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届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纪要 
 

第三届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合会）第五

次会议于 2006 年 11 月 10-12 日在北京召开。会议主题是科学发展与

小康目标。国合会 38 名中外委员、8 名中外课题组组长、16 名特邀

嘉宾、83 名观察员参加了会议。国合会主席团主持了会议。 

本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预定任务胜利闭幕，标志着第三届国合会

工作顺利结束。 

会议主要情况如下： 

一、温家宝总理会见外方代表 

2006 年 11 月 10 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出席

本次会议的外方代表。国合会外方执行副主席、加拿大国际发展署署

长格林希尔向温总理报告了本次会议给中国政府的主要政策建议。温

总理就中国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向国际社会借鉴中国可持续发

展经验、未来国合会发展方向、提高环境执政能力、资源环境定价、

生态补偿机制、公众参与和实现环境保护三个历史性转变等有关问题

与外方代表进行了坦诚友好的对话与交流。温总理在会见中明确指

出：希望国合会长期办下去，一直办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环保事业满

意为止。要求下一届国合会密切注视中国发展进程中经济结构和经济

增长方式方面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并每年对此进行评估。强调提

高环境执政能力，不仅要赋予责任，还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在各级

政府官员中树立优美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为政一方，不能只顾当前，

要为子孙后代负责的意识和思想。积极研究建立完整的生态环境保护

机制，形成正确的价格机制，实行严格的奖惩制度。政府和企业的投

入要同保证生产一样，来保证环境保护。强调“三个转变”是经济增



长方式转变的巨大变化，是保证中国经济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根

本性、方向性措施。 

参加会见的外方代表感谢温总理会见他们，对温总理支持和直接

参与国合会工作表示敬佩和感谢，强调这种直接参与不仅有助于中国

的环保事业，而且有助于世界环保事业的顺利发展。正是在中国政府

强有力支持下，国合会才成为世界上最有威信的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格林希尔表示，加拿大政府已经承诺支持第四届国合会的工作，体现

加拿大政府对国合会的信赖，体现中加两国环境与发展领域的合作进

展顺利，关系正常。参加会见的外方代表钦佩温总理阐述的中国政府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远见卓识以及对于现存问题的深刻剖析。对温总理

肯定国合会工作，赞同国合会政策建议，指明国合会未来工作方向感

到欢欣鼓舞。 

    二、曾培炎副总理到会发表讲话 

2006 年 11 月 10 日下午，第三届国合会主席曾培炎副总理参加

会议开幕式并发表讲话。曾副总理在讲话中表扬了国合会和秘书处所

做的大量工作，感谢有关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与机构对国合会的大力

支持。他在讲话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形势和环境形势，要求做

好能源资源节约、加强水污染防治、强化大气污染防治、开展农村及

土壤污染防治和加大生态保护和建设力度等主要工作，从生产、流通、

消费、建设等各个环节采取措施，全面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

会。明确要求第四届国合会深入探讨环境与发展政策、有针对性地组

织专题研究、积极参与节能环保工程建设、加大人才培训和交流力度、

提高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水平，更好地发挥咨询作用。 

三、会议主旨发言和特邀发言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题为“科学发展与小康目标”

的主旨发言中，强调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首先要转变观



念，坚决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要积极应对

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加强

立法，规范人与自然及社会的关系。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提高全体

公民的可持续发展意识，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

形成保护环境的道德力量。 

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施泰纳在主旨发言中，赞赏中国政府提出

的“三个历史性转变”，认为这是应对可持续发展挑战的唯一出路。

他谈到，后工业时代，不是要限制发展，而是在地球资源使用方面采

取更加优化的方式。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之间的合作非常重要。希望

中国能够通过自己的榜样，让别的发展中国家借鉴，从而成为全球经

济的一部分。中国努力建设和谐社会能够为全世界成为一个和谐社会

做出贡献。 

加拿大国际发展署前署长、渥太华荣誉校长拉贝尔做了题为

“2020-展望中国的环境与发展的特邀发言。她在发言中谈到了气候

变化带来的全球影响，中国 2020 年将面临的能源资源短缺等相关问

题，希望提高环境问题上的透明性，提高中国环境行政执政能力，中

国与其他国家共同合作，解决资源过分使用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

影响，为世界做出贡献。 

经济合作组织副秘书长赤坂做了题为“经合组织关于中国环境绩

效报告”的特邀发言。他在发言中，提出了进一步加强中国环境方面

的工作，将环保局提升为环保部，对与环境有关的服务进行收费，制

定一致的全国气候变化政策和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在酸雨问题上加强

国际合作，中国应该系统化地将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融入国际合作等

5 个方面的建议。 

    四、会议特别演讲 

国家环保总局局长、新任国合会中方执行副主席周生贤首次参加



国合会全体会议，并发表了题为“推进历史性转变，实现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的特别演讲，全面阐述中国环境保护领域落实“三个历

史性转变”的目标、任务和采取的措施。他在演讲中指出，中国环保

工作已进入了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增长的新阶段，正面临历史性转变

的重要机遇，需要从更高的视角、更广的领域、更深的层次开展国际

环境合作与交流，中外携手，共同推进中国环境保护的历史性转变。

他的演讲充实了会议内容，受到与会委员专家的积极评价。 

五、会议主题讨论和建议 

会议围绕科学发展与小康目标的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委员和

专家们认为，自 1978 年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

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取得了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经历上百年的时间

才取得的进步。中国的成就举世瞩目。但是，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

对资源与环境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

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近 20 多年来集中凸显，呈现结构型、

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 

在未来 15 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面对资源与环境的巨

大挑战，只有按照“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

发展观”和“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

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动改革和

发展，将科学发展观贯彻到具体工作中，才能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

坚决控制并改善资源环境状况。 

委员和专家们深刻分析了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小康目标过程中

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借鉴世界各国的相关经验教训，在以下方面达成

共识：一是加快推进历史性转变。二是继续坚持不懈地将国合会办好。

三是建立并完善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相关机制。四是建立全方位的防控

污染体系。 



五、课题组报告和政策建议 

会议听取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回顾与展望高层课题组、经济增长与

环境协调发展课题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课题组、环境执政能力课题

组的研究报告，听取了新农村建设中环境问题对策与研究专题组的专

题报告，并就他们提出的政策建议进行深入讨论。以此为基础，集中

提炼和归纳会议期间委员和专家阐发的意见和建议的精华，形成并通

过了本次会议给中国政府的政策建议。 

六、关于第四届国合会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国合会秘书长祝光耀在会议上介绍了中国

政府批准成立第四届国合会以及第四届国合会总体设想的有关情况。

与会委员、专家对中国政府批准成立第四届国合会予以充分肯定，一

致认为，15 年前，中国的环境与发展事业正是从国合会这个平台全

面走向世界，当今世界先进的环保理念也是从这里引入中国；国合会

未来必将为加快推动中国环境保护的历史性转变发挥新的更大的作

用。中外委员与专家期待第四届国合会进一步改革和创新，更好地发

挥政策咨询作用，为中国也为世界的环境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七、颁发纪念奖牌 

受曾副总理委托，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国合会中方执行副主席周

生贤在会议闭幕前，向第三届国合会中外委员和课题组长颁发了中国

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纪念奖牌和证书，以表彰并感谢他们参与

第三届国合会工作，为中国环境与发展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 

第三届国合会主席团研究确定，根据第四届国合会组建工作的实

际进展情况，第四届国合会第一次会议将在 2007 年秋季在北京举行。

会议主题建议为“创新与环境友好型社会”。 

 

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