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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政党应在大选宣言纳入三大法令

我们呼吁各政党将《气候变化法令》、《跨境烟霾污染或清洁空气法令》以及重新审议1974年《环境素质法

令》纳入各党的竞选宣言

我国针对环境问题所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处理方式，让气候变化的影响给马来西亚带来了巨

大的经济损失，破坏了我国的基础设施和发展努力，也影响了老百姓的生计。气候变化正因环境退化

和不同领域的碳排放而恶化。它也影响了整个马来西亚。

我们正在面对近乎一年一度的洪水灾害，并预计将爆发比2021年12月更严重的洪水，去年12月的洪水

影响了几个州属，夺走了55条生命，影响了12万5000人，还造成约26亿令吉的财产损失。

我们针对国会会议记录进行了一项研究（网站链接：https://www.greenpeace.org/malaysia/act/undi-iklim/
），自2018年以来的四年内，含有环境关键词的问题只占了总国会议员提问的8.7%。因此，我们需要未来

的领导人优先考虑采取更全面的方式来处理这一环境危机。在来临的全国大选中，我们呼吁各政党将

《气候变化法令》、《跨境烟霾污染或清洁空气法令》以及重新审议1974年《环境素质法令》纳入各党的竞

选宣言，并且在2022年11月19日赢得政权后，将制定上述法令列为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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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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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greenpeace.org/malaysia/act/undi-ik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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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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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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