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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尼克松执政时期 ,环境成为美国外交的主要议题之一。尼克松政府通过北

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联合国国际组织 ,围绕环境监管、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等主题进行

外交活动。尼克松的环境外交体现出其先行一步的外交构想和具体的环境行动。美国的环

境外交因先于其他国家而取得了国际环境领域的有利地位 ,并推动了 20世纪 70年代初环境

领域的国际合作达到一个高潮。不过 ,尼克松的环境外交更多地着眼于美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

形势和现实利益 ,与第三世界为实现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环境主张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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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领域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研究中一个备受重视的话题 ,其研究重点一直是他打开中美外交关

系和美苏缓和等问题。然而 ,不论是美国的环境外交行动还是在国际环境合作治理方面 ,尼克松开始

了美国环境外交的新里程。通常 ,尼克松主义所体现的外交政策成为尼克松时期美国外交的主要标

记。而尼克松在环境领域的外交主张和举措所论不多。不仅文献资料披露有限 ,而且尼克松总统在国

际环境领域的想法和政策也很少被提及①。本文试图从 20世纪 60年代末 70年代初尼克松环境外交

的构想与举措 ,美国环境外交产生的背景及特点等方面 ,来说明尼克松政府是如何应对当时的国际

环境形势的 ,窥见尼克松政府环境外交背后的意图 ,以及它对环境领域的国际关系所产生的影响。

一、尼克松政府推行环境外交的原因

美国学者沃尔特 ·罗森伯姆将美国的环境政策划分为两个“时代 ”。第一个环境时代开始于 20

世纪 60年代 ,包括尼克松总统宣称的“环境十年 ”的 70年代 ,一直延续到 80年代。第二个环境时代

① 关于这个题目国内外研究不多 ,目前 ,直接以尼克松环境外交为主题进行研究的是斯蒂芬 ·霍普格德的《美国环境外交政

策与国务院的权力》( Stephen Hopgood, Am erican Foreign Environm enta l Policy and Power of the S ta te) ,纽约 1997年版。其他的

研究则以尼克松国内环境政策为主 ,涉及了一些环境外交的内容。如 J1布鲁克斯 ·弗立本的《尼克松与环境 》( J1B rooks

Flippen, N ixon and the Environm ent) ,新墨西哥大学 2000年版 ;丹尼斯·L1索登的《环境总统》(Dennis L1Soden, The Environ2
m enta l Presidency) ,纽约 1999年版 ;罗伯特·A1雪莱的《总统影响和环境政策 》( Robert A1Shanley, Presidentia l Influence and

Environm enta l Policy) ,格林伍德 1992 年版 ;以及特里 ·L1安德森和亨利 · I1米勒的《美国外交政策的绿色 》( Terry

L1Anderson、Henry I1M iller, The Greening of U1S1Foreign Policy) ,胡佛研究所 2000年版。所幸的是美国国务院有关尼克松时

期环境外交档案新近解密 (U1S1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 tion of the U nited S ta tes, 1969 - 1972, Volume E - 1,W ashing2
ton, D1C; Government of Printing Office, 2006,W ebsite: http / /www1state1gov/ ) ,因而提供了比较详细的资料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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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20世纪 90年代①。从历史上看 ,美国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国际环境外交领域的最主要的国家。而

尼克松时期的环境外交构成了早期国际环境外交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关于环境外交的界定 ,国内外存有不同看法 ,不过 ,它基本上是一个从外交学的范畴来确定其属

性的。综合《牛津英语词典 》和外交学著作对外交的定义 ,环境外交可界定为以主权国家为主体 ,通

过其官方代表 ,使用交涉、谈判、缔约和其他和平方式对外行使主权 ,以处理国家之间的环境关系和

参与国际环境事务 ,是一国维护本国利益及实施其对外环境政策的重要手段②。而《美国对外政策

百科全书 》在给环境外交所作概括中特别强调了缔约 ,即一国或多国运用外交手段达成控制自然资

源利用的条约和控制污染的条约③。

尼克松执政时期 ,通过北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 ,提出了一个较为完整

的环境外交的设想 ,采取了一系列的环境外交行动。在这一时期尼克松实施环境外交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

首先 ,尼克松上任后在环境领域里的外交行动受到美国国内生态环境问题凸显及环境治理需要

的推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经济腾飞迎来了美国的黄金时代。然而正是这种高污染、高消耗的生

产和生活方式加剧了环境的恶化。其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消耗 ,以及工业污染日

趋严重 ,灾难性的环境事件频频爆发。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是世界上最高的。1966年夏天纽约的一场

空气逆温中有 80人死于烟雾。1969年 1月 2日 ,桑塔巴巴拉市附近的近海石油钻机意外地向加利

福尼亚海岸灌注了上百万加仑的石油 ,杀死了许多野生动物并浸透了整个海岸。而“爱河 ”(Love

Canal)是美国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环境悲剧事件之一。生态环境的恶化和灾难性环境事件的频发

唤醒了人们的环境意识 ,推动了美国环保运动的发展。“50年代 ,保护主义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已成

为创立起来的一支社会力量。到 70年代 ,它发展成为一场特殊的、大范围的环保运动。”④ 1962年 ,

美国海洋生物学家拉舍尔 ·卡逊的名著《寂静的春天 》极大地唤醒了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人类生

态学家加内特 ·哈丁在美国《科学 》杂志上发表了《共同的悲剧 》的文章 ,激发了全球环境意识 ,影响

巨大。60年代末 ,美国主流媒体如《时代 》、《生活 》等报刊杂志发表了大量有关环保的新闻及封面故

事。生态学已成为一个尽人皆知的字眼 ,并催生了一大批新的全国性的环保组织。而 1970年 4月

22日的“地球日 ”更是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高潮。美国国内环保运动风起云涌 ,使尼克松政府深刻

认识到环境意识和环保主义已深入人心 ,环保运动已发展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迫于公众的呼

声 ,尼克松政府对环境问题给予高度重视⑤。1965—1970年间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 ,人们把空气和

