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2022-2023 年工作报告

2023 年是中国推动落实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

的关键一年。同时，距离 2030 年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时间框架已经过半，人类社会需要凝

聚智慧共同迎接未来的挑战。作为致力于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高级别、国际性咨询机构和双向

交流平台，过去的一年里，在主席团的坚强领导下，在国合会委员和特邀顾问积极参与，特

别是合作伙伴大力支持下，秘书处协调保障有力，紧扣“绿色赋能高质量发展”年度主题，

开展政策研究和交流活动，进一步维护和拓展合作伙伴关系，继续落实性别平等战略，强化

青年、私营部门参与，落实主席团批准的工作计划，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具体情况如下：

按照主席团批准的研究框架，聚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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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课题方向，2022-2023 年度开展了 8 个专题政策研究项目，

并围绕国内外热点议题开展了 3 个前期研究项目。

一、深入开展政策研究并取得积极进展

说明：本报告为 2022 年 7 月 - 2023 年 8 月期间国合会主要工作进展回顾与总结。

（一）促进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创新

1. 碳中和实现路径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中

国贡献专题研究。为助力中国实现碳中和目

标，推动双多边进程下的经济与气候国际合

作，本专题分析了绿色低碳转型的国际国内

形势，总结了中国双碳政策进展；协同考虑

经济、能源、气候、环境等多维度目标，从

新型能源体系构建、金融、产业链和供应链、

气候治理国际合作等角度，提出了中国实现

低碳、包容、韧性转型的路径。

2. 蓝色经济助力碳中和目标的路径与政

策专题研究。为全面、可持续地利用和治理

海洋，本专题重点探讨在碳中和背景下，如

何协同发展蓝色经济，并围绕塑料污染防

控和渔业可持续转型两个议题进行了深入研

究。研究建议，将可持续的蓝色经济纳入国

家发展战略；建立以可持续性为导向的海洋

经济核算统计框架和蓝色金融框架；加强协

调和资助与可持续蓝色经济和海洋碳减排有

关的国际科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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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温室气体排放和碳封存监测创新技术

前期研究。温室气体相关源和汇的测量方法

和技术在不断创新发展，为满足不同部门对

高质量的温室气体数据需求提供了更大可

能。结合监测技术创新和应用、市场需求和

政策实践，本研究针对碳市场（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和自愿减排交易）数据质量提升、国

