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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是新一届国合会正式启动后承上启下的一年，在中国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国内外各主要合作伙伴和捐助方的合作与配合

下，在国合会主席团的领导下，国合会中外委员、课题组长和中外专

家积极参与国合会组织的各项工作，全年工作按照主席团会议批准的

工作计划逐步推进，进展顺利。 

过去一年来，国合会的工作继续得到中外各方的重视与支持。温

家宝总理会见出席国合会 2007 年年会的外方代表时，明确表示中国

政府将继续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作为政府工作的重点，并对国合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并提出了新

的要求，极大地鼓舞了中外委员继续办好国合会的信心。2008 年 6

月，经中国政府批准，由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出任国合会主席，表明

中国政府将继续对国合会工作提供强有力的领导与支持。 

中国全国人大 2008 年 3 月批准组建环境保护部，为继续加强对

国合会的支持提供了保障。新成立的环境保护部，继续承担国合会的

相关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对国合会秘书处工作的领导。同时，外交部、

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商务部以及中央政府其他机构对国合会工作给

予高度重视，中国政府通过中央财政继续对国合会提供资金支持。 

国际合作伙伴对国合会的支持得到进一步加强，各捐助方提供的

捐助资金为国合会的日常运作提供了基本保障。目前，共有 17 个国

家政府、国际组织及机构为国合会提供资金支持，他们包括：加拿大、

挪威、瑞典、德国、澳大利亚、日本、英国、法国、荷兰、丹麦、意



大利、欧盟、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美国环保协会、壳牌公司、洛克菲

勒兄弟基金会、世界自然基金会。 

现将 2008 年主要工作报告如下，供各位委员参考。 

一、国合会委员调整 

一年以来，结合中国政府换届，根据国合会工作发展需要，对国

合会组成人员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一是主席团成员。国合会主席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出任；

国合会外方执行副主席由加拿大国际发展署署长比格斯女士担任。 

二是国合会委员。由于政府换届等原因，来自一些政府部门的中

方委员由于工作变更不再担任国合会委员，为此进行了调整与补充；

同时，增加了部分中外专家委员。 

目前，国合会由中外委员 53 人组成，其中包括 8 位女性委员。

这些委员中，既有参与国合会工作多年的老委员，也有很多是第一次

受邀参加国合会的新委员。中方委员来自不同的部门、研究机构和大

学，外方委员来自不同国家、国际组织与研究机构，委员结构具有较

好的代表性。 

二、政策研究活动 

政策研究工作是国合会为中国政府提供咨询建议的基础。国合会

2008 年政策研究活动涉及以下不同领域和项目： 

1、创新与环境友好型社会课题组（2007-2008）。将向 2008 年年

会提交最终报告。 

2、环境与健康课题组（2007-2008）。将向 2008 年年会提交最终

报告。 

3、能源效率和环境保护经济政策课题组（2008-2009）。将向 2008



年年会提交背景政策报告。 

4、城市发展的能源效率政策课题组（2008-2009）。将向 2008 年

年会提交背景政策报告。 

5、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途径课题组（2008-2009）。将向 2008 年年

会提交背景政策报告。 

6、农村发展的能源、环境与适应气候变化课题组（2008-2009）。

按计划正在开展工作。 

7、可持续的煤炭利用与污染控制政策课题组（2008-2009）。基

本完成课题组组建工作，即将开展工作。 

8、生态系统服务与管理课题组（2009-2010）。课题组组建工作

已经启动，2009 年正式开展研究工作。 

9、促进城市低碳发展的能源与环境政策示范项目（2008-2009）。

已选择宁夏银川开展研究工作。 

10、中国印度环境与发展政策报告联合研究项目（2008-2009）。

国合会与印度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联合支持，研究工作已经启动。 

11、中国生态足迹报告联合研究项目（2007-2008）。国合会与

WWF 共同支持中外专家组完成了研究报告，已于 2008 年 6 月发布。 

以上各个政策研究课题组及项目邀请了国合会委员、中外高层专

家担任课题组长，研究工作在中外组长的领导下取得不同程度的进

展。参加国合会政策研究的全体中外专家密切合作，克服困难，为国

合会政策研究与咨询进行了不懈努力。中外专家的出色工作与奉献精

神对国合会的顺利运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以上政策研究活动中，秘书处和秘书处国际支持办公室积极主