水的质量当作重要问题的意愿在增加 ,认为这是 : ( 1 )值得政府注意的事 (从 17%增加到 5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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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转引自保尔·G1哈里斯 :《环境 ,国际关系和美国对外政策 》( Paul G1Harris, The Environm ent, In ternational Rela tions, and

U1S1Foreign Policy) ,乔治敦大学 2001年版 ,第 5页。

哈罗德·尼科尔森 :《外交》(Harold N icolson, D iplom acy) ,牛津大学 1950年版 ,第 15页 ;鲁毅、黄金祺等 :《外交学概论 》,世

界知识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5页。

《美国对外政策百科全书 :环境外交 》(US Foreign Policy Encyclopedia: Environm enta l D iplom acy ) , http: / /www1answers1com /

Environmental% 20D ip lomacy。

查尔斯·哈珀 :《环境与社会———环境问题中的人文视野》,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第 360页。

一些美国学者支持这样的观点 ,即理查德·尼克松对环境的兴趣是出于回应公众利益的政治动机。如沃尔特 ·罗森堡的

《环境政治与政策》(W alter Rosenbaum, Environm enta l Politics and Policy) ,易人出版社 1995年版 ,第 79—80页 ;杰奎琳 ·沃

恩·斯威兹的《环境政治 :国内与全球视野 》( Jacqueline Vaughn Switzer, Environm enta l Politics: D om estic and Global D im en2
sions) ,圣马丁 1994年版 ,第 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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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访问者的生活中很严重的事 (从 28%增加到 69% ) ; (3)他们最不希望的被消减的政府开支领

域 (从 38%增至 55% ) ;人们甚至愿意缴纳适当的税收来解决污染问题 ,同意这一观点的比例也从

44%增至 54%①。1970年 2月 ,尼克松总统在环保问题上采取了一项有历史意义的行动 ,向国会提

交了关于环境问题的第一个年度咨文 ,从而开创了美国总统每年就环境问题向国会提交咨文的先

例。同时 ,尼克松政府制定了大量的环境保护法案 ,建立新的环境保护机构 ———环境质量委员会和

环境保护署 ,从而对美国国内环保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初步构筑了美国政府环境保护措施

的基本框架 ,为美国实施环境外交 ,参与国际环境合作 ,并最终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环境治理机

制打下了基础。正如 1970年尼克松总统所说 ,“在国际方面 ,对环境的关注和采取的环境行动正快

速地与日俱增。我们许多最紧迫的环境问题是没有政治边界的 ”②。

其次 ,跨国环境污染呼唤全球环境治理。20世纪 60年代中期 ,环境退化几乎在所有工业化国家

都成为一个新的、尖锐的社会问题。其中最引人注目 ,也最具有震撼性的是灾难性的环境公害频频

发生。最典型的是发生在日本的四大污染公害事件。60年代起 ,加拿大东南部上空污染浓度成倍增

加 ,造成酸雨不断 ,引起了美加之间不断的争执 ,造成美加之间长达 30年的酸雨外交。层出不穷的

环境灾难教育了人类 ,特别是跨国环境污染事件推动了环境保护意识的全球化。环境问题的解决、

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给人类健康和生命财产带来灾难性的破坏 ,需要全世界各国的联合努力。

正如汤因比在 20世纪 70年代初所说 ,“人类若要避免毁灭自己 ,只有从现在起彻底治理自己造成的

污染 ,并不再使其发生。我相信 ,这只有靠世界规模的合作才能实现 ”③。在尼克松政府看来 ,美国

未来的安全、繁荣和自身环境问题的解决同整个世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美国人的生活受到全球

环境变化的影响将愈来愈明显。在解决有关安全、发展和环境问题的国际合作方面 ,“美国还能为世

界上许多国家树立榜样。如果它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里起表率作用 ,那么其他国家就会紧随其

后 ”④。与此同时 ,美国在环境外交方面的作为事关在国际环境合作中美国的地位。因此 ,尼克松环

境外交的出现既是对世界环境形势的一个顺应 ,也是美国国内外环境形势的一个共振。尼克松在很

多场合表达了“美国需要和其他工业国家合作带领 20世纪的人类与环境和谐共处 ”的愿望。这表

明 ,环境问题促进了全球环保意识的形成。

最后 ,尼克松环境外交是美国对外政策战略调整的现实需要。尼克松总统上台后 ,面对西欧和

日本的经济竞争、严重消耗国力的越南战争以及苏联日益增长的实力 ,亟待调整其全球战略。在此

背景下 ,“美国有意识要选择缓和作为自己的战略 ,用缓和战略来处理超级大国之间的敌对关系 ,也

就是要改变过去那种到处插手 ,导致冷战对峙和危机迭起的代价高昂的政策 ,在和缓一些程度上 ,以

较小的代价谋求保护美国的利益 ”⑤。为了改变美国的不利处境 ,积极调整对外战略 ,在环境问题这

些“低政治”领域里的合作 ,往往可以起到缓和紧张气氛和消除双方互相猜疑的作用 ,从而为更为根

本的政治问题的解决提供有利的条件。尼克松政府时期 ,美国试图通过环境领域里的合作 ,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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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哈珀 :《环境与社会———环境问题中的人文视野》,第 362页。

《美国总统公共文件 :理查德·尼克松———1970年总统的公开咨文 ,演讲和声明》( Public papers of the p 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 ichard N ixon—Conta in ing the PublicM essages, Speeches, and S ta teem ents of the president 1970) ,美国政府印制办公室 1971

年版 ,第 660页。

池田大作、汤因比 :《展望 21世纪 :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5年版 ,第 33页。

保尔·G1哈里斯 :《环境 ,国际关系和美国对外政策》,第 4页。

斯帕尼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商务印书馆 1992年版 ,第 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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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与其西方盟友的战略关系 ;另一方面增加东西方之间的信任 ,从而为推行尼克松主义赢得广阔

的空间。另外美国也希望通过环境外交来协调各国间的关系。生态环境问题会影响到美国与其他

国家包括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因为环境问题具有世界性、普遍性 ,污染不受国界的限制 ,而世界任

何地区对有限资源需求的增长都会给地球的资源状况造成压力 ,任何一个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不合

