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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合会 2007 年的工作处于十分重要的过渡时期。在中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在国内外

各主要合作伙伴与捐助方的通力合作配合下，新一届国合会组建工作顺利完成，过渡期政策

研究工作有序推进，今后 5 年运作资金基本落实，国内外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国合会

影响继续扩大。 
现将 2007 年主要工作报告如下，供各位委员参考： 

一、中外各方对国合会工作的支持与合作 

温家宝总理会见国合会 2006 年年会的外方代表时明确表示，国合会要长期办下去，一

直办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环保事业满意为止。 
国合会主席曾培炎副总理要求，国合会要深入探讨环境与发展政策，进一步发挥多边国

际咨询机制作用，精心组织国内外专家，广泛汲取国际经验，紧密围绕中国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选择关系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进行调

查研究，为中国政府提供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中国国家环保总局作为国合会的承办部门，进一步加强了对国合会秘书处工作的领导与

支持，外交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商务部以及其他有关中央政府机构对国合会工作均给

予了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中国政府对新一届国合会的资金支持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加拿大政府作为国合会最大的捐助国，继续通过双边合作渠道为新一届国合会提供无偿

援助；挪威、瑞典、德国、日本、意大利、荷兰、美国环保协会、壳牌公司等，对国合会的

资金支持继续加强，澳大利亚、法国、丹麦、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等成

为国合会新的捐助方，英国、欧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自然基金会等通过不同方式对

国合会活动继续提供支持。国合会发展了更加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在国际社会的影响继续

扩大。 

二、新一届国合会组建工作 

（一）国合会中外委员 

组建新一届国合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完成国合会中外委员的更替。2007 年上半年，中

方邀请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对中方委员进行了提名推荐；在与主要捐助国协商的基础上，顺利

完成了外方委员的提名工作。按照国合会程序，中外委员由中国政府正式邀请。新一届国合

会的组成人员由中国国务院于今年 6 月批准。 
新一届国合会现有委员 47 名，既有多年参与国合会工作的老委员，也有很多新委员，

其中老委员占 36%，新委员占 64%。中方委员分别来自不同的部门、研究机构和大学；外



方委员分别来自不同国家、国际组织与研究机构。委员的组成结构具有比较好的代表性。 

（二）国合会工作大纲和议事规则的修改 

国合会工作大纲和议事规则是规范国合会工作目标和程序的基本文件。根据三届五次会

议中外委员的建议和国合会过去多年的工作经验，经中外各方认真研究，形成了新一届国合

会工作大纲和议事规则，提请这次年会讨论审定。 
修改后的工作大纲和议事规则重点对国合会工作目标、主席团决策机制、加强秘书长职

责、秘书处和首席顾问工作、政策研究工作的设立与实施、年会举办以及其他会议机制、国

合会成果推广等进行了重点改进与完善，使国合会的运作更加高效、透明，将进一步提高国

合会工作的效率及其影响。 

三、2007 年政策研究工作 

2007 年是第三届和第四届国合会的过渡期，既要确保国合会换届工作的顺利完成，又

要组织好政策研究工作，面临的压力很大。在中外各方的通力合作下，秘书处包括秘书处

国际支持办公室与首席顾问紧密配合，相关捐助方与合作伙伴大力支持，特别是中外专家

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保证了各个相关课题组和专题政策研究的组建与实施。 
2007 年开始组建并完成研究，将向年会报告成果的项目有：实现“十一五”环境目标

政策机制课题、环境与发展战略转型全球经验与中国对策课题、化学品环境管理战略课题。 
2007 年已完成组建将向 2008 年年会报告成果的课题有：创新与环境友好型社会课题、

环境与健康课题。其中，创新与环境友好型社会课题将向 2007 年年会提交背景报告。 
参加各政策研究项目的中外专家精诚合作，在时间紧迫的条件下，努力开展研究工作，

先后召开课题组会议 22 次，国际研讨会 4 次，组织了多次国内调研活动，比较好地完成了

各自的研究任务。 
同时，在首席顾问的建议下，对国合会在能源与环境领域的政策研究工作进行了统筹规

划，提出了 2008—2010 年间拟在该领域建立政策研究项目的具体计划，将提交主席团批准。 

四、国合会首席顾问工作 

在过渡时期，国合会首席顾问的工作率先进行了完善与改进，组成了有中方支持专家组

协助下的中外首席顾问工作机制，负责对国合会政策研究工作的组织协调。一年来，在中外

首席顾问的领导下，首席顾问工作机制运转顺利，为确保国合会政策研究工作的正常推进与

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席顾问与秘书处紧密合作，对课题组和专题政策研究中外成员的组成提出建议，先后