内国际气候风险披露规则对接，分析提出相

应建议。

（二）推动构建现代化国家绿色治理

体系

1. 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机制专题研究。

本专题从战略框架和具体行业两个层面探索

协同的落实，重点关注减排如何促进经济增

长，碳中和与清洁空气协同机制与路径，煤

电减退和重型车控制四个方面，提出针对性

的政策建议。 

2. 流域高质量发展与气候适应专题研究。

为增强流域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提高中国

流域综合治理能力，本专题对气候变化背景

下长江流域内不同区域面临的具体问题，如

能源安全保障、可持续农业、陆海统筹及跨

区域生态环保合作，进行案例分析和比较研

究，从体制机制完善和具体解决方案两个层

面提出相应建议。 

3. 综合土地利用前期研究。当下，大约

75% 的陆地环境和 66% 的海洋环境已被人类

严重改变。土地退化又进一步使得温室气体

净排放增加、自然生态系统丧失、生物多样

性下降，并且使边缘人群更加脆弱。本研究

从土地利用方式与生物多样性、 “双碳”、

水和粮食安全等多目标协同角度，识别该领

域的关键议题。 

二、发挥国合会双向交流平台作用，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宣传与交流 

在合作伙伴大力支持和委员、特邀顾问的积极参与下，国合会秘书处成功举办国合会

2022 年年会暨 30 周年纪念活动，并围绕年度热点议题举办圆桌会或专题研讨会，会议成果或

政策建议服务中国政府及相关国际进程。

（三）促进可持续生产与消费  

1. 数字化与绿色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专

题研究。本专题对数字产业的绿色低碳化和

数字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进行理论与应用分

析。研究认为，数字技术是一种通用技术，

需要可持续发展政策作为导向，才能更好服

务于绿色低碳转型。专题从数字产业绿色化，

城市发展和气候适应领域的数字应用，政府

官员的数字赋能，以及多元参与弥合数字鸿

沟等方面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2. 贸易与可持续供应链专题研究。可持

续、韧性、绿色供应链对中国实现高质量发

展至关重要。本专题以软性商品和硬商品为

两个主线，分析贸易政策发展态势下的供应

链绿色转型。研究发现，全球化已深嵌产业

链和供应链，生产国和消费国应协力推动绿

色供应链建设。建议加强透明、可追溯机制

及绿色贸易认证体系建设。在区域贸易合作

机制下，积极探索促进绿色产品和服务贸易

便利化的措施。 

3. 青年与绿色消费前期研究。消费行为

的绿色化需要系统性引导、支持和激励。本

研究以青年群体在服装纺织行业的绿色消费

为例，研究如何更好地促进绿色消费。研究

建议，绿色消费促进政策应与扩大内需战略

保持一致，并纳入“1+N”双碳政策体系；

要优化制度建设，如建立绿色标准、绿色信

息传导机制；要创新商业模式，为绿色消费

提供便利；要通过政府采购和宣传教育，助

力营造绿色消费的社会风尚。

（四）助力低碳包容转型  

1. 环境与气候可持续投资创新机制专题

研究。为调动更多资金流向环境与气候可持

续投资，本专题聚焦主权资产所有者，尤其

是主权财富基金和公共养老金，梳理和对比

国内国际可持续投资实践，研究如何帮助监

管部门制定采取更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2. “一带一路”助推可持续发展进程创

新机制专题研究。为推动“一带一路”共建

（一）发挥双向交流平台作用，促进国

际对话交流

举办国合会 2022 年年会暨 30 周年纪念

活 动。2022 年 6 月 13 日 至 16 日， 国 合 会

2022 年年会暨 30 周年纪念活动以线上线下

相结合方式举行，年会主题为“共建包容性

绿色低碳经济”。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

国合会主席韩正出席会议，充分肯定委员和

专家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大力支

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国合会为推动中国经济

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年会期间，还举办主题为“共赴绿色繁

荣未来”的国合会 30 周年论坛，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等 7 场主题论坛，以及政策研究

成果发布活动。国合会委员、特邀顾问，以

及来自 23 个国家、38 个国际组织以及中国

政府相关部门、大学、研究机构、企业界和

社会组织代表共计 2500 余人次参加年会各项

活动。中外嘉宾普遍赞赏国合会的双向交流

平台作用，期待国合会进一步发挥全球影响

力，为中国和世界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方

案。

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组织召开线上

及线下重要会议和活动 30 余场。在合作伙伴

支持下，发挥丰富国际资源优势，先后在纽

约、北京、蒙特利尔举办系列活动，包括“构

建平衡、包容、绿色的全球发展之路”座谈

会、“迈向《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

第十五次会议（COP15）成功之路：共建地

球生命共同体”圆桌会、“中国在生物多样

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COP15 边会

和“助力 2020 年后生物多样性保护”座谈会，

倾听利益相关方意见，弥合分歧、凝聚共识，

为助力达成“昆明 - 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

性框架”，推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发挥重

要作用。

（二）创新传播形式，国合会影响力

与日俱增 

国合会 30 周年回顾报告和宣传片以国合

会政策建议成果为脉络，回顾中国生态环境

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的重

要历程。近 50 家中外平台和媒体对 2022 年

年会暨国合会 30 周年纪念活动进行报道，

逾百万人次观看直播。中国日报刊发的国合

会 30 周年英文评论文章《国合会继续助力中

国家绿色低碳转型，本专题从可再生能源发

展、绿色投融资、国际合作三个角度进行

分析，研究如何匹配中国良好实践和共建国

家发展需求，从绿色发展合作机制创新、可

再生能源投融资机制创新两方面提出政策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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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绿色发展》（Think Tank Continues to Help 

Drive Nation's Green Agenda），被美联社、

雅虎财经等近 400 家海外媒体网站转载，覆

盖全球目标受众超过 2.2 亿人。

依托中国日报社、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

院专业优势，搭建“网站 + 微信公众号 + 海

外社交媒体”的新媒体传播矩阵，及时与委

员、合作伙伴分享国内外环境与发展动态和

国合会工作。一年来，国合会微信公众号发

布文章 100 余篇，编发《国合会通讯》（英

文版）57 期，点击率近 40%，超出平均数据

约 25 个百分点。脸书发布内容近 180 条，

粉丝数约 24 万人，年度净增约 13.5 万人，

增长超 50%；推特发布内容近 180 条，粉丝

数约 2.2 万人，年度净增约 9,000 人，增长

64%。

（三）推动性别主流化，扩大青年参与度

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5： 性别平

主席团成员出席国合会年会全体会议、30 周年论坛和主题论坛，参与政策建议讨论，并

向时任副总理韩正汇报年会情况，极大提升了国合会活动影响力和政策研究的前瞻性。多名

委员和特邀顾问承担国合会研究任务，积极为中国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三、主席团和委员高度重视、积极参与各项工作，提升国合会影响力，保障国合会

