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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2019 年工作计划

2019 年是第六届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简称国

合会）各项工作全面深入推进之年。国合会将继续发挥高层政策

直通车作用，积极参与国际环境治理进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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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在主席团的领导下，在委员和特邀顾问的指导下，

在合作伙伴的支持下，国合会拟以“新时代：迈向绿色繁荣新世

界”为主题，开展政策研究，举行会议及研讨，广泛分享国合会

研究成果，扩大合作伙伴关系，提升影响力。主要工作任务如下：

一、政策研究

开展政策研究、提出政策建议是国合会工作的核心和基础。

2019 年，将继续围绕第六届国合会 4大课题深入开展专题研究，

向中国政府提交政策建议，并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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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重点关注中国应

对气候变化中长期战略与路线图、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贡献

以及基础设施绿色投资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气候投融资机制，

并研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2．2020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题研究。将关注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的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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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进展，研究提出 2020 后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和目标以及实现

途径和措施，并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5 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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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完成绿色海洋航

运和海洋可再生能源系统研究，并综合海洋生物多样性与渔业资

源保护、海洋垃圾（包括微塑料）等污染防治的前期研究成果，

形成“基于生态系统的综合海洋管理”报告并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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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继续

围绕重塑绿色城镇化、绿色乡村振兴、绿色转型与城乡区域关系

三大板块开展研究，综合各国典型绿色城镇化最佳实践和最新技

术案例，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5．2035 环境质量改善目标与路径专题研究。将继续研究中

国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的内涵界定和障碍评估、达标路径和法治保

障，为中国中长期环境治理决策提供参考。

6．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与绿色发展体制改革专题政策研究。

将开展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与精准脱贫有机结合的路径分析及

生态补偿评估考核机制研究，就建立典型区域水环境保护红线管

控体系和典型区域绿色发展模式与推进路径等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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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完成中国推进

绿色生活方式的战略定位，绿色消费与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作



3

用机理，研究绿色消费与贸易关系，中国绿色转型和绿色生活方

式转型状况评价，绿色消费的资源环境效应现状与趋势分析以及

相关法律和实践的梳理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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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结合国内外调研和案例研究，进一步识别“一带一路”区域绿

色发展需求，研究分析“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与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落实的挑战、实现机制与路径，重点完成“一带一路”

与绿色金融、绿色产业和绿色价值链三个重点议题研究，提出政

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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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合会委员、特邀顾问、合作伙伴分享，并根据需要及

时报送相关部门参考。此外，还将根据新兴热点议题和研究工作

需要，视情设立新的专项政策研究项目。

二、主要活动

1．国合会 2019 年年会。结合世界环境日活动，拟于 6 月初

在中国浙江举办国合会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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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创新与绿色发展圆桌会。拟于 2019 年下半年举办，分享

国合会相关政策研究成果，发挥企业在绿色发展创新中的主体作

用，围绕产业政策、体制机制、技术标准、国际合作等创新需求

与实践，开展研讨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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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系列专题研讨会。将结合 2019 年政策研究重点和国合会

工作需要，联合中外合作伙伴，以性别平等与绿色发展、公众参

与和绿色消费以及绿色城镇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为主题，召开

5-6 场系列专题研讨会。

三、谋划国合会长远发展

1．加强政策研究工作的谋划。密切关注国内外环境与发展

形势与进展，深入分析问题，鉴别需求，加强政策研究工作的统

筹谋划，既要开展前瞻性研究，又要及时响应热点关注，既要推

动美丽中国建设，又要为清洁美丽世界建设作贡献，不断提高政

策研究和政策建议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2．提升和拓展国合会的平台作用。在继续支持中国环境与

发展进程、向中国政府提交政策建议的同时，强化国合会双向交

流平台作用，与加拿大等国际合作伙伴合作，在国合会基础上，

研究筹建世界环境论坛，与国际社会广泛分享国合会研究成果，

搭建更加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平台，为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进

步与创新注入新的活力。

3．推动性别平等主流化。落实主席团会议批准的国合会性

别平等指南，推动将性别平等因素纳入国合会工作的各个方面，

欢迎和鼓励更多女性参与政策研究和相关活动。

四、传播与分享

1．广泛分享国合会研究成果。多渠道发挥委员和特邀顾问

影响力，充分利用国合会网站以及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渠道，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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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合作伙伴网络，借助相关国际会议和活动，多形式、多角度

及时发布和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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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建立研究成果发布常态化机制。继续编辑出版《国合会

年度政策报告》（中英文版），并根据政策研究项目进展，及时发

布阶段性研究成果，供委员、特邀顾问、合作伙伴及公众参考，

并视情报送高层决策者，增强国合会政策研究的时效性和影响力。

3．巩固和拓展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加强与各国政府部门、

国际组织、国内外研究机构、智库、企业、以及社会组织等交流

与合作，巩固和拓展伙伴关系，扩大资金来源的多样性。

五、首席顾问及秘书处能力建设

1．强化首席顾问团队建设。在加拿大的支持下，任命新的

外方首席顾问，并进一步强化中外方首席顾问专家支持团队。加

强首席顾问对政策研究项目的指导，提高政策研究的质量和水平。

2．加强秘书处能力建设。生态环境部将从谋划策划、组织

协调、业务水平等各方面，全面加强秘书处人员队伍和能力建设。

同时，做好与加拿大更新委托的秘书处国际支持办公室的协调与

协作，确保顺利过渡，为开展各项工作提供持续有效的支撑。

3．完善与加强沟通和服务。加强与国合会委员、特邀顾问

以及合作伙伴的日常沟通与联络，及时通报信息，为委员、特邀

顾问参与国合会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与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