了技术

合作“推进循环型经济项目”，2016 年 4月开始实施技术合作“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项目”。 

中日两国在环保领域保持着多年的合作关系，由于两国的发展阶段不同，中国一方面学习日本

的经验，同时也发挥后发优势，借助快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构建了与日本有所不同、具有中国特色

的政策体系。今年是通过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以下称“中心”）开展的将近三十年的技术合作

项目的收官之年，中日环境合作将迎来新的历史时期。在双方探索中日间环境交流新方式之际，整

理迄今为止中心的发展历程以及中日环境合作相关的信息，分析其效果，为后续合作的开展提供参

考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2. 调研的目的     

  本调研在对中心的技术合作项目工作及中心等相关单位的发展状况进行整理的同时，对技术合

作项目及中心对于中国的环境状况改善、政策制定的贡献进行分析。此外，通过对目前中国及日本

的环境管理方式进行整理和比较研究，为技术合作项目结束后中日交流的有效性和课题的研究提供

相关资料。 

  本次调研的结果也将作为基础资料，在基于近三十年的合作经验向生态环境部及中心就今后环

保领域的中日交流合作方式提出建议时使用。 

 

3. 业务实施时间 

2021年 7月 15日-12月 6日 

 

4. 业务范围及注意事项 

（1）本次调研应在中国国内公开的信息的可获取范围内进行信息的收集和整理，并在遵守中

国法令的基础上开展。有关下述业务内容中的日文的公开信息和资料的收集及整理，由 JICA

另行实施。 

（2）目前实施中的技术合作项目（2016 年 4 月～2021 年 12 月）将大气环境领域定位为重要

课题，有关该领域以及项目工作涉及到并取得一定成果的水和废弃物方面的环境状况，已先行

开展了调研工作。具体的调研内容如下。本次调研将不再包含这些内容。 

  ・1990年以后的大气污染相关的环境状况、大气污染防治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2013年以后的大气污染相关的国家及地方政府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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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以后的水和废弃物相关的环境状况 

（3）在调研实施过程中，应与 JICA 专家等日方相关人员定期协商，确认调研方针等。 

 

5. 业务内容 

（1）有关技术合作项目工作记录的文献调研及整理和分析 

为分析中心及项目的工作对于中国的环境状况改善及政策制定的贡献程度，开展技术合作项

目实施三十年间（1988～2021年）中心及项目工作相关的中文文献调研及整理分析工作。 

需收集的资料包括 1988～2021 年的中国环境报、中国环境年鉴、相关单位的宣传册、年报及

网页在内的纸质资料和网上可找到的有关中心及技术合作项目的记录中，涉及中心和项目的工

作及对于中国环境状况的改善、政策制定的贡献的相关信息。预想的具体内容如下： 

・中心起草的指南 

・论文 

・中心为在中国国内普及合作成果所开展的工作（研讨会、仪式庆典、出版物、影像作品、项

目等） 

・在中心举行的部级官员等参加的会议和视察等 

    对于收集的资料的整理和分析方法，以及认为除此之外还有必要收集的信息等，可连同具

体的收集方法一并在建议书中提出。 

 

（2） 对中心等环保相关单位变迁情况的文献调查及整理分析 

对于中日两国签署中心成立起的三十年间（1988〜2021 年）中国的环保相关单位的变迁情

况进行中文文献调研和整理分析。目的是分析当时生态环境部和中心在中国环境政策方面的作

用及定位，中心的成立及技术合作项目的实施对其具有怎样的影响。需要收集的信息预想有以

下内容。对于收集的资料的整理和分析方法，以及认为除此之外还有必要收集的信息等，可连

同具体的收集方法一并在建议书中提出。 

・ 中国中央政府环保部门（1984年起为国家环境保护局，1998 年起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8

年起为环境保护部，2018 年起为生态环境部）的组织架构、人员、预算的变迁 

・ 中心及以中心为母体派生出的环保部门下属事业单位的组织架构、人员、预算的变迁 

・ 其他，环保部门下属事业单位等的组织架构、人员、预算的现状 

 