作 ,都会给整个世界环境带来危害。

二、尼克松政府在国际环境合作上的外交努力

11尼克松政府在北约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环境设想和行动

尼克松上台不久 ,环境外交已初露端倪。1969年 4月 4日 ,在北约成立 20周年纪念大会上 ,尼

克松总统发表重要演讲 ,提出了一个处理现代人与环境关系的设想。其基本思想就是呼吁工业发达

国家 ,加强国际合作 ,调动现有的技术和知识条件来控制自然环境的退化。该设想包括三点 :第一 ,

建立在科技进步基础上的工业化确实对自然环境的退化产生了影响 ,而同样的技术本应该提供一个

机会去创造一个更伟大、更有意义的社会环境。第二 ,现代人类已具备相当可观的技术和知识方面

的积累。如果投入足够多的精力和决心 ,将能够使工业社会停止并扭转自然环境的退化。第三 ,北

约国家在 20年的军事同盟和政治磋商中已经学到了政府的技能 ,这将可以使它们能够在需要国际

行动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的有关方面展开行动 ,这也将是对多国联合努力的最好响应①。尼克松在演

讲中提出了他的环境外交的动议 ,即在北约机构内部设立一个有关环境事务的附属机构———现代社

会挑战委员会 ,以讨论和研究人类环境问题 ;定期举行副外长级会议 ;设立特别政治计划委员会。美

国提出在北约设立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

1)北约国家在环境领域上的协调与合作是美国实施其全球环境政策的基础 ———这也是美国建

立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的主要动因。西方发达工业国是一个重要的环境污染源 ,更有着治理污染必

要的资金、技术和经验 ,没有它们的支持与合作 ,要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是不可能的。在美国看来 ,这

是一个美欧新的伙伴关系的合作框架 ,是美国在大西洋联盟中采取实质性环境行动的最合适的平

台。正如尼克松所说 :“环境已经在我们共同的技术胜利中严重退化。⋯⋯毫无疑问 ,我们正处在抗

击这些全球问题的最前沿。”②

2)面对 20世纪 70年代初国际冷战局势的缓和 ,北约亟待减弱其军事对抗性的功能 ,增强和扩

展其政治联合与合作的社会职能 ,进一步扩大和增强北约在国际缓和形势下的社会作用。尼克松认

为“国际环境合作是我们时代基本需要。这种合作现在已经在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开始了 ”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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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院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 1969—1972》(U1S1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 tion of the U nited S ta tes, 1969 - 1972 ,

volume E - 1,W ashington, D1C; Government of Printing Office, 2006) , Doc1297。W ebsite: http / /www1state1gov/ [Update: Sep t15,

2006 ] / [Accessed: Sep t15, 2006 ]。

理查德·尼克松 :《缔造和平 》———1971年 2月 25日总统理查德 ·尼克松向国会作的报告 ( R ichard N ixon, B uild ing for

Peace1A report by President R ichard N ixon to the Congress, february 25, 1971, from revolution to reconstruction: Presidents: Rechard

N ixon) ,W ebsite: http /www1 let1 rug1nl/usa /P / rn37 / index1htm。

理查德·尼克松 :《向国会作 20世纪 70年代美国对外政策第一个年度报告》( R ichard N ixon, First Annual Report to the Con2
gress on U nited S ta te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70πs1) , 2月 18日。W ebsite: http / /www1p residency1ucsb1edu /ws/ index1php? =

28358MYM st = EnvironmentalMYM st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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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建立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的环境合作专门机构 ,美国既可增进与其欧洲盟友在国际事务中的合

作 ,更能推动在北约内部就环境问题的国家研究。

对尼克松总统的倡议 ,大多数西欧、北约成员国政府 (除希腊和土耳其外 )对北约进入环境领域

是否明智持怀疑态度。他们担心因为苏联和华沙条约国集团的反对 ,北约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可能

实际上损害了国际环境活动 ,而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洲经济委员会已经在环境领域里十分活

跃了 ,他们担心“会在该领域引起不受欢迎的领导关系的竞争 ”①。不过 ,最终在美国的努力促成下 ,

1969年 12月 8日 ,北约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成立。按照其宣言中阐明的宗旨 ,该委员会的目标是提

高全世界人民的福祉。对现代社会出现的环境问题 ,北约成员国将身体力行 ,加强彼此合作和推动

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合作。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将其职能分为两个方面②:一是加强西欧、北美等北约

国家内部在环境领域里的合作 ,共同面对战后西方世界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

等负面后果。二是加强与已建立的国际性或区域性环境保护组织的合作 ,共同致力于全球环境的保

护工作。尼克松在 1970年 1月提交国会的 70年代美国外交政策的第一次年度报告中称 :“我们已

建立了一个工作步骤 ,即每个国家在一个特别的领域提供试验性的研究 ,并负责为环境行动提出建

议。现已确认八个方案。它们是道路安全、灾害援助、空气污染、海洋污染、内陆水污染、科学知识和

政府决策、团体和个人动机、地区计划。美国是前三项研究的试点国家。”③对于现代社会挑战委员

会的工作 ,联邦德国和加拿大最先参与进来。连最初反对最激烈的法国也参与了它的一个环境项

目 ,同意主持一项“环境与地区发展战略”的研究计划。美国出任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的代表墨尼汉

在写给总统的备忘录中称 ,“现在大多数北约国家都认真地参加到了其中一个或多个计划。”“现代

社会挑战委员会所取得的成果比这类其他的国际组织都要多 ”④。

美国实施其环境外交第二个国际合作对象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前

身是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其成员国囊括了所有西欧国家 ,外加美国、日本和加拿大。美国一直是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大的财政提供国 ,提供大约 25%的运行预算。该组织在环境领域里的最大特点

是 ,它的研究侧重于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的关系。对美国而言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是在环境领域

开展工作多年的现成机构 ,进行环境合作似乎顺理成章。一份总统备忘录明确指出 :“美国作为一个

主要的贸易大国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工作中有重大利益 ,尤其是在其环境领域的特别行动上 ,