研究工作的前瞻性

（一）主席团成员亲自参与，发挥重要

引领作用

中方执行副主席、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

黄润秋，外方执行副主席、加拿大环境与气

候变化部部长吉尔博，外方副主席、联合国

副秘书长、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安德森出席

国合会 COP15 系列活动，与国合会委员、特

邀顾问和合作伙伴交流研讨。

中方副主席、中国气候变化特使解振华

和外方副主席、挪威前副首相、挪威奥斯陆

国际气候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哈尔沃森担任

“全球环境治理创新”课题组长，为相关专

题研究提供战略指导。

国合会秘书长、中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

赵英民全面负责和指导国合会日常运作与管

理，出席国合会重要活动，与合作伙伴深入

交流，得到国际合作伙伴积极反馈。

（二）委员和特邀顾问积极参与，推动

形成高质量研究成果与政策建议

全年增补中外委员 5 人，特邀顾问 2 人。

22 名国合会委员、特邀顾问以不同形式参与

专题政策研究工作，贡献智慧，为国合会研

提高质量政策建议奠定基础。12 位国合会委

员、特邀顾问对《国合会 2022 年年会给中

国政府的政策建议（草案）》反馈修改意见，

积极为中国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在首席顾

问指导下，来自德国、挪威、瑞典、瑞士等

等，在研究各个方面和全过程推动性别主流

化。在专题政策研究工作中纳入性别视角的

研究内容；充分发挥女性专家作用，提升女

性参与研究工作比例。全年参与专题政策研

究的女性专家人数 76 人，占比率为 32.3%，

比上年提高 5.3 个百分点；专题政策研究项

目协调员女性 13 人，占比达 65%。同时，

要求各专题政策研究项目组设置性别联络

人，邀请性别研究专家为各项目组进行专项

培训，并就研究进程中如何进一步推动性别

主流化提出意见和建议。

根据委员、特邀顾问建议，加强与青年

团体的交流互动。2022 年 9 月 29 日，国合

会青年绿色沙龙（第一期）顺利举办，以“如

何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COP15 第二

阶段会议重大议题展望”为主题，邀请生物

多样性领域青年专业人士，聚焦扭转全球生

物多样性丧失趋势重大议题深入交流讨论，

鼓励青年为环境与发展贡献力量。

国家委员、特邀顾问及专家学者积极参与前

期研究，为下一年度国合会政策研究打好基

础。

来自中国、挪威，世界自然基金会、国

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美国环保协会、世界

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等机构的国合会委员

和特邀顾问就“昆明 - 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

样性框架”落实、双碳落实、数字化、绿色

贸易等热点议题提交专项政策建议报告。

（三）秘书处和国际支持办公室密切协

作，为委员和特邀顾问参与国合会工作提供

有力保障

挪威、加拿大、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能源基金会、儿童投资基金会等合作伙伴支

持秘书处开展相关能力建设培训，进一步强

化秘书处研究、策划、筹资、宣传、活动组

织和保障能力，不断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

秘书处与国际支持办公室高效配合，建

立定期联合工作会议机制，强化会议组织、

活动策划和宣传报道，组织协调和服务保障

能力不断提升，为认真落实主席团各项决策，

支持首席顾问工作，以及服务委员、特邀顾

问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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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年，国合会工作一如既往地得到合作伙伴的广泛关注和大力支持。加拿大、挪威、

德国、荷兰、瑞典等政府机构，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儿童投资基金会、红杉气候基金会、能

源基金会、大自然保护协会、自然资源保护协会、世界自然基金会等为国合会提供有力的资金

支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气候使命基金会、美国环保协会、世界资源研究所、克莱恩斯欧洲环保协会、世界经济论坛、

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等地区和国际组织，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厦门大学、南开大学、辽宁大学、中金研究院、“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研究院等机构也通

过参加课题研究、联合举办活动、开展能力建设等形式，为国合会提供相关资金和智力支持。

积极走访国合会合作伙伴，与合作伙伴开展双边座谈共计 36 场。外方首席顾问与合作伙

伴保持线上和线下密切交流，先后拜访欧洲、美国部分委员和合作伙伴，介绍国合会工作，听

取意见和建议。秘书处赴法国、瑞士和英国走访国际合作伙伴，就加强全方位合作进行交流对话。

四、积极拓展和深化合作伙伴关系，为国合会行稳致远积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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