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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 年工作计划

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疫后绿色复苏、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

样性丧失、海洋塑料污染等挑战，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努力构建地球命运共同体形成共识。中国已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坚持走绿色发展、生态优先的道路。

2022-2023 年是第七届国合会起航的重要阶段。第七届国合会将以“绿色、包容、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设立“全球环境治理创新”“国家绿色治理体系”“可持续生产、消费”“低碳包容转型”四大课题，

继续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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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主席团领导下，在委员、特邀顾问参与指导下，在合作伙伴支持下，国合会拟以“绿色赋能高质

量发展”为年度主题，围绕中国践行新发展理念、助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以及后疫情时代全球经

济绿色复苏、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开展研究与相关活动，研提政策建议；全面加强秘书处能力建设，高

质量服务委员和特邀顾问；进一步维护和拓展合作伙伴关系，继续落实《国合会性别平等指南》，强化青年、

私营部门的参与；加强研究成果的传播与分享等。主要工作任务如下：

开展政策研究、向中国政府提出政策建议是

国合会工作的核心与基础。遵循跨领域、综合性

和前瞻性原则，结合国内外热点议题和政策需求，

在第七届国合会的四大课题框架下，拟启动 8 个

专题政策研究项目。同时，结合国内外形势，适

时组织若干短期研究，提出政策建议。8 个专题政

策研究具体如下：

课题一：全球环境治理创新

本课题以促进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创新为导向，

推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生

物多样性公约》、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全球共同目

标的多边合作，研究世界共同关注的热点环境议

题，为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生命共同体

贡献方案和智慧。

1. 碳中和实现路径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贡

献专题研究。围绕碳中和愿景下全球气候治理的

一、政策研究



重点议题开展研究和对话，识别可落实的低碳转

型路径，推动建立更加包容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重点关注议题包括：中国近中期低碳转型路径；

碳总量控制体系与碳定价制度研究；低碳转型过

程中的过渡性制度和政策安排；扩大低碳发展机

会的绿色金融政策；中国与其他国家及利益相关

方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模式、优先领域等。

2. 蓝色经济助力碳中和目标的路径与政策专

题研究。围绕发挥海洋生态服务功能、实现海洋

可持续繁荣的目标，在海洋综合管理视角下，评

估海洋经济的绿色发展路径。拟选取最具潜力的

沿海特大城市和海洋产业园区，从蓝色经济发展

路径和政策评估角度，开展国内外案例研究，并

结合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低碳海洋行动、海洋

塑料污染治理等重点议题，研提综合、一体化方案，

助力在碳中和背景下发展蓝色经济。

课题二：国家绿色治理体系

本课题聚焦服务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

应对绿色转型中的体制、机制和政策挑战，推动

构建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提升国家绿色治

理能力。

3. 减污降碳扩绿增长协同机制专题研究。围

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需求，探索

建立减污降碳扩绿增长的协同机制。包括完善多

目标协同的政策或做法，稳妥有序推进经济部门

绿色低碳转型，促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应用；

制定受冲击行业（包括电力、水泥、钢铁、化工、

建筑、交通、基建等碳密集型行业）的转型风险

防控方案；分析识别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路

径与策略。

4. 流域高质量发展与气候适应专题研究。围

绕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重点区域发展战略，

从流域空间尺度，总结梳理国内外重要流域综合

治理经验，关注气候变化风险下重要流域及城市

群的低碳韧性发展和气候适应的重点路径与策略，

研提“双碳”目标下形成低碳韧性空间格局的体

制机制和政策举措建议，增强区域发展的协调性。 

课题三：可持续生产、消费

本课题将在碳中和目标及创新引领下，关注

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绿色转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的绿色低碳转型。