诸如空气污染、水资源管理、杀虫剂滥用、噪音、城市发展与交通政策等问题上有重大利益。”⑤而且 ,

诸如环境等的世界性问题并不局限于大西洋地区 ,美国需要有一个国际机构建立更广泛的联盟。

197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吸收和重组了其下属的研究和合作委员会后建立了环境委员会。该委

员会的活动引起了特别的关注 ,其主要工作是评估环境措施对国际贸易、发展和改善经济指标与社

会福利的可能影响 ,分析资源转换与环境退化的冲突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和生产的 ,其目的是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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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国提供特殊的政策导向和行动建议。1970年初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开展了一个环境计划。该计

划在以“关于国际环境政治各领域的指导原则 ”为题的报告中就不同的环境问题达成一致 ,报告建议

确定更为严格的环境标准。尼克松政府大力支持改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能力 ,支持该组织把重

点放在环境事务的经济问题上 ,并极力寻求建立与国内环境法规广泛一致的国际法规。美国的做法

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第一 ,美国不想国内的环境法规受到来自国际环境条例的掣肘和约束。美国的

做法实际上是对统一的国际环境法规标准的拒绝。曾是美国首届环境质量委员会副主席的戈登 ·

麦克唐纳对美国国家环境标准能被成功用来保护国内工业很是赞赏①。第二 ,美国担心 ,国际环境标

准或其他国家的国内标准会组成非关税壁垒 ,从而影响美国的国际贸易环境。

尼克松执政不久就实现了其国际环境战略构想中两个目标 ,即通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北约

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推行其环境外交的政策。这时美国对欧洲的环境外交设想和行动 ,可以看出几

个显著的侧重点 :第一 ,尼克松在位期间 ,是美国签署生效的与环境有关的国际条约的一个高峰期②。

但是 ,参照美国国务院有关环境的外交档案 ,尼克松政府环境外交的重心并不是通过双边或多边国

际谈判所达成的与环境有关的国际条约。正如美国国务院在发给美国驻北约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及欧洲各国大使的报告中明确指出 ,美国将“首先在北约 ,继而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接着在 (联

合国 )欧洲经济委员会实现我们的目标 ”③。第二 ,这时尼克松环境外交的重心放在西方发达国家身

上 ,把美国一直所倚重的北约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放在突出位置 ,即由西方工业化国家组成的组

织在国际环境政治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尼克松在 1970年 1月 1日签署 1969年《美国环境政策法

案 》的发言时说 :“就像你们所看到的 ,我关注于与所有主要工业国家政府领导人 ,例如日本的佐藤、

英国的威尔逊、德国领导人勃兰特、法国领导人、意大利以及其他所有有着同样 (环境 )问题的国家领

导人进行会谈。”④第三 ,尼克松政府执政初期在与西方国家的环保合作中 ,美国显然处于环境外交

活动的主导地位 ,换言之 ,无论是提出的环境设想还是环境行动的实施 ,美国在国际环境合作中表现

出更多的主动性和美国环境外交政策的深思熟虑。正如美国代表墨尼汉在给尼克松的备忘录谈到

现代社会挑战委员会的成果时说 :“迄今为止 ,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美国推动的结果。”⑤

21尼克松政府在联合国推行的环境外交政策

联合国是美国开展国际环境合作的一个重要舞台。美国主要是通过联合国框架内推动和召开

国际会议来推行美国的环境外交的政策 ,确立美国在环境外交领域的国际地位。在尼克松执政时

期 ,美国在两个重要的国际环境会议上推行其环境政策 ,即布拉格会议和斯德哥尔摩会议。

1967年欧洲经济委员会第 22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 ,要求其执行秘书采取各种必要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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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筹备召开一次各成员国政府专家会议 ,以讨论各国共同的环境问题。最后决定于 1971年在捷克

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开环境会议 ,并以此作为次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的预备会议。布拉格环

境会议为尼克松政府实施环境外交提供了有利的契机。美国国务院称 :“我们已经建议把欧洲经

济委员会当做加强东西方环境合作的论坛 ,因为它在建立有益的环境工作上 ,和与东西方成员国

在已经建立的组织中一起工作是更合适的 ,而不是企图为此目的召开一次特别国际会议。”①尼克

松认为 ,“由欧洲经济委员会召开的布拉格会议将在推动东西方就环境问题的合作中起着重要的作

用 ”②。

为了在布拉格会议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 1970年 3月 2日至 5日在日内瓦召开的讨论决定布拉

格环境会议的议题、议程、会议级别和与会资格等问题的预备会议上 ,美国派出了以国务卿环境事务

特别助理克里斯蒂安 ·A1赫脱为组长的工作组 ,并提出提高布拉格环境会议的会议级别 ,将其升级

为部长级会议的建议。美国的提议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鉴于布拉格环境会议的与会各国多数都

是来自东西方的发达工业国 ,工业污染是各国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的污染源 ,与会者一致同意 ,布拉

格环境会议的基本议题定为城市和城市化地区的人类环境。会议将集中讨论发达工业国 ,尤其是欧

洲各国的环境问题。

美国在会前的筹备工作中 ,明确制定了布拉格环境会议的六点目标 ,其中第一条就是 ,在会议

上建立一个永久性的高级环境顾问组 ,以指导和协调各种环境活动 ,贯彻实施布拉格环境会议的

决议 ③。美国建立环境顾问组的立场与西欧多数国家的看法可谓不谋而合 ,而该建议并未引起

东欧国家和苏联的异议 ,于是第 25届欧洲经济委员会全体会议最终通过了该决议。高级环境

顾问组成为欧洲经济委员会的主要辅助机构 ,被命名为欧洲经济委员会环境问题政府高级顾

问组。

但是 ,在成立不久的高级环境顾问组召开的会议上 ,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代表先后提出了民主

德国与会资格问题。民主德国的与会资格问题成了东西方两大阵营争论的焦点 ,成为布拉格环境会

议的主要障碍。这也为斯德哥尔摩环境会议埋下了伏笔。为了挽救会议 ,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

