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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和平组织呼吁新任环境部长兑现承诺，优先制定三项法令以应对马来西亚气候变化

的问题

马来西亚吉隆坡讯 - 马来西亚绿色和平组织日前致函新任天然资源、环境及气候变化部长聂纳兹米，呼

吁该部采取全面和综合的方法来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优先制定三项法令，即气候变化法令、跨境烟霾

污染法令（或清洁空气法）、以及重新审议1974年《环境素质法令》。

绿色和平组织于选举前，通过“为气候投下一票（#vote4climate）”行动，要求马来西亚人和民选议员将气

候变化问题放在首位，并于选举后向新部长跟进上述诉求。新政府成立后的首150天内所制定的计划，对

于奠定政府的方向和路线至关重要，这些计划将显示它们对一个国家潜在的积极或消极影响。

新任环境部长聂阿兹米曾于2019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对于普通马来西亚人应该如何为减缓气候变化

尽一份力，已经有很多建议......但是最终我们需要的是政府通过其政策和行动来引导。”（链接：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global-climate-strike-haze-must-wake-up-call-nik-nazmi-nik-ahmad/）

有鉴于此，随着聂阿兹米走马上任，我们希望他可以讲到做到，通过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做出具有影响力

的改变，优先制定下列三项法令：

(1) 气候变化法令

我们的气候变化议程是零散的，环境治理被划分到不同的部门当中，例如，在最近的2023年财

政预算案中，公共交通、电动汽车和碳减排被纳入预算的不同部分。然而，我们需要一个长期的

碳减排、气候减缓和适应战略。尽管政府有一个气候变化部门和马来西亚绿色技术和气候变化

中心，但它们是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履行气候变化相关职能。 我们需要在气候变化法案下

建立一个司法框架，由一位部长负责绿色课题（涉及生物多样性，如林业）和褐色课题（涉及人

类健康，如空气污染），以及气候变化问题，如森林、水、农业、海岸侵蚀、碳税、可再生能源。

(1) 跨境烟霾污染法令或清洁空气法令

在2018-2019年间，希盟政府曾经起草了《跨境烟霾污染法令》，但国盟和国阵政府决定搁置《跨

境烟霾法令》，继续使用外交手段。然而，仅靠外交手段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毕竟，我们不断地

使用外交手段却没有什么行动，造成烟霾反复地出现。此外，政府需让马来西亚的企业负起责

任。我国数个非政府组织包括绿色和平组织已经向马来西亚人权委员会（SUHAKAM）提呈了一

份空气污染的诉状，强调我们的司法机制中极大的纰漏，包括目前的空气质量标准并不符合世

界卫生组织的全球指标。

在《跨境烟霾污染法令》上，马来西亚政府可以参考新加坡的蓝本进一步改良，克服外交上的不

足之处。我们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原则，但我们必须正视马来西亚公司在供资和印尼的森林



火灾和泥炭排水活动中所扮演的因果角色，并追究它们的责任，正是这些活动导致了跨境烟

霾。此外，我们需要东盟准备一份法律文书，以强调这一原因，并追究马来西亚公司的责任。

关于空气污染标准，政府需确保我国空气质量与国际标准、2021年世卫组织所推荐的指南相一

致。

(1) 重新审议 1974年《环境素质法令》

环境部已于2022年10月修订了1974年《环境素质法令》中针对污染者的罚款数额。然而，政府

还应该修订环境污染预防、监测和执法标准；加强环境影响评估指南以维护其公正性、透明度

和公众参与；并纳入全面的循环经济的概念，特别是针对有毒废料。

关于环境影响评估（EIA）指南，目前的做法是私人发展商自费雇用环评顾问为他们的发展项目

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并提交评估报告，几乎所有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都有利于支付环评顾问的

发展商。因此，重要的是由环境部，而不是发展商去付费雇用这些环评顾问进行环评。在环评

方面，政府必须强化法律要求和过程中的良好治理，提高透明度，让公众、环保非政府组织、利

益集团和民选议员都能接收到信息，并改变公开展示环评报告的方式，加强公众参与和利益相

关者参与。此外也应加强执法能力。

关于循环经济的概念，法令应包含通过回收资源实现污染控制和减少废料的条文。例如，法令

应有相关条文允许牲畜业者从排泄物中回收沼气用以发电、强制性电子废料回收系统等。另一

方面，在有毒化学品的排放和释放方面，我们需要新的条文或法令用来管理化学物，以便执法

机构能够从整个生命周期的角度管理化学品和有毒物质的数据库。

联系：

邓晓璇，马来西亚绿色和平组织

Thing Siew Shuen, Senior Programme Manager, Greenpeace Malaysia:

thing.siew.shuen@greenpeace.org, +6012-3681209

Yvonne Nathan, Digital and Media Campaigner, Greenpeace Malaysia:

yvonne.nathan@greenpeace.org, +6017 662 83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