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议纪要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合会”）2008 年

年会于 2008 年 11 月 12-14 日在北京召开，会议主题是机制创新与和

谐发展。国合会中外委员、中外专家、特邀嘉宾和中外观察员以及其

他中外来宾共约 200 人参加会议；外交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环

保部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召开，中外各方高度关

注。会议主要情况如下。 

一、温家宝总理会见国合会外方代表 

11 月 13 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

南海紫光阁会见了出席本次年会的外方代表。国合会外方执行副主席

比格斯、副主席特普费尔、布兰德向温家宝总理报告了本次年会给中

国政府的主要政策建议。温家宝总理在会见时强调，在全世界都在关

注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有两件事情最容易被忽视：一件就是

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第二件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而这两件事

情都关系到整个人类的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绝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

价。中国的发展应该是可持续的发展，中国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不

仅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而且要保证人民的健康和环

境的安全。国际金融危机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也是推进中国环

保事业的机遇，还是中国进行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极好机

遇。在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遭受影响的情况下，中国仍将坚持环境保

护和可持续发展，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高度重视实现

千年发展目标。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措施和力度坚定不

移；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坚定不移。 



温家宝总理指出，中国政府最近推出拉动内需的 10 项措施中，

涉及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措施有四类：一是民生工程，包括人居、

健康和教育。二是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和重

大的环境保护工程。三是灾后重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灾后生态重建

特别是林业的恢复。四是直接同环境有关的技术改造和节能减排。绝

不允许再上高污染和高耗能的产业。要继续淘汰落后产能和产业。继

续发展高科技产业和环保产业，积极开发推广节能减排的技术。中国

需要创新的领域很多，潜力很大，一个是市场潜力，一个是环保潜力。

前者来源于中国发展的地区不平衡和城乡不平衡，后者来源于中国环

保领域欠账较多。抓住这两点，不仅不会使中国经济受影响，反而会

促进中国经济发展。 

温家宝总理强调指出：中国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

都议定书》的签署国。发展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

责任。中国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承担了应负的责任，制定

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并逐步实施。温家宝总理希望国合会能够

继续办下去，希望国合会不仅是中国发展的见证者，而且是中国环保

事业发展的见证者。 

参加会见的外方代表感谢温家宝总理的会见，对温家宝总理支持

和肯定国合会工作感到鼓舞。他们认为，中国政府在面临世界金融危

机的时候，坚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及时出台拉动内需的重大举

措，并把生态环境建设作为重点内容，为国际社会在应对金融危机中

继续重视可持续发展问题做出了榜样；赞赏过去几年中国政府为转变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关系所做的巨大努力，以及成立环境保护

部，环保行政和执法能力逐步得以加强。 

一、 李克强副总理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 



11 月 12 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国合会

主席李克强出席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中国将继续把

环境保护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把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作为扩大内需的

重要措施，促进民生改善和发展方式转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李克强副总理指出，国际金融危机是一个重大挑战，但积极应对、

主动转型、有力行动，也可以转化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

变的有利机遇。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是扩大内需、培育新的经

济增长点的重要措施，也是促进节能减排、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有效途

径。要把扩大内需、促进增长同优化结构、产业升级结合起来，切实

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工作力度。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不

利影响，中国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

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扩大国内需求，加快

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地震灾后重建，千方百计增加

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促进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具有应对风险的

能力和强劲活力，有条件把平稳较快发展的好势头保持下去。 

李克强副总理说，中国把保护环境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把实施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国家战略，环境保护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了重要

转变。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重的趋势有所

减缓，部分地区和城市环境质量有所改善。去年以来，全国化学需氧

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开始实现双下降，污染减排实现历史性突破。中

国为加强环境保护作出了巨大努力。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的阶段，发展经济的潜力巨大，

保护环境的任务十分繁重。面向未来，我们将坚持走科学发展道路，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促进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坚持建设生态文明，加快形成有利于节能环保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



和消费模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坚持以人为本、环保为民，着

力解决影响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使人民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

活。 

李克强副总理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将进一步加大投

入力度，加快城镇治污设施、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工程、国家十大重

点节能工程、重点防护林和天然林保护工程建设。鼓励技术创新和推

广，支持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和循环经济，深入开展全民节能环保行动，

使环境保护不断取得新成效。特别是推进相关改革，抓紧理顺重要能

源资源产品的价格关系，建立健全能够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

程度、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促进清洁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李克强副总理强调，解决好我国的环境发展问题，不仅是１３亿

人民的福祉所在，也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贡献。中国将积极参

与国际环保多边双边合作，特别是加强环保技术、管理、人才等方面

的合作，丰富合作内容，提升合作水平，实现共同发展。在世界经济

增长明显放缓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不能动摇，行

动不能松懈。我们将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同世界各国

一道，为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全球环境作出不懈努力。 

李克强副总理积极评价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成立 17

年来做出的贡献，希望各位委员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关注研究中国环

境与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积极推动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为中国环