长、南斯拉夫人斯坦诺维奇提出一个折中的办法 ,即把布拉格环境会议降格为专家研讨会 ,民主德国

代表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嘉宾的身份应邀与会。

布拉格环境研讨会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在冷战背景下进行的首次国际环境会议 ,尽管会议被降格

为专家研讨会 ,但它仍体现了各国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及参加国际环境合作、共同改善人类环境的愿

望。各国专家讨论了与环境有关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及环境信息交换的国际安排 ,探讨了通过地区

和国际行动改善环境的各种手段。布拉格环境研讨会作为斯德哥尔摩环境会议的预备会议 ,在组织

模式、主要议题等问题上为斯德哥尔摩会议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关于召开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提议最初由瑞典驻联合国大使斯沃克 ·埃斯通于 1967年 11

月提出 ,瑞典提出召开环境会议是由酸雨问题所引发的。1968年 ,联合国大会正式采纳 2398号提

案 ,决定 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办第一届联合国环境会议。为了有效地组织会议 ,确保会议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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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联合国决定成立斯德哥尔摩会议秘书处和筹备委员会。斯德哥尔摩会议第一次反映了“各

国将地球的质量和对地球的保护作为一个整体而集体负责 ”①的思想。这次会议选定了“只有一个

地球 ”为主题 ,用以强调这样一个事实 ,即“人类及其周围的一切生物及非生物都是一个互相依赖的

系统的组成部分。如果人类由于轻率地滥用 (资源 )而损害自己周围的环境 ,他将别无寄身之处 ”②。

1969年 9月 18日第 24届联合国大会上 ,尼克松发表演讲 ,明确支持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

议 ,承诺将为其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在美国看来 ,会议能“提供一个综合考虑联合国范围内所有人类

环境问题的框架 ”。它也为了“确认对那些只能或者最好通过国际合作和协商的 (人类环境 )诸方

面”③。从美国的角度看 ,虽然美国没有获得第一届人类环境会议的主办权 ,但是 ,美国很早就开始

为斯德哥尔摩会议作筹备 ,主要的工作就是制定政策。1970年尼克松总统确定了斯德哥尔摩会议制

定政策的正式班子 ,即由环境质量委员会和美国国务院领导的名为国际环境事务委员会的任务小组

组成。由约翰 ·W 1麦克唐纳和克里斯蒂安 ·A1赫脱领衔。尽管在尼克松任期内 ,美国白宫与国务

院一直龃龉不断 ,但美国国务院事实上成为斯德哥尔摩会议政策制定的主导者 ,从美国在斯德哥尔

摩会议上和美国为此做出的准备中 ,可以看出美国环境外交多种政策和国际环境战略的意图和设

想。在为斯德哥尔摩会议作准备时 ,由 27个国家参加的筹备委员会从大量的关于环境问题的研究

资料中筛选和提炼出 100多项具体建议。将所有讨论分属六个主题范围 ,即 (1)对人类定居的规划

和管理 ; (2)自然资源管理的环境问题 ; (3)世界性污染的监测与控制 ; ( 4)环境领域的教育、宣传及

社会文化因素 ; (5)环境与发展的关系 ; (6)行动建议所涉及的国际组织问题。而事实上 ,斯德哥尔

摩会议所讨论的核心议题基本上与美国在会前所作准备和意图相吻合。在美国看来 ,斯德哥尔摩会

议要达到四个主要目标 :达成人类环境宣言和环境保护行动计划 ;设立环境基金和成立新的环境机

构。美国在会议上的外交活动主要围绕着这四个方面。

第一 ,尼克松总统于 1972年 1月在给国会的环境咨文中首次正式提出了设立环境基金的设想 ,

并承诺美国将从 1974财政年度起 ,给予该基金三年实质性的支持。“该基金将给斯德哥尔摩会议提

供一个提出实质性国际行动计划的机会 ”④。“基金将通过支持联合国在环境领域集中的协作活动 ,

帮助促进环境问题的国际合作。它还将有助于获取新的财力通过诸如监测与清洁海洋和大气的各

种活动来应对日益增长的世界范围问题。”⑤尼克松政府清楚地认识到 ,如果没有一定的基金作保

障 ,任何重大国际环境行动都可能流于形式 ,甚至变为一纸空文。在“低政治问题 ”的环境领域里的

国际合作更是如此。而且 ,在美国看来 ,“这个行动是为满足美国基本的国际环境目标和提高联合国

机构对该领域做出反应的效力而设计的 ,是美国参加 1972年联合国环境会议的里程碑 ⋯⋯国际环

境努力将因美国自愿承担必要的财力而得到明显的增强 ,美国将在其中扮演重要的领导角色 ”⑥。

当然 ,美国也绝不会全部埋单 ,它希望其他国家 ,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提供相应的资金与之匹配。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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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 ·特雷恩和亨利 ·基辛格在他们给总统的备忘录中 ,提到总数为 1亿美元的基金足以为斯德哥

尔摩环境会议提供“心理推动力 ”,而美国承担 50%的分配额度 ,会激励其他国家的捐赠 ,同时也会

强化美国的领导地位①。最终 ,由于美国财政部的反对 ,美国承诺提供 4000万美元 ,而非原先的 5000

万美元。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 ,加拿大、日本、东道主瑞典、英国、丹麦、挪威、西班牙、尼日利亚、瑞

士、西德和博茨瓦纳承诺承担不同的份额②。

第二 ,设立国际环境新机构的提议是 1972年 3月在纽约召开第四次准备会上提出的。约翰 ·

麦克唐纳称 ,美国提出的新机构包括一个行政理事会和一个秘书处。前者是美国所希望的对联合国

经济和社会委员会负责的机构 ,后者是被贴上“微型 ”标签的秘书处。在美国看来 ,虽然基金是首要

的 ,但新机构和秘书处是管理基金的。在建立新机构的努力中 ,美国代表团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如

美国所愿 ,会议未经投票就批准了制度建设决议 : (1)成立一个由 54国组成的行政理事会 ,它的主要

任务将是促进“在环境方面的国际合作和为在联合国范围内使各种环境计划互相配合和协调提供方

针”。 (2)由联合国建立一个环境问题秘书处 ,其目的是“集中管理在环境方面的行动和联合国各机

构之间的协调工作 ”,该理事会对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负责。这个秘书处的总部将在下一届联

