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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燕副部长在第九届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上的发言

 （2015年11月29日，日本东京）

 尊敬的高木阳介经济产业副大臣，

 尊敬的宗冈正二会长，

 尊敬的张勇副主任，

 尊敬的程永华大使，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很高兴与大家相聚在美丽的东京。在双方共同努力下，第九届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隆重举行，我谨代表中国商务
部表示热烈祝贺，向出席论坛的中日两国政府、企业界和专家学者表示诚挚欢迎，对为论坛成功召开付出辛勤努力的
日本经济产业省、日中经济协会及相关单位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自2006年创办以来，无论是议题的广度和深度，还是合作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取得了长足
发展。双方累计签署了259项合作项目，有力推动了两国在节能环保领域的政策、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
交流与合作、向外界展示了两国携手开展节能环保合作，实现绿色发展的意愿和成果。今天大家济济一堂，通过论坛
进一步加强交流、互学互鉴，共商合作、发展、共赢大计，有助于将节能环保这一中日经贸合作的新亮点打造为新支
点。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需求疲弱、走势分化，传统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潜能趋于消退，亟需寻求新的增长动力
。为实现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目标，节能环保的理念已经融入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
各领域，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共识。中国致力于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将节能环保产业作为加快培育和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近年来，中
国商务部出台了一系列举措，支持绿色流通和节能环保产业发展，促进了两国企业务实交流与合作。

 --我们坚持制度先行，制定发布了一批关于废旧商品和再生资源回收的法规制度和标准，推进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和
绿色流通服务体系建设，为形成循环流通的新型发展方式奠定了制度性基础。

 --我们积极构建回收网络，以回收站、分拣中心和集散市场为核心的三位一体回收体系已初具规模。截至目前，共
新建和改扩建51550个网点，建设341个分拣中心、63个集散市场。

 --我们通过流通企业绿色发展，创建绿色商场、培育绿色市场、创建绿色饭店、发展绿色物流，推动流通企业自身
有效降低能耗水平。

 --我们打造绿色商品供应链，将绿色理念融入采购、销售、消费等商品流通全过程，充分发挥流通业引导生产、促
进消费的作用，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绿色发展。

 --我们在中日长期贸易协议委员会节能环保技术合作分会机制下，围绕城市污泥污水无害化处理和报废汽车回收与
利用两个主题，积极组织双方企业交流对接，促成了18个合作项目，贡献了60%的污泥污水处理优秀案例，在本次论
坛上还将就污泥连续高温碳化技术合作项目签约。

 --我们积极实施对日本新能源、可再生能源领域的走出去战略。截至目前，已经累计有10余家中国企业在日本从事
光伏组件、平衡支架等的开发、生产、销售活动和参与光伏发电站建设等，投资总额超过1亿美元。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建议，绿色发展成为引领中国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五大新发展理念之一。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今后中国将在转变发展方式中实现生态环境质
量总体改善。十三五时期节能环保全社会投资规模有望达到17万亿元人民币，将助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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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将为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企业提供广阔市场和无限商机。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近年来，中日经贸关系陷入低潮，今年1-10月中日双边贸易额2298亿美元，同比下降了11.2%，中国对日出口和自
日进口分别下降了9.5%和12.7%；日本企业对华实际投资金额27.6亿美元，下降25.1%。但是，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
经济体，中日互为重要经贸伙伴的地位并未改变，两国经贸合作对彼此经济发展和地区稳定繁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加强节能环保合作，是我们双方的共识，是共同支持和鼓励的合作领域，但环保资源产业投资大、周期长、收益慢
，双方在实际合作中也遇到一些困难。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4年至今，日本在电力、水利和环境等领域对华投资实
际到位金额1.2亿美元，仅占日对华投资累计额0.2%。差距也是潜力，更是机遇，这表明双方合作还蕴藏着巨大潜力
和空间。我们应立足长远、从战略高度认识两国节能环保合作的机遇，并付出更大努力。为此，我愿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两国政府部门应加强政策沟通，强化制度设计，破解政策障碍。中方将努力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确保企
业正当权益，希望日方放宽技术出口限制，解除企业后顾之忧，切实改善商务合作环境。

 第二，两国企业要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推动合作取得务实成果。双方合作要贯穿从设备、技术的进出口、转让、研
发到运营、维护、管理等全过程，使日本值得信赖的技术和高度的环保意识能够真正落实到项目合作中，使合作实现
从单纯贸易到生产、投资和贸易的联动。

 第三，两国相关机构和团体要齐心协力提供全方位的保障，构建节能环保合作网络。利用好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
、大气污染防治网络等现有平台，开展法律法规、标准和政策经验交流，发挥中日节能环保投资基金、日中节能环保
商务推进协议会等在项目融资和对接方面的作用。

 第四，继续拓宽思路，实现多元发展，提升两国贸易与投资合作的绿色化水平。双方可以探讨在冶金、建材、高效
制造、再生资源回收、废旧物品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领域的合作，打造绿色产业链和价值链。同时支持和引导两国有
意愿的中小企业和地方开展节能环保合作，探讨在第三国市场开展能源环境合作的可能性。通过多个层面的努力，将
两国在该领域的互利合作拓展到更大范围和更高水平。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节能环保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相信我们迄今的努力将为今后的合作积累宝贵的资源和财富，让我们坚定信念、
携手努力、乘势而上、相向而行，共同谱写两国节能环保合作大发展的新篇章。祝愿本届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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