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合会 2007 年会会议纪要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合会）2007 年年会于 2007 年 11 月 28—

30 日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第四届国合会首次会议，主题是创新与环境友好型社会。新

一届国合会中外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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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任务，标志着新一届国合会工作正式启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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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日下午，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出席国合会年会的外方代表。国合

会外方副主席特普费尔、布兰德向温家宝总理报告了国合会本次年会给中国政府的主要政策

建议。温家宝总理高度评价国合会年会选择“创新与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一主题，指出这正

是中国发展战略的两个重大问题。中国政府把建设创新型国家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

会置于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把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任务。为完成这项艰巨任务，我们提出节能减排的约束性指标，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初

步成效。今年上半年单位 GDP 能耗同比降低 2.78%，主要污染物排放扭转了多年连续上升

的势头，实现了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双下降。中国将采取更加严格的环保措施，

大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加强合作，

共同应对全球环境问题。 
温家宝总理强调，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在创新方面不仅需要科技创

新和体制创新，而且需要思想观念的创新，实现“三个转变”必须从机制、体制、制度上入

手，只有建立起促进创新和环保的体制才能实现我们的目标。温家宝总理坦诚地说，要成为

一个环保总理，内阁应该是一个环保内阁，我们不仅要创造一个繁荣的中国，还要使中国保

持蓝天白云的良好环境。 
温家宝总理对国合会一年来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指出国合会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和学习

的平台，应充分发挥其优势，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献计献策。国际社会帮助 13 亿人口的中

国解决环境问题，就是帮助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解决了环境问题，是对全球环保事业的重大

贡献。 
参加会见的外方代表感谢温家宝总理会见他们，对温家宝总理支持国合会工作表示敬

佩，认为中国政府领导人的支持不仅有助于中国的环保事业，而且有助于国际社会更深入地

理解中国的环境与发展政策。外方代表对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推

动科学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表示钦佩；对温家宝总理肯定国合会工作，听取国合会政策

建议，对国合会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感到鼓舞；表示愿意积极支持和参与国合会工作，为

中国的环境与发展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做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环保合作的友好使者。 

二、曾培炎副总理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 

11 月 28 日下午，第四届国合会主席曾培炎副总理出席会议开幕式并发表讲话。曾副总



理在讲话中称赞了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和秘书处所做的大量工作，并感谢有关国家和国际

组织多年来关心和支持中国环境发展事业，长期支持国合会的工作。 
曾培炎副总理从经济全球化的战略高度，阐述了当今世界和中国共同面临的突出环境问

题，总结了近年来中国在环保方面付出的不懈努力和取得的重要成果，介绍了今后一个时期

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部署。 
曾培炎副总理指出，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要把经济发展建

立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提出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面向未来，中国将通过推动创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方式、

创新体制机制和创新治理模式等，切实加大环保工作力度，坚定不移地走以人为本、全面协

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 
曾培炎副总理希望新一届国合会在已有的工作基础上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继续发扬国

际环境合作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开拓研究领域，更多地提出政策建议，扩大交流范围，更广

泛地开展务实合作，创新工作方式，更好地加强环境保护，为中国和世界建设生态文明做出

新贡献。 

三、会议情况和主要成果 

本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国合会工作大纲和议事规则。会议围绕创新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的主题，紧密结合国内环保工作重点，围绕节能减排和气候变化、全球化与中国环境与发展、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创新政策等专题进行发言和讨论。会议听取了实现“十一五”环境目

标政策机制、创新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环境与发展战略转型全球经验与中国对策、化学品环

境管理战略等课题组与专题政策研究报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冯之浚、中华环保基金会副理事长汪纪戎、清华大学常务副校长何建坤等分

别做了发言；外方发言代表包括 2007 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奖组织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的主席帕乔里、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施泰纳、世界自然基金会总干事里皮等。 
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向会议做特别演讲，介绍了中国以污染减排为重点，让江河湖海休

养生息的有关情况。他强调指出，应对十分严峻的水环境形势，中国将按照让江河湖海休养

生息的防治思路，采取最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大力削减污染物排放总量，严格环境准入条

件，严禁向水体排放重金属、持久性有机物等有害、有毒的物质，加强饮用水源地的保护，

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努力使江河湖海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 
联合国副秘书长、环境署执行主任施泰纳先生在特别发言中指出，国际社会十分关注中

国的发展，期待中国更加积极地加入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进程。环境问题是维持人类的整个

福祉和经济的关键问题，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结合方面，中国已经走在前面，中国的经

验能够为全世界更好地解释清楚在整个发展进程中，环境能够成为更好的发展驱动力。 
外方委员和专家在发言中赞赏不久前召开的十七大就中国的长期发展做出的新的重大

战略部署，认为中国政府领导层对中国面临的环境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有着警醒的认识，并正

在通过推动实施科学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环境与发展的战略转型

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外方委员特别注意到中国的环境保护已经进入国家决策主流，

中国成功实现战略转型不仅对中国人民意义重大，也将使整个世界受益。 
外方委员认为，过去一年来，中国在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改善环境质量等方面做

出了巨大努力，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与肯定；中国实现历史性转变和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

目标需要经过长期的、不懈的努力。为此，委员们建议要用创新的思维谋划中国环境与发展

的长期战略，研究“十二五”环境目标；大力加强环境保护部门的机制与能力建设，克服体

制障碍；完善和利用经济政策与市场机制，创新管理模式；制定综合的能源与环境政策，发



展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化。 
会议根据国合会政策研究成果和中外委员和专家意见，形成并通过了本次会议给中国政

府的政策建议。 

四、会议达成的共识 

一是充分肯定中国政府在环境与发展领域做出的巨大贡献。会议一致认为，中国政府高

度重视环境保护，提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将节能减排作为

必须完成的约束性指标，提出了实现环境保护的三个历史性转变，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

施，取得明显成效，为中国乃至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是对中国未来环境保护事业充满信心。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环境保护

工作做出了战略部署，把加强环境保护和实现科学发展摆在突出位置，令人鼓舞，催人奋进，

中国环境保护已经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干线、主战场、大舞台。 
三是迎接前所未有的环境挑战还需要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处于城

市化、工业化的关键阶段，人口还在继续增加，环境保护的压力将更大，世界上没有任何一

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面临如此巨大的环境挑战，必须下更大的决心，以更大的气力，采取更有

效的措施解决发展中的难题。 
四是必须加强环境保护的创新，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必须以观念创新为先导，以发

展模式创新为归属，以体制创新为突破，以科技创新为抓手，使中国真正实现环境与经济社

会的协调发展。 
五是必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各个国家的共同

努力，研究中国的环境问题，必须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与世界各国一道相互帮助，协力推

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中外委员认为，随着中国可持续发展事业的深入，国合会面临的任务将更加艰巨。今后

要在传播先进理念，加强国际交流，提出政策建议的同时，更加注重解决中国最突出的环境

问题，更加注重促进环保技术的研究和交流，更加注重支持对决策者的培训，更加注重环境

政策措施的试点与推广，充分发挥国合会开展环境与发展合作的桥梁、平台与纽带作用。 
会议同意国合会 2008 年年会于 2008 年 11 月 12—14 日在北京举行。会议主题初步确定

为“机制创新与和谐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