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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合会 2018 年工作计划 

 

2018年是第六届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简称

“国合会”）全面启动之年。第六届国合会将以服务中国生

态文明建设和全球可持续发展、推动实现美丽中国和绿色繁

荣世界为目标，努力建设成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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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届国合会恰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

要历史时期。绿色发展作为中国“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将

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创新将是绿色发

展的强劲驱动力。在此背景下，2018 年拟以“创新引领绿色

新时代”为主题举行会议及研讨，开展政策研究、示范和绿

色发展能力建设项目等。主要工作任务如下： 

一、主要活动 

（一）国合会 2018 年年会 

拟于秋季在北京举办国合会 2018 年年会，围绕年度主

题及环境与发展热点议题开展对话，听取政策研究报告，讨

论形成政策建议。 

（二）创新与绿色发展工商圆桌会 

拟于 2018 年上半年举行创新与绿色发展工商圆桌会，

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绿色化”为主题，邀请优秀工商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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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代表就绿色发展体制机制创新、实践案例等进行交流与研

讨。 

（三）鼓励女性积极参与和推动绿色发展交流与对话 

拟于 2018年 3月结合温哥华全球工商可持续发展论坛，

以“鼓励女性积极参与和推动绿色发展”为主题，邀请国际

国内专家交流分享各国最新政策进展和最佳实践案例。 

（四）系列专题研讨会 

围绕 2018年国合会政策研究重点，联合中外合作伙伴，

召开 5-6 场专题讨论会，议题包括：绿色城镇化、应对气候

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绿色“一带一路”、海洋保护以及

乡村环境质量改善等。 

二、政策研究 

在第六届国合会确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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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

能源、投资与贸易”4 大课题下，分别设立专题研究项目，

并根据新兴热点议题，开展短期、快速研究。 

（一）研究项目 

课题一：全球治理与生态文明 

1.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贡献专题研究（2018） 

评估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的作用和影响，提出中国继续

参与、贡献并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行动的政策建议，同时研究

气候治理与其他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协同作用。 



3 
 

2.2020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题研究（2018） 

回顾中国及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识别并评估有效

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体系及政策措施，提出加强长效性生

态系统服务方案，并为第 15 次生物多样性缔约方大会提供

建议方案。 

3.全球海洋治理与生态文明专题研究（201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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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二：绿色城镇化与环境质量改善 

4.区域协同发展与绿色城镇化战略路径专题研究

（2018-2019） 

区域协同发展是十九大明确的主要战略，新型城镇化是

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内涵。本专题下可涵盖绿色城镇化进程

中自然资源资产的作用、数字时代背景下绿色城镇化战略与

路径、传统工业园区的绿色转型、新能源与绿色基础设施等

议题。 

5.可持续农业与乡村环境质量改善专题研究（2018）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

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是解决乡村贫困和环境质量改善

的重要抓手。本专题下可涵盖乡村绿色振兴、减贫、社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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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生态农业与环境保护等议题。 

6.2035 环境质量改善目标与路径专题研究（2018） 

“2035 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是十九大提出的基本实现

现代化的六大指标之一，在 2030 年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背

景下，研究如何细化这一目标，识别实现目标的路径。 

课题三：创新与可持续生产和消费 

7.绿色转型与可持续社会治理专题研究（2018） 

研究如何推动绿色生活的社会治理机制，通过绿色生活

引导绿色生产，推动绿色转型。本专题下可涵盖绿色教育、

绿色供应链与第四次工业革命、公共参与及社会治理等议题。 

课题四：绿色能源、投资与贸易 

8.绿色“一带一路”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专题研

究（2018-2020） 

总结、梳理“一带一路”重点区域的绿色发展进展，分

享中国企业绿色发展案例，量化“一带一路”对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支撑作用，定期发布《“一带一路”绿

色发展报告》。 

（二）研究实施 

1. 课题组长、首席专家及研究团队 

每个课题设立中外组长各 1 名，由秘书处商中外首席顾

问提名，报秘书长批准。组长对该课题研究工作进行全面指

导，研判课题下的关键性问题，确保专题研究具有系统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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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每个专题研究项目设中外首席专家各 1 名，由课题

组长商中外首席顾问提名，报秘书长批准。首席专家在组长

领导下开展工作。中外首席专家商秘书处提名组建研究团队，

开展研究工作。 

2. 成果产出与时间进度 

每个专题研究项目每年至少产生 3 份研究报告，分不同

阶段提交，最终成果向年会开放论坛汇报。2018 年上半年拟

启动 4-5个专题研究项目，下半年启动 3-4个专题研究项目，

研究周期从 1 年到 3 年不等。 

（三）示范和试点项目 

以国合会政策研究成果为基础，根据中央及地方政府部

门、研究机构、企业等意愿，合作开展示范和试点项目，提

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经验与模式。 

三、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项目 

借助国合会合作伙伴网络和智力资源优势，启动“可持

续发展能力建设项目”，组织中央及地方各级决策者、私营

和工商部门领导者，特别是女性及青年代表开展绿色发展能

力建设交流培训活动；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对话和交流，分享

绿色转型实践与经验，共同提升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能力。 

四、传播与分享 

（一）提升重大活动传播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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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年会、圆桌会等重大活动，充分发挥委员和特邀顾

问影响力，组织开展中外高层决策者对话、热点访谈、开放

论坛等，分享国合会研究成果。 

（二）建立研究成果发布常态化机制 

研究成果汇报不再局限于年会，根据成果产出随时发布，

并视情报送高层决策者，以增强国合会政策影响力。  

（三）旗舰出版物 

继续编辑出版《国合会年度政策报告》（中英文版），汇

集年度政策研究成果、关注问题报告、国合会政策建议影响

报告等重要成果，供委员、特邀顾问、合作伙伴及公众参阅。 

（四）积极发挥新媒体优势 

利用国合会网站以及微信等新媒体渠道，多形式、多角

度及时发布国合会研究成果和工作进展信息，扩大受众群体，

提升国合会影响力。 

五、巩固和拓展合作伙伴关系 

进一步加强与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国内外相关研究机

构、智库以及大学和社会组织的交流与合作，巩固和拓展合

作伙伴关系，强化国合会智库平台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