四次举行联合工作会议，对政策研究工作进行规划，对研究项目进行指导、推动。 
中外首席顾问主动参加相关课题组的研究活动，提供直接的帮助与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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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与起草工作，在综合吸收各研究项目成果的

基础上，出色完成了这些重要文件的准备工作。 

五、秘书处工作 

国合会秘书处是国合会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在国家环保总局、国合会秘书长及副秘书

长领导下，克服过渡期间面临的各种困难，与首席顾问、各捐助方和合作伙伴密切配合，在

秘书处国际支持办公室的协助下，很好地完成了其承担的各项工作任务，为新一届国合会工



作的顺利启动打下了基础。 
完成了第四届国合会筹建工作。与中外各方特别是主要捐助方密切沟通与协商，为国合

会换届和更替做好工作；修改完善了国合会工作大纲和议事规则。 
大力加强与中国中央政府相关部门的联系，主动沟通协调，扩大影响，与国内有关机构

的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加强。 
主导新一届国合会的资金筹措工作，通过积极努力，承诺为国合会捐助资金的国家和机

构增多，国外捐资额有明显增加，中国政府配套资金有较大幅度增长，国合会运作资金基本

落实。 
与国合会首席顾问紧密配合，与各个政策研究项目及中外专家保持沟通，掌握情况，提

供协助，全力推进政策研究工作。 
全面加强与各个捐助方的伙伴关系，举办多次吹风会，积极沟通协调，提高国合会工作

的透明度和主动性。 
注重国合会各项工作的长远计划与组织实施。在秘书处国际支持办公室的协助下，制定

了第四届国合会工作规划和分阶段工作计划，使第四届国合会工作有了比较完整的框架。 
与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保持紧密联系，确保信息的及时沟通，为中外委员做好服务工

作。 
按照国际标准，汲取过去年会的经验，精心筹划与组织国合会年会，提高中外委员出

席国合会年会和参与国合会工作的积极性，提高和扩大年会的效率、效果和影响。 

六、扩大国合会影响的相关工作 

逐步扩大与提高国合会在国内外的影响一直是中外委员和各方关注的问题。2007 年，

秘书处在有关捐助方的支持下，策划与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取得良好效果。 

（一）举办低碳经济与中国能源与环境政策研讨会 

2007 年 4 月，国合会在有关捐助方支持下，举办了“低碳经济与中国能源与环境政策

研讨会”。会议邀请挪威、英国、瑞典、美国、日本、德国、加拿大、印度、欧盟、亚行、

世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联合国开发署、世界自然基金会等国家、国际机构与

组织以及中国有关政府部门高层官员与专家出席，针对国内外能源与环境政策的发展趋势、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应对措施以及低碳经济、能源效率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取

得很大成功。会后，对涉及的重要问题和相关建议，分送给中国政府领导人和有关部门参考，

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加强国内外交流，拓展合作伙伴关系 

通过举办各种座谈会、研讨会，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建立紧密的联系，扩大国合会在

中国政府各部门中的影响，争取了支持；通过与各捐助国、合作伙伴保持密切的沟通与对

话，主动听取各方对国合会工作的建议，发展了新的合作关系；通过不同方式，注意开拓

与国际知名研究机构的广泛联系，扩大了合作伙伴，增加了合作方式。 

（三）加强国合会信息和成果的传播与分享 

一年来，更加注重及时向中外委员和合作伙伴加大信息传播的力度，扩充信息传播的手

段，促进信息和研究成果的分享，取得良好效果。 
通过不同方式向中国政府领导人、有关中央和地方政府及时传递国合会政策建议和政策

研究成果，供有关领导和部门决策时参考。 



以电子传播方式，用中英文语言同时发送《国合会动态》，便于中外各方及时了解与掌

握国合会工作的重要进展。 
编辑出版中文版国合会年度政策报告，向社会和公众发行，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国合会成

果。 

七、关于第三届国合会资金情况 

第三届国合会于 2007 年结束。中国政府、各有关捐助国和机构对第三届国合会（2002
—2007 年）所提供的资金支持，有力保障了国合会各项工作的顺利实施。附件为第三届国

合会的整体资金使用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