5. 数字化与绿色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专题研

究。将数字化作为绿色发展的加速器，推动生产

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深刻变革。重点研究

议题包括：通过国内外案例研究，探讨如何通过

数字技术促进生产端的绿色转型，包括数字部门

本身的低碳发展以及传统部门的绿色创新升级；

以数字创新与突破为切入点，研究其对社会、经

济和环境的总体影响；识别数字化转型中的风险，

梳理数字风险治理的经验及绿色技术的创新。

6. 贸易与可持续供应链专题研究。从贸易视

角推动供应链的绿色、生态可持续、公正转型，

以供应链转型推动全球治理体系重塑。重点研究

议题包括：可持续的粮食系统和贸易；评估软性、

工业、硬性商品供应链的生命周期足迹，识别主

要利益相关方；梳理国际贸易协定、伙伴关系等

经贸规则中的绿色标准，评估其对中国及全球供

应链管理的影响，研提国际贸易供应链绿色发展

的政策建议。

课题四：低碳包容转型

本课题专注工具、方法、机制研究，以促进

效率、公平、有序、包容的低碳转型。

7.环境与气候可持续投资创新机制专题研究。

围绕调动更多资金资源应对生态环境挑战的需求，

探索激励私营部门增加气候和自然融资的路线图。

从信息披露、评价机制、行业标准、产品体系创新、

公私合营伙伴关系、透明度及问责制的角度，系

统研究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的体系建设；

结合案例总结，评估市场主导的 ESG 与政府主导

的绿色金融的结合机制与举措，助力金融机制创

新，推动“双碳”目标下经济、环境与社会协同发展。

8.“一带一路”助推可持续发展进程创新机

制专题研究。针对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进程中

面临的经验、资金和技术难点，探索更有效的区

域 / 南南合作机制，重点开展扩大可再生能源合作、

金融支持及国际合作的创新路径和配套机制等研

究，助力发展中国家绿色低碳转型以实现其国家

自主减排目标，贡献全球气候目标。

1. 国合会 2023 年年会。拟于 2023 年第 2 季

度举办，围绕年度主题及环境与发展热点议题举

行主题论坛，听取政策研究成果汇报，讨论形成

年度政策建议。

2. 国合会圆桌会。举办国合会圆桌会，分享

国合会研究成果，吸纳各领域和部门智慧，交流

创新与绿色发展相关经验与良好实践，服务中国

高质量发展。

3. 主题边会或活动。拟结合《联合国气候变

1. 高质量服务委员和特邀顾问。通过《国合

会通讯》《国合会年报》等刊物，向委员和特邀

顾问通报国合会工作动态；协助委员和特邀顾问

参与政策研究工作、参加国合会重大会议和活动，

及时总结提炼发布委员观点报告；协助国合会委

员、特邀顾问根据环发热点、重点问题，提交委

员报告或建议，供决策参考。

2. 加强和巩固合作伙伴关系。定期组织首席

顾问和秘书处联合工作会议、合作伙伴和捐助方

会议，通报国合会工作进展，听取各方意见。拓

展合作伙伴关系，加强沟通联络，联合举办活动，

实现优势互补、成果共享。秉承多元、包容和共

二、主要活动

三、运作与管理

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联合国 2023 年水会议

等重大活动，联合中外合作伙伴举办相关专题边

会或活动，与国际社会分享国合会政策研究观点

和成果，推进全球环境治理进程。

4. 主题政策研讨会或论坛。基于专题政策研

究进展，结合国内外热点、重点动向，联合中外

合作伙伴，不定期举办跨领域主题研讨会或论坛，

促进各专题政策研究项目组之间的交流，更好地

研提战略性、前瞻性政策建议。

享的原则，注重研究全过程推动性别平等，积极

探索青年参与的渠道和方式。

3. 加强秘书处能力建设，提高对首席顾问支

持力度。全面加强秘书处能力建设，与国际支持

办公室高效配合，定期召开工作会议，通过培训、

人员交流等方式提高秘书处政策研究和管理能力，

全面支持首席顾问工作。



1. 及时发布成果，增强政策影响力。通过国

合会年会、圆桌会等重要活动，加强与各方的沟

通交流及合作研讨；继续编辑出版《国合会年度

政策报告》（中英文），选取部分专题政策研究

项目成果出版系列丛书；及时分享研究成果，支

撑高层决策，不断增强国合会影响力。

四、传播与分享

2. 创新传播方式，提升品牌知名度。深化与

中国日报社、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等机构的合

作，通过国合会网站、微信公众号、“脸书”“推

特”等媒体平台，多形式、多角度及时发布国合

会研究成果和工作进展信息，扩大宣传覆盖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