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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简称国合会）自 1992 年成立以来，作为一个非营

利、国际性高层政策咨询机构，以丰富的智力资源优势和跨领域、综合性政策研究特色，成

为中国历史最长、层次最高、影响最大的中外环发政策交流与合作机制，得到国内外有关

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研究机构、社会组织的长期支持，为推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世界可

持续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2017 年是第六届国合会开局之年，国合会紧密结合新时代国际和国内环境与发展的

新特点，在中国政府大力支持和国合会合作伙伴密切配合下，按照张高丽副总理“把国合

会建成中国和世界环境与发展领域双向交流平台、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协作平台、推动完善

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创新平台”的期待和要求，顺利完成第六届国合会组建工作，持续推进

前瞻性、预警性和可操作性政策研究，扎实开展试点示范，推动政策落地生根，广泛分享研

究成果，资政启民并重，圆满实现预期目标。主要工作进展情况如下：

一、顺利完成第六届国合会组建

自 2016 年 9 月中国政府批准成立第六届国合会以来，国合会秉持多元、包容和共享

的总体原则，稳步推进新一届组建工作。在新、老合作伙伴的积极响应和鼎力支持下，第六

届国合会各项组建工作基本完成。

（一）拟定第六届国合会章程草案

经与国合会主要合作伙伴反复沟通磋商并不断修改完善，形成第六届国合会章程草

案，为第六届国合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做好准备。

章程草案继承和延续第五届章程基本框架和内容，结合新时代新要求，体现广大合作

伙伴关切，进行了必要的改进与完善，主要包括：进一步确立多元、包容和共享的原则；

明确国合会服务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双重使命目标；增设中外特邀顾

问，为国合会开展研究活动提供更多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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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成国合会委员和特邀顾问邀请

人员组成的高层次、广泛性是国合会得以长期发展和产生持续影响力的重要基础。第

六届国合会委员和特邀顾问遴选过程中，进一步强调包容性和代表性，并充分考虑地域、

领域的平衡和性别平等。目前，第六届国合会委员共计 65 人，其中中方 29人，外方 36人，

包括中外政府相关部门高级别官员、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负责人、大学和研究机构资深学

者、知名企业领军人物，以及社会组织代表。特邀顾问共计 35 人，其中中方 17 人，外方 18

人，主要由相关领域资深官员、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组成。

（三）确定国合会重点研究领域和组织形式

政策研究是国合会工作的核心，是政策建议的来源和依据。第六届国合会研究工作需

要准确反映中国进入新时代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服务于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035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和 2050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三个阶段目标，并为全球环境

治理体系构建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经与有关各方多次研讨和征询意见，确立第六届国合会四大研究领域：全球治理与

生态文明、绿色城镇化与环境质量改善、创新与可持续生产和消费，以及绿色能源、投资与

贸易。研究形式主要包括：开展中长期、系统性研究的课题组，具有针对性、指向性的专题

组，体现及时性、实效性的快速研究，以及头脑风暴式的研讨沙龙等，以持续产生有价值、

有影响、可操作的政策建议。

（四）落实资金和智力支持

第六届国合会继续得到中国政府及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主要合作伙伴有：加拿大、

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瑞典、欧盟等政府机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美国环保协会、能源基金会、大自然保护

协会、世界自然基金会、克来恩斯欧洲环保协会等环保组织，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世界

资源研究所等智库和研究机构，以及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中远海运慈善基金会、西班牙

纺织设计实业集团等。截至目前，已落实运作资金约 2500 万美元。

此外，还有很多智库、大学、研究机构承诺为国合会提供专家咨询，支持国合会能力建

设和国内外成果传播与分享活动。这都为国合会的长期发展奠定了更加稳固的基础。

二、稳步推进政策研究和示范工作

2017 年，国合会开展了多个政策研究和示范项目，为 2017 年年会提出给中国政府的政策

建议奠定基础。在研究过程中，合作伙伴发挥重要作用，不仅提供资金支持，还推荐多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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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专家参与研究工作，并协助项目组织及调研、考察、交流、研讨等活动。

（一）政策研究

1. 完成“中国绿色转型展望：2020-2050”课题，深入研究中国绿色转型的动力及

愿景、转型的历史背景及机遇、转型后的绿色经济前景，提出实现转型目标的政策框架

和路线图。

2. 在全球治理与生态文明课题组框架下，启动“全球海洋治理与生态文明”专题研

究，以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和综合海洋治理为核心，对海洋生物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保

护、海洋污染防治、绿色航运、可再生能源和矿产资源开发进行系统研究。

3. 结合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需求，开展环境管理体制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研究，以破解当前环境保护体制机制关键问题为目标，分别针对区域大气环境管

理、生态保护和农村环境管理体制改革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总结，为深化环境保护体

制机制改革提供政策建议。

4. 开展热点议题快速研究，围绕海洋、城镇化、环境与贸易、第四次工业革命、绿色供

应链、国家公园管理等议题，邀请环境保护部、农业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海洋局、进出口银

行、地方政府、中科院等国内相关部门和研究机构代表，以及德国、荷兰、挪威、瑞典、美国、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国际专家学者，举办 17 场系列研讨会，形成 11 篇专题报告提交环保

部及相关政府部门供参考。

（二）示范试点

1. 开展江苏省典型区域累积性环境风险管理研究及示范。以典型涉重工业园区、历

史遗留工业污染地块等所在区域为试点对象，探索建立累积性环境风险管理模式，提升地

方政府管理部门的认识和管理水平。

2. 开展可持续消费指标体系与机制建设研究示范。结合国合会可持续消费评价指标

体系研究成果，以上海为试点评估的研究对象，开展区域可持续消费发展程度评价，聚焦

可持续消费政策实施过程中面临的难点，形成政策建议。

3. 开展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研究示范。支持中国证监会金融研究院，结合国

际经验和中国资本市场实际情况，提出健全中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政策建议。

三、加强成果传播与分享

利用多种形式和渠道宣传国合会及其研究成果，进一步扩大国合会的国内外影响，取

得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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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汇集国合会智慧，提升中国绿色执政能力

与国家行政学院合作，对第五届国合会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进行综合、提炼，编撰出

版《中国：迈向绿色发展》，作为国家行政学院提升地方各级政府官员绿色发展意识和执

政能力的培训教材。

（二）抓住改革机遇，参与中国环境治理体制机制创新

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共同举办行政管理国际研讨会，分享国合会关于环境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建设研究成果，邀请众多环保领域中外专家参与讨论，推动中国环境管理体制

机制改革与创新；协助组织中国行政管理相关部门人员赴德国、法国进行交流，提供国家

公园管理体制以及跨部门、跨区域流域管理国际经验，推动中国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

（三）利用多种媒体形式，广泛传播国合会信息

通过国合会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及时发布国合会工作动态、研究成果以及国内外环境

与发展政策进展和技术创新相关信息，以多媒体、图表、视频等多种形式广泛传播国合会

研究成果，不断扩大受众群体，提升国合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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