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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格斯执行副主席在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加拿大国际发展署署长  国合会外方执行副主席  比格斯 
（2011 年 11 月 15 日） 

尊敬的李克强副总理、周部长、李干杰秘书长， 
国合会委员和各位特约嘉宾： 
 

此次国合会年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年会，因为这是第四届国合会的最后一次会议，

又是中国“十二五”规划实施的第一年，同时我们也格外高兴地迎来了国合会成立 20
周年。在过去 20 年的时间里，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对于环境和发展关系的认

识也有了巨大转变，这种变化不仅仅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是如此。世界上所有国家都

在努力解决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后果以及其他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有时分散

了我们对于当今环境可持续性方面的注意力。 
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需要我们采取以人为本的战略，这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和

全世界所面临的挑战就是能找到一些以人为本的、全社会能够接受的、环境友好型的

价值观，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采取行动，这就需要我们有开放和包容的发展过程。国合

会目睹了中国在努力成为一个环境友好型社会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也非常有幸地直接

对于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本次国合会年会文件中有非常丰富的反思，我们将研究在“十一五”规划期间取

得的成果，以及所吸取的经验教训，如何能够在新的五年规划期间得到贯彻实施。一

些专家把“十二五”规划看作是环境和发展方面真正的突破口，其中包括“十二五”

规划非常强调社会发展方面。“十二五”规划反映出，中国已意识到经济和环境方面的

转型是密不可分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结果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因此我们必须要

思考现在所说的这种新的绿色转型的概念应该如何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去造福于中国

人民，并且能够改进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这也是我们本次年会的主题。 
绿色发展也是具有全球性的重要任务，中国快速的增长使得中国在世界上占据了

非常重要的经济地位。除此之外，中国在国际的环境事务中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中国已经参与了控制和减少汞排放的新的全球条约谈判，并且在明年 6 月即将举行的

里约 20 周年的地球峰会上，中国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将会交流在绿色发展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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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经验。 
主席先生，我们的国合会正在解决一些优先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引领着世界在

环境和发展方面的思考。正如委员们近年来所提出的，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复

杂，而且找到良好的解决方法的时间越来越紧迫，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敏感。

因此非常重要的是，应该尽可能清楚地界定中国想要实现什么样的理想和结果，并且

能够建立起非常好的衡量成功的标准。在“十一五”规划期间，中国有非常具体的减

少污染物排放的约束性指标。在“十二五”规划期间也有一些新的指标和目标，这些

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的低碳工业化战略和绿色经济课题组已经提出了非常宝贵的路

线图。 
本次年会中，对于中国和其国际伙伴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投资、贸易和

环境的关系。课题组不仅研究了对于进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方面改进的必要

性，同时也包括中国海外投资改进环境方面的重要性。我们需要有一个绿色的中国品

牌，这对于中国以后的市场准入和竞争力是十分重要的。这个例子表明了国合会有非

常好的比较优势，可以汇集来自世界各大洲的国际专家来开展这样的研究。从这个研

究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中国以及中国正在进行投资的国家所带来的机遇，同时课题

组也可以找到一些方法，使得中国建立起自己清晰的国际和国内的作为环境责任大国

的形象。 
与这个研究有关的是国合会在绿色供应链方面的专题研究。我们的研究小组包括

来自在中国开展业务的一些国际大企业的成员，他们研究了中国在各层政府绿色采购

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其中也包括市级政府，同时也研究了如何把中小型企业纳入绿色

供应链之中。 
中国现在越来越强调刺激内需，因此对于产品和供应链的绿色认证可以为可持续

消费创造出一种路径。我刚才强调的所有研究都把环境问题纳入到了中国经济决策的

主流。国合会需要确保本年的建议能够清晰地显示出如何能够使这种方法具有操作性，

我们需要加强从国家级到地方级政策的实施。国合会通过过去和现在的经验意识到，

环境与发展方面的任务，从本质来讲是长期的，绿色转型将会是今后很多年里越来越

重要的话题，也许是在今后几 10 年里非常重要的话题。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所进行的

大量投资，已经开始显示对于环境友好型应用方面是非常宝贵的。这就提出了一个问

题，我们是否需要制订一个绿色转型的中长期计划。 
国合会委员们非常关注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和成本分配问题，当然我们也意识到这

个主题对中国政府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话题，同时也意识到应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解

决公平方面的问题，其中包括在消除贫困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和正在开展的一些工

作。今年我们也启动了一个课题组，研究中国西部地区的绿色发展，重点放在这个重

要的区域实现绿色经济的路线图。因为这个地区是工业和城市变革的新的前沿，我们

希望这个课题组能够提出与“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和实现有关的扎实建议。国合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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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开始认真研究如何实现“十二五”期间污染物减排目标，其中包括氮和温室气体

排放的目标。我们在“十一五”规划开始的时候已经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也获得到了

一些有用的成果，期待这个课题组能够有更好的结果，能够研究一下更长期的需要，

有必要延伸到“十三五”规划。 
主席先生，我代表国合会所有的国际委员和与我们合作的同事，感谢中国在环境

和发展方面所作出的扎实承诺，在第四届国合会过去的五年里，我们已经看到了一种

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行动出现。我们意识到中国在环境和发展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

但是这种些努力还没有带给我们理想的环境。中国现在的环境保护情况仍然被描述为

是十分严峻的，所以带来变革的关键阶段仍然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已经在应对环境挑

战的态度、体系、能力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并且已经抓住了一些机会，人们现在更

加接受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并且也向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进行转型，这是非常鼓舞

人心的。我们希望绿色转型能够给我们的工作提供广泛的框架，我建议在年会的这几

天时间里，把讨论的重点放在影响环境结果的一些非常重要的系统性的挑战上。 
在这里有三点是直接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绿色转型有关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创造出有利于绿色转型的财政安排、定价和市场激励机制方面

所取得的进展还是非常有限的。要克服这种系统上的障碍，应有哪些政策方面的转变

是我们要优先考虑的。 
第二个是我们现在还在辩论创新相对于其他的渐进式的改进方式有什么样的优

势，特别是对于新的基础设施和在工业领域里的投资非常重要。同时对于传统以煤为

基础的能源经济的转型也非常重要。所以在今年的课题组里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建议涉

及这些话题。我们能否选择一两个非常重要的建议，包含在创新政策方面转变的需要。 
最后，我希望加大在环境和发展方面问题解决的包容性，无论是中国绿色经济、

减贫和环境方面的社会性别问题，还是在解决带来的影响，包容性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中国优先考虑的事项，我们应该建议建立良好的机制。 
李副总理，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在走向生态文明的道路上和你们携手并进，我们再

一次希望中国的国合会能够给中国提供不仅仅在近期，而且对长期来讲也是十分宝贵

的建议。我们也祝中国在实现雄心勃勃的“十二五”规划第一年的目标方面取得巨大

的成功。 
最后我要感谢为本年的工作作出贡献的所有的同事，不管怎样衡量，我们都认为

这一年是我们最卓有成效的一年。让我们继续努力，使我们的年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年

会，非常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