境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二、 会议情况和主要成果 

 

本次会议以全球金融危机为背景，紧密结合国内环境与发展领域

内的重点问题，围绕创新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环境与健康、能源效率



和环境保护经济政策、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城市发展中的能效政策

等，听取中外专家报告研究成果，进行发言和讨论。国家发展改革委

副主任、国合会副主席解振华、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汪纪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沈

国舫、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施泰纳、世界自然保护同盟总干事莱芙

尔等中外委员和专家分别进行发言和报告。 

环境保护部部长、国合会执行副主席周生贤在会议上做特别报

告，介绍了 2008 年前三季度中国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与去年

同期相比分别下降 2.7%和 4.2%，继续保持了“双下降”的良好态势，

表明中国保护环境的力度不断加强，环境与经济的协调性有所增加。

周生贤指出，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北京市连续实施了 200 多

项大气污染控制的措施，投入了 1000 多亿资金。经过不懈的努力，

北京市的空气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北京市空气

质量达标率为 100％，二氧化硫、一氧化碳和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颗粒

物等各种污染物浓度日平均比去年同期下降 50%左右，为近 10 年来

最好状况。北京绿色奥运的成功举办充分说明，增强发展协调性对于

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改善环境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总结推广绿色奥运的成果，其中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要全方位地加强

环境保护，加快建设生态文明，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进一

步增强发展质量的协调性、发展动力的协调性、发展格局的协调性和

发展要素的协调性，形成区域环境质量改善和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的良

性循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外方委员和专家在发言和讨论中对过去一年来中国政府和人民

战胜严重自然灾害、成功举办奥运、妥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等给予高

度评价，认为中国政府领导层对中国面临的一系列国际国内重大挑战

有着清醒的认识，并正通过实施科学发展，推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



境友好型社会，逐步实现环境保护的历史性转变，建设生态文明和构

建和谐社会。中国发展的成功实践，将为全球环境与发展进程提供重

要经验。外方委员和专家特别注意到，中国政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所做出的及时、正确的反应，特别是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的同时，更

加强调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其它国家提供了借鉴。 

外方委员认为，中国应当用创新的方法来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

展，这将为中国社会带来持久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并最终惠及

全世界。中国正在倡导生态文明建设，通过从根本上改变环境保护与

经济发展的关系来实现这些目标。当前的重要一点是避免国家的环境

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成为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牺牲品，否则将削弱中

国长期发展的可持续潜力。应当大力鼓励环境保护技术创新以增加相

关就业机会和技术推广，大力保护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并增加对农村

地区的环境保护资金投入，大力提高企业承担环境保护责任的意识和

行动效率以减轻政府的负担。 

外方委员提出，中国为实现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长远目标，需

要在未来几年应对好以下几方面的重大挑战并应有所突破：应进一步

调整环境与经济的关系，加速推动环境保护的历史性转变；使贸易、

投资和金融行业改革与可持续发展政策目标相一致；从长远发展着手

使中国的发展迈向低碳经济，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采取必要

措施应对环境风险带来的人类健康问题；通过创新生态系统保护方

法，为广大农村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切实长久的政策与资金

支持；加速环境保护技术创新的开发和应用；加强环境信息公开和公

众参与，继续加强国际合作，把重点转向寻求综合的可持续发展解决

方案。 

会议根据国合会政策研究成果和中外委员、专家意见，形成并通

过了本次会议给中国政府的政策建议。 



 

三、 会议达成的共识 

 

中外委员对如何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加强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

展达成以下共识：一是要坚定不移地加强环境保护，促进可持续发展。

正确处理环境与经济的关系，决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

时增长，绝不能以经济下滑为借口，动摇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决心。

二是当前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给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都带来了严峻挑

战。但只要应对得当，抓住这一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的有利

时机，完全可以转化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机遇。三是节能环

保是拉动经济新的增长点。通过积极调整投资政策，将节能减排作为

重点投资领域，把加强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方

面，坚决淘汰“两高一资”行业落后产能，大力扶持节能环保产业和

产品研发，可以使节能环保成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量。四是体制机制创新是推进环境与发展事业的有效途径。把机制创

新与总结历史经验紧密结合起来，抓紧理顺重要能源资源产品的价格

关系，提高资源生产率，将进一步促进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五是应

对全球危机需要更加真诚务实的国际环境合作。发达国家应继续保持

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中国应继续积极开展国际环境合作，为解

决人类面临的环境与发展问题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外委员认为，中国政府领导人对国合会工作给予高度重视与支

持，为国合会今后更加有效地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国合会不仅是中

国听取外方人士提供政策建议的对话平台，也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了解

中国环境与发展进展和经验的重要窗口，其影响在不断扩大。 

会议同意国合会 2009 年年会于 2009 年 11 月 11-13 日在北京召

开，年会主题初步确定为“能源、环境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