合国大会上决定。 (3)另外建立一个协调理事会 ,由执行秘书长主持③。在这个问题上 ,美国唯一的

遗憾是 ,美国原先希望把行政理事会的成员国限制在 27个以内 ,最终却扩展到 58个。

上述美国所主张的联合国基金和新机构设置成为 1973年成立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环

境基金的雏形。从国际环境外交的发展历程看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环境基金的设立 ,是世

界各国国际环境合作走上正轨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第三 ,由于联合国环境行动计划在会议上被一致通过 ,因此 ,环境宣言成为整个会议和美国所希

望达到的一个主要目标。“人类环境宣言 ”既是会议主要的议题 ,也是会议的主要文件。这次会议能

否取得成功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篇宣言。会议上 ,许多国家提出了影响环境保护或与改善环境

有关的意见 ,如发展中国家普遍反映的贫困、发展、种族歧视、越战以及关于核武器试验的问题等话

题。最后 ,虽然多数国家并不认为宣言草案是完美的 ,但为了维护环境会议的成功 ,搁置了不同意

见。大会通过语义修辞上的创造性发明而获得一致。6月 16日联合国环境大会上以口头表决通过

了宣言的二十五项原则 ,大会接受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宣言。《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 》是这次会议取得

的最重要的成果。它表达了世界各国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和联合实施国际环境合作

的诚意。该宣言确立了指导国际环境活动的两个最重要的原则 ,即国家环境主权原则和国际环境合

作原则。

斯德哥尔摩会议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环境会议。会议秘书长莫里斯 ·斯特朗在闭幕式上

说 :“我们在人类未来的旅程中已经迈出了头几步 ,斯德哥尔摩环境会议的基本任务是做出能使国际

社会按照地球上物质方面的相互依赖性共同采取行动的政治决定。”④会议宣称环境将在未来几十

年里占据外交的主要地位。斯德哥尔摩会议提高了公众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对国际环境合

作重要性的认识。斯德哥尔摩会议主要讨论的议题在以后的国际环境外交中仍然是重要的议题。

05

①

②

③

④

斯蒂芬·霍普格德 :《美国环境外交政策与国务院的权力》,第 84页。

斯蒂芬·霍普格德 :《美国环境外交政策与国务院的权力》,第 103页。

《联合国环境会议今天建立一个协调未来环境活动的基本的国际机构》, 1972年 6月 18日《参考消息》,第 4版。

王之佳 :《中国环境外交》,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9年版 ,第 303页。



试析尼克松政府的环境外交

就这一点来说 ,斯德哥尔摩会议开启了人类环境保护历程的大门 ,从此以后 ,环境问题逐渐走上国际

舞台 ,成为国际关系领域里的一个热门话题。

在联合国的舞台上 ,尤其是斯德哥尔摩会议 ,美国的环境外交显现出更多的先入为主的考虑。

美国凭借着领先于别国的经济和技术条件推行的环境政策显得深思熟虑 ,而且扮演了主要角色并有

着强烈的主导环境会议的意图。不仅会议前四次预备会议中的三次在美国举行 ,而且在为斯德哥尔

摩会议的提案建议中 ,美国大费心思。正如美国环境质量委员会主席特雷恩在给基辛格的备忘录中

称 :“我们坚信 ,美国目前在将要构建的环境事务方面拥有强有力的领导地位 ,我们特别需要提出不

仅对工业化国家而且对发展中国家都有利的明确且实质性的提案。”①阿兰 ·斯普林格尔在分析美

国外交政策与斯德哥尔摩环境会议的关系时强调 ,斯德哥尔摩环境会议通过的环境宣言中的 21条

原则与美国的环境政策有关②。从斯德哥尔摩会议的准备到会后的评估看 ,美国实现了环境外交的

意图 ,也使其处于国际环境领域的有利地位。然而联合国的环境外交舞台不像之前的美国外交的努

力那样容易驾驭。这里面既有合作 ,更有冲突。无论是联合国会议的进程还是结果 ,美国不可能像

在北约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上那样听到那么多赞同的声音。

三、尼克松政府环境外交的特点

20世纪 60年代末 70年代初尼克松政府的环境外交是在世界环境危机频发、环保意识觉醒 ,因

越战而引发的国内危机以及美苏冷战加剧的背景下展开的 ,因而被打上了深刻的时代印记。尼克松

政府的环境外交传递了美国多方面国内外的政策取向 ,因此 ,具有明显的自身特点。

第一 ,尼克松的环境外交表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越来越多地渗透进环境因素。环境问

题无国界 ,世界环境问题的解决关乎美国的繁荣与发展。美国积极参与世界环境治理是实现美国国

家利益的重要途径。1970年 10月 14日 ,美国国务院在评估美国参与环境领域国际合作的效用时断

定 ,“美国通过继续实质性地参与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北约在环境领域里的活动的必要

性 ,并能从中受益。每个组织提供了一个便利美国与其他国家合作的重要框架。美国应根据全面的

美国计划尽力协同执行它们的环境活动 ,以便于确保有效利用有限的财力和人力资源 ,促进美国利

益 ”③。又指出 ,美国将坚定不移地在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北约这三个主要的国际环境机

制中行使领导权。特雷恩在戈登 ·麦克唐纳于 1970年 10月访问亚洲五国所写的报告中称 :“最为

重要的观察是 ,尼克松总统在环境方面的领导地位被各国政府、学术团体和媒体广泛认可和承认。

尼克松政府采取的有力的且实质性的行动被认为确立了美国在环境方面的世界领导地位。”④从尼

克松政府环境外交的结果看 ,美国几乎实现了所有的政策意图和目标 ,初步确立了它在世界环境治

理上的主导地位。此外 ,美国在国际环境合作领域的行动背后 ,都有美国国家利益的影子 ,其中 ,最

突出的是试图在国际环境领域抢占国际环境技术的制高点 ,为美国获取众多利益。特雷恩在白宫内

部的备忘录中透露 ,在向斯德哥尔摩会议的的提案中 ,美国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商业利益始终是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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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头脑中最重要的。在所列的美国“在改善国际环境方面有着重要的自身利益 ”的清单上 ,特雷恩

