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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是中国“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和“十五五”谋划之年，也是进一步全面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时期，对于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35 年全面建

成美丽中国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在全球经济面临整体下行的态势下，亟需保持绿色

低碳转型定力，持续加大对可再生能源投资，保持对话与合作，携手应对不断加剧的

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与环境污染等三大全球性风险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

为此，2024-2025 年，国合会拟以“加快全面绿色转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快全面绿色转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为年度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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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健全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和构建公平

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气候治理体系，开展政策研究，组织对话交流。主要工作

任务如下：

一是启动“中国环境与发展展望”高层课题组，开展系统性、全局性战略研究和

统筹谋划；二是继续围绕年度主题，在第七届国合会确定的“全球环境治理创新”“国

家绿色治理体系”“可持续生产、消费”和“低碳包容转型”四大课题框架下，启动

8 项专题政策研究项目。三是结合热点议题，视情开展若干前期研究和专题讨论文件。

（一）“中国环境与发展展望”高层课题组

对标 2035 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和 2060 碳中和目标，开展综合性、系统性战略研究，

从经济发展、人口结构、技术创新、能源和资源约束以及国际形势等维度，研判中国

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以及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作用，识别

第八届国合会及后续研究的战略方向，使国合会的工作更加贴近中国政府决策需要和

国际可持续发展进程需求。课题将向 2025 年年会汇报中期成果，并向 2026 年年会提

交终期报告。

（二）专题政策研究项目

1. 全球环境治理创新课题，1. 全球环境治理创新课题，研究世界共同关注的热点环境议题，以促进全球环境

治理体系创新为导向，推动多边合作，拟设立以下专题：

（1）全球气候治理与绿色包容转型。（1）全球气候治理与绿色包容转型。将重点研究如何构建兼顾安全和洁清的能

源合作体系，协力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第 28 次缔约方大会提出到 2030 年全

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提升至三倍、能效提升至两倍等目标，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

全面转型新机制，可持续的可再生能源供应链和产业链建设，以及甲烷和其他非二氧

化碳温室气体减排关键问题识别等。

（2）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治理体系。（2）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治理体系。将重点研究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海洋保护、

荒漠化、湿地、淡水等环境公约及国际进程的协同增效。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自

一、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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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本核算路径与机制，探索开展综合性财富评估机制的地方试点，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贸易政策协同，以及气候韧性与粮食安全等议题。

2. 国家绿色治理体系课题，2. 国家绿色治理体系课题，聚焦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和保障性议题进行研究，

完善基础体制，拟设立以下专题： 

（1）绿色转型重大科技创新。（1）绿色转型重大科技创新。将重点识别制约降碳减污绿色发展，特别是和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相关重大前沿技术和商业模式以及支撑新能源发展的储能体系和新

型电网模式等。

（2）绿色金融推动社会经济全面绿色转型（2）绿色金融推动社会经济全面绿色转型。将围绕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创新，以

满足应对气候和可持续发展需求，以及耐心资本助力绿色转型金融的挑战与对策等开

展研究。

3. 可持续生产、消费课题，3. 可持续生产、消费课题，关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绿色转型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赋能企业实现绿色增长，拟设立以下专题：

（1）碳中和愿景下可持续蓝色经济。（1）碳中和愿景下可持续蓝色经济。将研究可持续海洋资源管理与利用，海上

风电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布局，以及远洋航运的绿色低碳转型和基于海洋的

碳移除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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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循环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2）以循环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将研究可再生能源 ( 如太阳能电池板、风力涡

轮机制造 )、动力电池、纺织品等重点行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机遇与实践，循环经济对

工业部门降低排放与能耗、新污染物治理，以及塑料制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等。

4. 低碳包容转型课题，4. 低碳包容转型课题，聚焦具有典型意义的公平包容低碳转型议题，拟设立以下

专题：

（1）传统能源地区低碳转型路径。（1）传统能源地区低碳转型路径。将从气候变化、能源转型、产业发展、生态

保护等角度研究传统能源地区转型路径和战略。同时，借鉴国际案例，特别是财税和

产业政策、转型金融工具、创新机制等公正转型方面的经验。

（2）绿色发展国际合作。（2）绿色发展国际合作。围绕协力推动非洲、拉美（巴西）、气候脆弱国家等

重点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绿色转型以及绿色发展国际合作机制创新等开展研究。

（三）前期研究和讨论文件

开展“能源环境协同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等前期研究项目。同时，结合如气候

适应等环境与发展热点和重点问题，经中外首席顾问建议，报经国合会秘书长批准后，

视情开展其他前期研究或者专题讨论文件的编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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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举办国合会 2025 年年会。1. 举办国合会 2025 年年会。拟于 2025 年 9 月最后一周举办，围绕年度主题、重

要研究领域和热点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与主题论坛，听取政策研究成果汇报，讨论形成

年度政策建议。

2. 通过国合会圆桌会等多边活动，充分发挥国合会国际影响力和合作平台作用2. 通过国合会圆桌会等多边活动，充分发挥国合会国际影响力和合作平台作用。

一方面继续与中国地方政府合作举办圆桌会，结合地方可持续发展和绿色转型需求，

分享国合会研究成果，服务地方绿色转型发展；另一方面，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缔约方会议、联合国环境大会、联合国海洋大会、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等多

边场合，举办边会或研讨会，与国际社会分享国合会研究成果，为促进多边环境与气

候对话与合作研提针对性、建设性政策建议。

3. 专题交流研讨。3. 专题交流研讨。联合中外合作伙伴，不定期举办跨领域的主题研讨、国内外调研，

加强各专题政策研究项目组之间的交流互鉴，促进中外各方的交流对话与相互理解，

推动凝聚国际共识和共同行动。

二、主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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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质量服务委员和特邀顾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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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提炼发布委员观点报告，供决策参考。协

助委员和特邀顾问参与国合会政策研究，参加重要会议活动。 

2. 及时发布研究成果，扩大影响力。2. 及时发布研究成果，扩大影响力。继续编辑出版 《国合会年度政策报告》，梳

理选取专题政策研究项目成果进行出版。依托专题研究编制《绿色转型成功经验与典

型案例报告》（拟逐年编制，形成系列丛书）。通过国合会网站、微信公众号、脸书、

推特等媒体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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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

发布研究成果，支撑高层决策，不断增强国合会影响力。

3. 加强和巩固合作伙伴关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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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邀请合

作伙伴和捐助方参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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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性别平等，积极探索青年参与的渠道和方式。 

4. 加强秘书处能力建设，提高对首席顾问支持力度。4. 加强秘书处能力建设，提高对首席顾问支持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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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