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５回ＳＧＲＡ中国论坛 in 北京 
 

中国的环境问题与中日民间合作 

以北京的水污染问题为例 
 

 

日  期：2010 年 9 月 15 日（星期 3）下午 4 点-6 点 

地  点：北京外国语大学 日本学研究中心 3 层多功能厅 

 

 

主  办： 渥美国际交流讲学财团关口全球研究会（SGRA） 

协  办： 绿色地球网（GEN）、 

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 

 国际交流基金北京日本文化中心 

 

 

■ 论坛宗旨 

ＳＧＲＡ中国论坛主要是向中国各高校的学生介绍日本民间公益团体的事迹，一年举行一届。本次

第五届论坛准备邀请绿色地球网事务局长高见邦雄先生讲演，内容是高见先生在山西省大同市进行植树

造林活动时对中国环境问题的所思所感，以及在解决环境问题时，中日民间团体合作的可能性和途径。

演讲后讨论嘉宾会就如何把日本在环境治理方面的经验活用于中国等问题进行讨论。本次论坛设有同声

传译，欢迎各界人士莅临。 

 

 

■日程 

主持人：宋 刚（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系讲师 SGRA 会员） 

基础演讲：“从大同看到的北京”高见邦雄（绿色地球网事务局长）  

嘉宾讨论： 

主持人：朴 贞姬（北京语言大学日语系教授 SGRA 会员） 

嘉宾：高见邦雄 

      张 昌玉（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語学院副教授）、 

      汪 敏（笛东联合规划设计顾问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嘉宾简历： 

 

 高见邦雄（たかみ・くにお）TAKAMI, Kunio 
 

NPO 法人  绿色地球网事务局长 

1948 年生于日本鸟取县农家。东京大学肄业。致力于中日民间交流。1992 年参与创立绿色地球网，大同

项目负责人，1994 年担任事务局长，每年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大同工作。2001 年获中国政府颁发的“友誼

奨”，2006 年获大同市政府颁发“大同市荣誉市民”称号。中文著作有《雁栖塞北——来自黄土高原的报

告》（李建华、王黎杰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 年）。 

 

绿色地球网自 1992 年以来，一直与山西省大同市周边乡村合作，致力于当地的绿化事业。大同位于北京

以西 300 公里，受到北京空气和水污染的影响，土地沙化严重，水资源更是面临危机。有一句话是“从

零开始”，形容开展一项事业前毫无基础可言的状态，但是，大同地区由于长期受到环境问题的困扰，在

当地开展活动时可以说是“从负数开始”的。开展初期，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其后，邀请了多位日方专

家和中国国内的技术人员，逐渐使活动走上正轨。合作双方也在克服了各种困难之后开始相互理解、信

任。现在，在大同的活动被誉为“国际合作方面的成功案例”。 

 

 张 昌玉 

 

南开大学日语系毕业。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国文学研究专业硕士，同专业博士。 主要研究领域是日本语教

育及文化思想。主要科研成果有“试析日本文化思想的变迁”，“浅谈日本人的天命论”，“浅谈日本的忍文

化”,“浅谈口译技巧”，“牧口常三郎与《人生地理学》”，“国外日语教育简况”等。 

 

 汪  敏 

 
山东农业大学园林专业毕业。北京林业大学园林植物专业硕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生态学专

业博士。主要著作有、『生态人居小区水环境的生态工程.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2003）『生态住区蓝色

空间生态工程的原则和策略.《复合生态与循环经济》』（2003）『生态工程研究进展.中国人口·资源与环

境』（2004）等。 

 

 
 

 SGRA  (Sekiguchi Global Research Association) 
 
SGRA 是以长期留学日本并在日本的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来自世界各国研究人员为中心组建的，其研究

宗旨在于为勇于挑战全球化的个人或组织制定方针和战略时提供有益的帮助，为解决问题建言献策，并

将其研究成果以论坛、报告书、网页等形式，广泛公诸于社会。对于每个研究课题，都分别由多国籍跨

学科跨领域的研究人员组成研究小组，凝聚多门科学智慧，构建跨领域网络，从多方面的数据入手，展

开分析和考察。SGRA 不以特定的学科或某一群专家为对象，而是以整个社会为对象，展开领域广泛，

跨学科、跨国界的研究活动。为实现优秀地球公民做出贡献乃是 SGRA 的基本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