（3）中日两国的环境政策、管理手法的比较分析 

JICA将提供已整理完成的日本和中国的环境状况及环境政策资料，包括自 1990年至今（2021

年）日本和中国的环境状况（污染物排放量、浓度等）的数据及关于日本环境政策概要的资料

（日文），基于这些资料以及贵司自身对于中国的环境政策的理解，进行日本和中国的环境政

策的比较分析。资料整理和分析的目的，是基于比较分析的结果，梳理出今后中国将面临的课

题，尤其是针对其中日本具有优势的领域，探讨应选择哪些课题和方法促进技术合作项目结束

后中日交流的有效展开。此外，在探讨中心作为中日间的合作平台应发挥哪些作用时，亦可作

为参考资料加以利用。有鉴于此，需收集的比较对象的情况预想有以下内容。具体的分析方法，

以及认为除此之外还有必要收集的信息等，可在建议书中提出。另外，贵司如有在中日环境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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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分析等方面的工作业绩，可在建议书中写明。 

在业务开始前，应事先与 JICA 专家等日方相关人员进行充分商讨后选择比较对象，并在调研

过程中适时与日方使用日语交换意见。 

・环境问题的定义、对象，主管部门及其组织架构，人员、预算、管控方法 

・环境对策的实施主体、实施上存在的问题 

 

6. 注意事项 

开始各项业务前，应告知 JICA。另外，关于调研结果的整理方法及在分析过程中应随时与 JICA

专家商讨。 

 

7. 调研成果 

（1）中期报告 

2021年 9月 30日前，编写中期报告，征求 JICA的意见。根据 JICA 的意见，继续开展下一步

调研。中期报告的提交形式如下： 

 语言 文件类型 提交方法 提交数量 提交期限 

电子版 中文 
WORD、PDF、PPT 

A4竖 

电子文件 

（邮件等） 
1 2021 年 9月 30日 

 

（2）业务完成报告 

2021年 10月 29日前，编写业务完成报告草案，征求 JICA 的意见后，修改完成报告，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前提交给 JICA。报告方案及报告的提交形式如下： 

① 业务完成报告草案 

 语言 文件类型 提交方法 提交数量 提交期限 

电子版 中文 
WORD、PDF、PPT 

A4竖 

电子文件 

（邮件等） 
1 2021年 10月 29日 

 

② 业务完成报告 

 语言 文件类型 提交方法 提交数量 提交期限 

印刷版 

电子版 
中文 

WORD、PDF、PPT 

A4竖 

邮寄印刷版和

CD-ROM 

印刷版 6册 

CD-ROM 6张 
2021年 11月 30日 

 

（3）调研中收集到的资料 

调研过程中收集到的材料随清单一起，作为业务完成报告的附件一起提交，包括电子版和纸质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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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调研业务日程安排和调研人员 

以下为预想的日程安排和人员设置。可以在建议书中提出更有效率和更有效的调研方法。 

（1）日程安排 

 

 

 

（2）调研人员的构成 

   

1. 团长/中日环境政策比较分析 1人 相当于 A级 ※评估对象。语言能力

（日语）也在评估范围内 

2. 文献调研/报告书的编写 1人 相当于 A级 ※评估对象。语言能力

（日语）也在评估范围内 

3. 文献调研/报告书编写助理 1人 相当于 B级  

4． 资料整理/业务辅助 1人 相当于 B级  

 

（3）业务量 

     调研业务量约为：120（天/人） 

 

9. 委托合同的概要 

（1）合同形式 

    业务委托合同（Time-Based Contract）:直接经费凭支出票据实报实销，合同规定的金额为上

限。不能提供票据的费用不予支付。 

    结算人员费用时，提交每位调研人员从事本次调研业务的时间表，以合同金额为上限，按实际

调研天数乘以合同规定的每天的单价即为每位人员的结算金额。 

（2）支付方法 

    调研结束后支付费用。只有提前提供银行担保，可以申请预付合同金额的 40%。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