称 :“⋯⋯让其他国家提高环境标准 (同时也就提高了它们的生产成本 )和强化它们对这些标准实施

是美国的竞争利益之所在。”特雷恩又说到“⋯⋯国际上对环境的关注为美国对污染治理的技术出

口 ⋯⋯工业数据估计将达到每年 215—410亿美元提供重要的和潜在的市场 (一个完全以美国清除

污染技术为核心的贸易展览于 11月 6日在东京开幕 ) ”①。

第二 ,尼克松政府的环境外交在美国外交一盘棋中显然处于辅助性的地位 ,并没有成为美国外

交的核心。不过 ,尼克松的环境外交仍表现出尼克松主义外交的基本思想和步调 ,因而构成了尼克

松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 ,尼克松环境外交依然运行在旧的模式中 ,传统的外交内容及其方

式依然占据主导位置 ,即外交活动更多关注于诸如维持军事平衡 ,或者防止敌对联盟等“重大政策 ”

的问题。尼克松主义是美国外交战略的一次阶段性调整 ,体现了美国“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 ”的

“新的和平战略 ”。尼克松政府实施环境外交带有明显的“工具性 ”,意在通过实施“低政治 ”领域的

环境外交来推动美国对外战略的全面调整。“低级政治关注的重点不是无政府社会冲突的本质 ,而

是国家在特定功能领域中进行合作的环境 ”②。从深层次看 ,环境外交成为美国现实尼克松主义外

交的平衡器。20世纪 60—70年代 ,面对欧洲盟友的离心倾向和大西洋联盟出现的裂痕 ,尼克松政府

试图利用环境外交来协调并推动美国的对欧洲的战略调整。尼克松上台伊始就把与西欧盟国建立

“伙伴关系”作为对欧政策的核心。尼克松曾经把他的外交“新维度 ”归结为“现代科学和技术革命

的崛起 ”,而这正是美国与西欧共同的迎接环境危机的科学技术的基础。因此 ,美国环境外交起到消

除隔阂、增加互信的作用。1970年 7月荷兰首相曾私下对美国代表墨尼汉说 :“现代社会挑战委员

会正在为大西洋联盟的进一步发展做出重要贡献。”③与此同时 ,美国试图通过环境问题打开东西方

对话 ,布拉格会议是尼克松加强东西方的国际环境合作的一次主要尝试。1972年 5月尼克松访问苏

联 ,环境成为美国寻求突破美苏双边关系的重要因素。尼克松在访问中 ,一方面试图打消苏联抵制

斯德哥尔摩环境会议的念头 ,另一方面拓展与苏联的关系。尼克松在苏欢迎宴会上称 :“一些双边的

问题将成为我们的出发点 :我们两国可以在探索空间、征服疾病、改善我们的环境方面共同努力。”④

在会谈中 ,双方签署了《美苏环保协议 》,确认将在两国空气和水源污染、城市环境、北极生态系统等

11个领域进行友好合作。这无疑为此后双方签订《苏美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

时协定 》和《苏美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 》等条约作了铺垫。

第三 ,美国环境外交 ,凸显了尼克松政府行政部门的职能和作为。这时美国环境外交的设想和

提案、行动几乎都来自尼克松政府的行政部门。无论是环境质量委员会 ,还是国务院和现代社会挑

战委员会等部门和机构 ,他们在尼克松政府的环境外交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起了支配地位。哈

维 ·R1谢尔曼说 :“既然联邦权力的划分赋予总统负责国际事务很大的责任 ,美国在前面所述采取

的大量措施表明动议权是在行政部门 ,同时也归属于参议院。不过环境问题独有的和超越国家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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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与环境问题本身 ,使得整个国会较之于其他外交政策问题能更充分地参与到制定和实施国家环境

政策中来。”①但是 ,尼克松政府时期 ,美国国会很大程度上游离于尼克松环境外交政策制定和实施

之外。通观斯德哥尔摩会议的全过程 ,美国国会几乎没有参与到斯德哥尔摩环境会议政策的制定过

程中来。众议院主要的听证会到 1972年 3月 15—16日才举行 ,而参议院举行的有关国际环境的主

要听证会则在 1972年 5月初。这时距离斯德哥尔摩环境会议 6月 5日召开的日子不远了。此外 ,美

国工业和环境团体在为斯德哥尔摩会议制定政策过程中也很少反映出美国国内民众的意愿。缺乏

国际环境问题的大众利益是斯德哥尔摩会议后两位高级环境主义者②在国会的证词中所凸显出来

的。事实上 ,“直到 20世纪 80年代中 ,公众才明确地集合在环境保护主义者周围 ”③。尼克松的环境

外交有着较为强烈的行政色彩至少应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 ( 1)在美国政治体制下 ,“外交政策操

作主要由总统来负责 ”,“他又是与外国或国际组织谈判条约或协定时的美国主要代表 ”④。从尼克

松总统政治生涯看 ,外交是他所偏爱的领域。因此 ,要想在环境事务上有所作为 ,外交是尼克松总统

不二的舞台。因此 ,尼克松很少显示其环境外交记录 ,但却衬托出比他一生中大力宣传的访问中国

之行或结束越战更为重要的部分。 (2)分裂的政府是当代美国政治舞台的正常现象。整个尼克松政

府时期 ,都处在分裂的政府状态。“分裂的政府也可以迫使总统向政治中心迈进 ,这里正是国际主义

外交政策最自然最合适的位置。”⑤ 20世纪 60年代中期以后 ,世界环境危机和对环境治理的呼唤 ,使

得环境成为国际政治的热点问题。“这样 ,一个想把自己大部分时间奉献给国际事务 ,而对环境很少

关注的总统发现他成了空气、水和森林的不情愿的保护者。”⑥

第四 ,从尼克松的环境外交可以看出 ,美国在国际环境舞台上谋求自身利益和主导意图与第三

世界为实现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环境主张形成了明显的对照。尼克松政府认为 ,为了实现美国利