动协调；国合会中外首席顾问及其支持专家组提供了全方位指导；中

外委员积极参加与支持政策研究工作；各捐助方和合作伙伴为政策研

究活动提供了资金与组织支持。中外各方建立起来的友好合作伙伴关

系为保证国合会政策研究工作顺利执行提供了基本条件。 

三、国合会圆桌会议 

圆桌会议是新一届国合会新设立的会议机制，目的是向中外各方

广泛传播国合会政策建议与成果，扩大国合会在国内外的影响。在中

外合作伙伴支持下，国合会 2008 年圆桌会议于 4 月 22-23 日在京举

办，会议期间，还举办了圆桌会议“企业论坛”活动。出席会议的代

表包括国合会中外委员、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中外专家学者和国内

外企业界代表等。  

圆桌会议围绕国合会政策建议、中国发展战略转型的全球影响、

低碳城市发展、企业界应对环境挑战的行动、地方与城市面临的战略

转型政策等问题进行报告与讨论。 

2008 年圆桌会议向地方政府决策者和工商企业界代表传播了国

合会的政策建议；为中外决策者、专家学者和工商界提供了对话平台；

在政府、企业界、专家学者之间搭建了合作的桥梁。 

会议达成以下共识：第一，实现环境与发展战略转型，是未来中

国可持续发展的长期主题。中国正处在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的

凸显期，如果不能确立好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将面临着巨大的环境风

险，也将对全球环境带来重大的影响。第二，大力推动低碳经济和低



碳发展，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机会，也是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挑战

的重要途径。地方政府行动、公众的参与和企业界的响应至关重要。

第三，通过创新，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中国的重大战

略选择。在这一进程中，企业是创新发展的承担者、推动者和实现者；

政府与企业、公众之间的伙伴关系也将发挥重要作用。第四，世界上

没有现成的发展道路可以遵循，中国只能通过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模

式，妥善处理环境与发展、资源与环境等诸多矛盾，促进可持续发展。 

四、国合会运作与管理 

按照国合会 2007 年年会通过的新一届国合会议事规则，建立和

规范了秘书长、秘书处及秘书处国际支持办公室、首席顾问及支持专

家组的日常运作机制。过去一年中，按照主席团批准的工作计划，秘

书长在秘书处和首席顾问支持下开展工作。 

国合会秘书处及其国际支持办公室 

国合会秘书处及其国际支持办公室过去一年中重点抓了以下几

方面工作： 

 协调和管理国合会政策研究活动，在政策研究课题和项目组建及

执行过程中，提供全方位支持和协助，初步建立了中外专家网络。 

 保持与中外委员的联系和沟通，听取和采纳中外委员对国合会工

作建议，及时发送相关信息，并为中外委员参加国合会活动提供

服务。 

 继续加强与捐助方联系与沟通，不断扩大中外合作伙伴关系，逐

步加强与发展和中央政府部门、企业界和地方政府的联系。 

 组织策划和筹办国合会重大活动，精心组织实施。 

 规范国合会捐助资金管理工作，为国合会政策研究和其他活动提



供保障。 

 在秘书长的领导下，就国合会在第四届以后的发展方向启动国合

会发展战略的研究工作，并将征求各方意见。 

 注重国合会政策建议和研究成果的传播与交流，积极组织政策报

告的出版，使国合会工作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在首席顾问专家组及各方支持下，组织举办圆桌会议，生态足迹

报告发布会，生态服务与管理、农村能源与环境、可持续的煤炭

利用等课题组启动会议，按照国合会工作安排开展活动。 

首席顾问 

国合会中、外首席顾问负责就国合会政策研究活动向秘书长和主

席团提出科学方面的咨询建议。一年来，新一届国合会中外首席顾问

工作机制得到加强，运转顺利，为确保国合会政策研究活动的正常推

进发挥了关键作用。在首席顾问支持专家组的协助下，中外首席顾问

及其团队重点开展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中外首席顾问对组建国合会课题组和其他政策研究项目向秘书

长提供全方位的咨询意见，发挥了关键作用。 

 每季度召开中外首席顾问与秘书处联合工作会议；更加密切了中

外首席顾问间的工作联系，进一步完善了工作沟通机制。中方首

席顾问及其支持专家组建立了月度例行工作会议机制。 

 对国合会政策研究活动提出阶段性规划建议，确保国合会政策研

究工作目标的平稳、顺利实现。 

 对课题组研究工作提供指导与协助，确保与课题组的沟通。 

 承担了国合会年会政策建议初稿和国合会关注问题报告的起草，

出色完成了年会重要文件的准备工作。 

 对国合会政策建议参考与采纳情况进行了跟踪，并编写了情况报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