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2023-2024 年工作计划

当今世界面临多重风险挑战，地缘政治环境、技术和全球市场形势、自然环境变化正在加

速演进。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过半。因新冠疫情和不断升级的全球危机，2030 年可

持续发展目标正在大幅落后、偏离轨道。中国“十四五”规划业已完成中期评估，经济恢复向

好，绿色新动能发力，高质量发展渐显腾飞之势。

2023-2024 年是第七届国合会各项工作持续深入推进的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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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绿色开放合作 推进现代化发展”

为年度主题，面向中国“十五五”规划制定，为中国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的生态文明建设提

供创新解决方案，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坚持开放协作，共同应对全球危机、构建

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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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严谨和前瞻性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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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启动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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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如下：

课题一：全球环境治理创新

本课题设立的目的是针对全球性、跨国

界、具有全球或区域外部性的议题开展研究，

包括但不限于气候变化、海洋、生物多样性、

塑料污染防治等。

一、中国碳中和实现路径与全球气候

治理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和政策的协同机

制研究，包括跟踪和评估主要经济体的应对

气候变化政策、减排目标，围绕全球盘点和

新的国家自主贡献，研判如何实现《巴黎协

定》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

度控制在 2 摄氏度以内，并努力将温度上升

一、政策研究



幅度限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的目标。制定从

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的路线图，包

括基于市场的方法、绿色激励、法规、气候

融资和能效等协调措施。与海洋、生物多样性、

塑料污染、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等其他环境

治理进程的协同。

二、碳中和愿景下可持续海洋治理

海洋产业的碳排放核算与价值实现研究。

实现 30% 全球保护目标背景下中国海洋生物

多样性保护目标、政策和治理体系研究。气

候变化对海洋渔业及粮食安全影响及适应研

究。沿海城市和地区气候适应问题研究。

三、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昆蒙框架》

落实

中国如何实现《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

物多样性框架》的“30 x 30”目标，以及如

何通过南南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框架目

标研究，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融资创新机制

等实施路径研究，与农业、粮食、海洋、气

候等议题的关联性和协调解决方案。可持续

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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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构建现代化绿色治理体系，提升

国家绿色治理能力。

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机制

煤电科学平稳退出与可再生能源稳定供

给协同机制研究，实现能源安全供应、二氧

化碳大幅减排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电力、交

通、加工制造业等重点领域绿色转型研究。

非二氧化碳排放和管控对全球减排成效评估。

气候变化法治保障研究。

五、城乡建设绿色发展与气候适应

极端气候条件下，流域下游、人口稠密

大城市和地区气候适应问题研究。农业空间

的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研究。流域综合气候适

应规划研究。平衡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

性保护、粮食安全和生态建设的综合土地利

用研究。

课题三：可持续生产、消费

本课题研究促进可持续生产和消费的技

术和政策，让政府和市场同时发力，赋能企

业实现绿色增长，提高民众绿色生活水平。

六、数字化与绿色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

数字化和绿色化创新进程如何促进可再

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绿证）发行和交易，

包括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温室气体自

愿减排交易机制的衔接协调，绿证核发、计量、

交易等国际标准等研究。数字能力在可持续

发展和工业 4.0 方面的潜力研究。与其他专

题协同开展发电、石化等重点行业绿色低碳

转型研究。

七、环境与气候可持续投资创新机制

绿色投资和绿色产出占国民经济比重变

化和前景研究，包括绿色投资的行业分布和

对 GDP 贡献等。系统研究政策制定者、市场

监管部门、主权资产所有者、资产管理者、

养老基金以及其他行业部门等利益攸关方在

推动资本市场促进环境与气候可持续投资方

面的现有实践以及潜在提升空间。

课题四：低碳包容转型

本课题关注如何落实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关注南南合作、全

球绿色供应链建设，以促进包容低碳转型。

八、可持续贸易与可持续供应链

主要经济体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全球贸

易政策和模式间关系研究，包括扩大低碳技

术和服务贸易对整体贸易的影响。绿色低碳

产品、技术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研究，以及扩

大向发展中国家技术转让的机会研究。全球

关键矿产贸易对全球政治和贸易体系影响研

究。

九、绿色对外开放与南南合作 

可再生能源全球产业链构建和推广研究。

调研南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

护面临的挑战，对接中国海外合作与投资，

特别是双边和区域合作，如中巴绿色发展合

作，助力中国绿色技术和绿色资本走出去，

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绿色“一带一路”

建设。

短期研究项目

结合环境与发展热点和重点问题，经国

合会秘书长批准，视情开展“绿色低碳转型

科技创新”“中国传统能源地区低碳转型”

等若干短期研究项目。

1. 国合会 2024 年年会。拟于 2024 年 11

月 18 日至 20 日举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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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亚太经济合

二、主要活动

作组织会议等重大活动以及其他多边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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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讨论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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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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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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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运作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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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合会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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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