益 ,在国际环境合作中美国必须处于领导地位。通观尼克松政府期间的环境外交 ,美国在与北约和

经济与发展组织的环境合作中获得了执牛耳之势。在联合国 ,美国的意图更是明显。如倡导成立联

合国环境基金 ,其意图正如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外交报告所言 ,美国将在环境领域扮演重要的领导角

色。在关于联合国基金问题的争论中 ,会议最大的分歧是关于“额外 ”基金的话题。加拿大、日本和

英国在会上提出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资助以帮助解决环境问题。这遭到美国的极力反对。美国从

一开始就认为 ,联合国基金主要是为环境监测和信息收集提供支持 ,而不是给那些美国视为与其他

联合国机构有环境联系的计划予以财政支持。《华盛顿邮报 》报道道 :“在美国包含在立场文件中的

非常明确的指示下 ⋯⋯美国代表团来到此不仅严厉拒绝额外 (基金 )的原则 ”,而且还“坚决反对与

美国特殊立场相对立的建议 ”⑦。不过 ,美国在国际环境合作中遭遇到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关于环境

保护和经济发展所引发的不同立场和对立。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 ,美国环境外交的最大挑战主要来

自于发展中国家的不同主张和意见。尽管苏联和多数东欧国家的缺席 ,降低了会议的冷战气氛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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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李庆四 :《美国国会与美国外交》,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163页。

李庆四 :《美国国会与美国外交》,第 175页。

J1布鲁克斯·弗立本 :《尼克松与环境》(J1B rooks Flippen, N ixon and the Environm ent) ,新墨西哥大学 2000年版 ,第 62页。

出席斯德哥尔摩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得到指示 ,在包括自愿的环境基金等五个主要问题上持坚决反对意见。见斯蒂芬 ·霍

普格德 :《美国环境外交政策与国务院的权力》,第 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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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凸显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歧和矛盾。据统计 ,共有 141人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发言。持

反越战立场的瑞典前首相奥洛夫 ·帕尔梅对美国提出了不点名的批评 ,他宣称 :“不分青红皂白地轰

炸以及大规模使用压路机和除草剂而造成的巨大破坏 ,是一种有时人们称之为生态灭绝的暴行 ,这

需要国际社会的紧急注意。”①中国代表团则谴责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政策所造成的环境灾难 :

“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谴责美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对人类环境的严重破坏。

坚决谴责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和印度支那 ,使用化学武器 ,杀伤印度支那人民 ,破坏人类环境。”②这

是中美环境外交史上的首次交锋。在国际环境合作问题上 ,美国与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与发展问题上

的交锋不只是政治理念上 ,还在于具体的环境政策上。很显然 ,尼克松政府在推行其环境外交时 ,片

面地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是世界环境的主要威胁之一 ,忽略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进程

中危害环境的历史责任 ,反而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环境责任。发展中国家首先关注的是经济发展问

题 ,认为经济发展才是当今不发达国家的当务之急 ,环境问题只是发展的衍生品。贫穷国家的环境

问题与富裕国家的环境问题有着天壤之别。在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大会上担任重要职位的英迪

拉 ·甘迪认为 ,“贫穷是最坏的污染 ”。巴西驻美大使琼 ·奥古斯多称 ,“第三世界政府在斯德哥尔

摩会议上达成了广泛的一致 ,即北方国家要对全球环境危机负责。而得尝工业化恶果的北方国家现

在却要对南方国家关闭大门 ”。他又说 ,“解决北方国家环境问题的方案 ,如果强加在南方国家身上 ,

那将是无效的或糟糕的 ”③。许多南方国家将北方国家对环境的关注与更大的北南关系模式联系在

一起。在斯德哥尔摩环境会议上 ,争论最激烈的是关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总部地点的投票 ,最后反

映发展中国家的愿望占了上风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获胜 ,这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不小的胜利。

[本文作者夏正伟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上海 　200444;许安朝 ,广州大学松田学院法

学系讲师。广州 　511370 ]

(责任编辑 :张晓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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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 In a word, the“Six2Day2W ar”has not only fully p roven modern warfareπs multip le functions and

the multip le consequences, but also has p rovided a model case for the research of war2and2society

relations.

The US M iddle Ea st Policy in 1950s - From Omega Plan to

the B irth of the E isenhower Doctr ine

Lan Lan

A s the US M iddle East policy in the 1950 s, the Eisenhower Doctrine aimed to integrate some A rab

states into its coalition of global containment, fend off Soviet penetration in the M iddle East, and it have

been the foundation of its M iddle East policies thereafter. The Eisenhower Doctrine was formed because

Omega Plan could not tackle the p roblem s of the M iddle East effectively. It is an open clarification of the

Omega Plan, which emphasizes the continuity of the US M iddle East policies.

An Ana lysis of the Env ironmenta l D iplomacy of Nixon Adm in istra tion

Xia Zhengwei, Xu Anchao

During R ichard N ixonπs p residency, environmental issue became one of the major themes of American

dip lomacy. Through such frameworks as NATO, OECD, UN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N ixon

Adm inistration adop ted a series of dip lomatic actions focusing on environmental supervision, p rotection and

pollution harnessing. N ixonπs environmental dip lomacy reflected his p ioneering dip lomatic concep t and

concrete actions for environmental p rot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executed the environmental dip lomacy

ahead of other countries, and therefore the Americans took an advantaged position in the field. Henceforth,

the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in the environmental field was p romoted and reached its zenith in early

1970 s. However, mainly focusing on Americaπs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al situations as well as

realistic national interests, N ixonπs environmental dip lomacy couldnπt help make environment dip lomatic

policies from the angle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p rotection.

Pr ice Problem in Early M odern England and Sta te Regula tion

Chai B i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 rice p roblem and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England. The long2term regulation of p rice resulted from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the 16th century. By

numerous royal p roclamations, the Tudor State reinforced p rice control and gained certain positive effects.

However, restriced by som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factors, its actual effect is quite lim i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