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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ESYS2022」中日青年环保建设论坛 ～为了我们美好的未来～ 

 

1．线上交流概要 

【目的】为纪念日中邦交正常化 50周年，日中两国大学生、青年以深化相互理解、共同展望日中友好

未来发展为目的，以“碳中和”这一各国近期未来在环境领域的共同目标为议题，围绕将碳中和作为自

己的身边事而能做出什么贡献，展开交流。 

 

【参加者】关注环境问题的大学生、青年 

中国大学生、青年 32名 

日本大学生    37名 

 

【日程】 

日期 

地点 

内容 参加者的提问・反应（参加者的实际人数） 

12月 16日 

东京都 

①日中代表致辞（视频） 

②主旨说明、参加者介绍 

③主旨演讲、答疑 

主题：面向 2050年碳中和的提案 

——基于日中友好学术交流 40年的经验 

讲师：山本 良一 

东京大学 名誉教授 

主题：碳中和与青年的使命 

讲师：陳 迎 

中国社会科学院 生态文明研究所 

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室 研究员 

④座谈会 Part1 优秀建议书介绍 

 1）日中评审员点评 

 2）大学生・青年代表介绍自身作品 

⑤座談会 Part2自由交流 

⑥讲师总结 

在主旨演讲后的答疑环节，共有 7 位大学

生和青年提问。日方讲师山本良一老师在

论及温室气体排放量评价标准“范围三排

放（SCOPE3）”的运作模式、可再生能源的

导入阶段时强调，实现碳中和过程中，政

策及政府的领导能力固然不可缺少，与此

同时年轻人作为社会变革的动力，不断地

向社会强调推广该制度的必要性也是非常

重要的。中方讲师陈迎老师在回答外语专

业学生应采取的行动及能在学校教育中采

取的措施等问题时进行了举例说明并鼓励

大家，即使不是学习环境专业的学生也可

各尽其能实现碳中和，要将环境问题纳入

未来职业规划中，活用专业知识发挥自身

作用，每个专业领域都需要大家去进行自

我启发。 

 

在座谈会上，4个在以“碳中和，该从何做

起？”为题的提案评选中被选为优秀作品

的作者进行了相关发表。日中双方发表的

提案均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除了饮食方

面之外，还提到可持续时尚、家电使用窍

门、快递包装纸箱的回收利用、厨余垃圾

处理技术等话题，两国代表彼此分享了各

自意见，并对双方看法表示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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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本老师建议各位代表可纳入 LCA（生命

周期评估）视角对各自提案进行进一步探

讨。此外，他指出日方代表的提案存在“相

较于中方提案，社会推动性有所欠缺”的

问题，但对日方提案中设立 NGO 和创业等

积极举动予以高度评价。陈迎老师对与会

代表们充满热忱的提案和积极讨论表示赞

赏。她强调实现碳中和并非唯一目的，让

人们对消费、社会和经济发展保持时刻关

注更为重要，热情呼吁与会人员满怀对未

来的期许，一起为实现目标而努力。 

（参加者：中国大学生・青年 32 名、日本

大学生 37名） 

 
 

2．照片 

  

2022 年 12月 16日【座谈会・优秀建议书介绍】 

出人意料的“豆腐”提案 

2022 年 12月 16日【合影留念】 

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实现碳中和！ 

 
 

3．中方参加者感想（摘选） 

◆ 中国 青年 

日本和本国教授的开场讲话很鼓舞人，最后展示后的点评与总结也帮助参与者了解到未来  

研究的方向，有指点迷津的作用。 

 

◆ 中国 大学生 

中国和日本在国情方面的不同造就了不同方向的碳中和发展道路，但是通过这次交流可以发

现许多互相可以取长补短的地方，也学习到了很多新的思想和方法。 

 

◆ 中国 大学生 

这次交流中，我学到了一些生活中的环保小技巧，例如设法节省冰箱的耗电量，点半份菜做

到零浪费。中日两国在对环保方面都有许多政策和措施，青少年环保意识显得尤为重要，积极  

开展与环保相关的活动，持之以恒地杜绝浪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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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 大学生 

了解到日方有许多高校有自己的碳中和计划，对思考中国今后碳中和发展有更多的思考；  

山本教授最后对我的提案研究提出纳入 LCA 视角去探讨碳中和的建议对我今后的研究很有启发；

“豆腐”的提案让我思考之后的碳中和宣传中可以选用更加愉快，让人们开心的方式去传播。 

 
 

4．日方参加者感想（摘选） 

◆ 日本 大学生 

这次座谈会让我能够听到同龄人的想法、看到他们所采取的行动，也注意到许多值得我尊敬的

地方，深受感动，也觉得很有意义。在听取报告过程中，看到同龄人将影响他人的想法付诸于实际

行动，对我启发很大，也让我反思自己是否有可以做到的事。 

◆ 日本 大学生 

在本次座谈会上发表的提案中我注意到，实现碳中和的实践比我想象中的更多，比如在日常小

事上下功夫，或是通过饮食文化，还有影响到周边他人这样的“以点带面”等等。本次所有提案的

共性都是从自身出发，从自身能做的事做起。因此我认为每个人的行动对于实现零碳社会都很关

键。借此机会，我思考了自己能做的事并决心将其付诸于行动。另外，与中国朋友们通过共同的课

题进行交流，我觉得十分开心。 

 

◆ 日本 大学生 

我对中国纸箱回收的实例以及厨余垃圾资源化特别感兴趣。虽然都是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举措，

但是可能的话我想在日本推广这些想法。 

 

◆ 日本 大学生 

通过这次线上交流我学到了很多。与中日两国优秀的讲师及与会年轻人进行交流，自己的视野

也得到了开拓。我认为这次线上交流是在学校里接触不到的宝贵体验。我深刻体会到今后为解决

碳中和等全人类共同的课题，国际合作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从今往后我将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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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参加者的对外宣传、新闻报道等 

 

2022 年 12月 16日（微信） 

与会中日青年一致认为,“绿色环保、和谐发展”是未来中日发展的共同主题,青年一代要主动担负起

新时代的责任和使命,从自身做起,为实现“碳中和”目标赋能,积极引领中日两国走向美好未来。 

实施团体：公益财团法人日中友好会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