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合会动态

1月13日， 国合会2017年第一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会议特别邀请环保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主任陈亮、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副处长沈丹分别就全国环保工作会议重点内容及中国落实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做主旨发言。

会议还就国合会2017年拟举行的重大活动和启动的重大研究项目，第六届国合会筹备进展及下一步工作安排等议题，与捐助方及合作伙

伴进行沟通与交流。

2017年是第六届国合会的开局之年，国合会将继续努力成为中国与世界在环境与发展领域的双向交流平台、促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协

作平台和推动完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创新平台，启动环境与发展重大热点议题研究，广泛拓展合作网络，与相关国际组织、政府机构、研究

院所及智库、地方政府以及知名企业展开合作，共享环境与发展领域的先进经验，共同推进中国和世界生态文明建设。

国合会召开2017年第一次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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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24日，国合会2016年可持续消费示范项目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

会议听取上海市环保局关于可持续评价指标体系框架和指标构建情况介绍；并以“旧衣回收再生项目”和“绿色生态门店改造项目”为案

例，就可持续经营模式的成本与效益、技术难点、政策障碍等进行了深入讨论。

会议认为，应以国合会2015年可持续消费示范研究为基础，结合上海整体消费状况，提出具有可操作性、可延续性、与国际标准接轨同

时又符合中国消费背景的可持续消费评价指标体系。下一步示范项目应进一步完善可持续消费评价指标体系，量化评估上海可持续消费水平，

探索破解政策障碍和技术难题的具体办法。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国合会可持续消费示范项目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

2017年2月28日，国合会“中国绿色转型：展望2020-2050”

政策研究课题中外联合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分享了发达国家完成工业革命后迈向更加高效、环境友好

型社会的经验，梳理了项目前期研究成果，对中国绿色转型进行了

情景分析，结合定量化的宏观经济分析勾画出中国绿色转型的发展

国合会 “中国绿色转型：展望2020-2050”工作会议召开

路径。按照工作安排，预计4月底完成报告初稿，5月初召开课题组中

外联合工作会议，对报告做进一步修改完善。

本课题是国合会于2016年开展的政策研究项目，旨在对导致严重

环境问题的传统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思，为中国未来30年实现绿色转

型提供路径参考和政策建议。

2017年2月25日，国合会举办“全球海洋治理与生态文明”战略沙龙，

邀请海洋战略、渔业及水产、海洋物理、船舶及航运、国际关系以及民间海洋

战略智库等专家和代表，聚焦如何实现生态文明引领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改革，

保护和改善海洋生态，助力全球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

与会专家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不仅要应用于指导国内

的“山水林田湖海”生态保护实践，更要引领推动全球海洋治理绿色变革。建

议国合会开展海洋保护，如海洋生态红线与海洋保护区建设、海陆统筹与污染

综合治理以及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与海洋等相关议题研究。

国合会举办海洋专题战略沙龙

瑞士当地时间1月17日下午，国合会与世界经济论坛在冬季达沃斯年会期间签署

合作备忘录。

过去一年中，国合会与世界经济论坛针对分享经济开展了联合研究，并于2016

年夏季达沃斯和国合会年会期间分别召开分享经济高层论坛。在此基础上，双方将发

挥各自优势，就中国及世界环境与发展热点和紧迫问题开展研究，并与世界分享成

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建设。

国合会助理秘书长方莉代表国合会秘书处签署协议，出席达沃斯年会的国合会外

方执行副主席、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部长麦肯娜见证协议签署。

国合会与世界经济论坛签署合作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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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上午，国合会助理秘书长、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副主任方莉会见了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公共政策全球董事总经理琳·斯嘉

丽（Lynn Scarlett）一行，双方就共同感兴趣的合作领域进行了深入交流。

斯嘉丽重点介绍了TNC中国在土地保护、淡水保护、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城市等领域开展的项目和取得的成果，表示希望借助国合会这个

平台加强其有关成果与国家政策的融合。

方莉高度赞赏TNC在中国取得的成绩，介绍了第六届国合会的总体设计和筹备情况，指出根据TNC的优势领域和国合会的重点工作，双

方可考虑在可持续城市、绿色金融以及水、气、土保护等领域开展合作。

国合会与大自然保护协会共商合作事宜

2017年3月16日，环保部国际司司长、国合会副秘书长郭敬主持召

开第六届国合会筹备专题工作会，对外合作中心主任陈亮参加会议。会

议听取国合会秘书处关于第六届国合会筹备以及秘书处运行管理情况汇

报，就落实陈吉宁部长指示精神、改进和完善国合会工作进行讨论，提

出具体建议和要求。

第六届国合会筹备专题工作会顺利召开

郭敬司长传达了陈吉宁部长和赵英民副部长对于第六届国合

会组织筹备的指示精神，指出：在当前国际和国内新形势下，国合

会将发挥更重要作用。秘书处要集中力量做好新一届国合会的方案

设计等相关工作，尽早启动筹备2017年度中国环境与发展高层论

坛。

郭敬司长会见挪威极地研究所所长温特

2017年4月7日，环境保护部国际司司长、国合会副秘书长郭敬在京会见挪威

极地研究所所长、国合会委员温特（Jan-Gunnar Winther）一行，双方就第六届

国合会以及全球环境治理，特别是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议题进行了交流。

温特表示，海洋对人类和社会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目

前都在开展有关海洋保护的项目研究。海洋及海洋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也被纳

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应该通过国合会这个平台在解决地区和全球海洋事

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郭司长首先感谢温特担任国合会委员以来对国合会做出的重要贡献，并指出中

国高度重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国合会愿在海洋环境污染、生态多样性和海洋生态

环境管理等方面开展相关研究。今年将组织中外专家就上述议题进行研讨，积极考

虑在国合会框架下启动该领域研究工作。

郭敬司长会见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代表

2017年4月10日，环境保护部国际合作司司长、国合会副秘书长郭

敬在京会见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双边事务处处长薇莱塔·戴曼特普

洛斯（Viletta Diamantopoulos)，双方就第六届国合会组织结构、政策

研究领域、年会举办方式等进行了交流。

郭敬司长感谢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对国合会的长期支持和重要

贡献，希望加方作为主要捐助方在新一届国合会中发挥更加积极作用。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月7日公布了《关于划定并严守

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2020年年底前，全面完成全国

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勘界定标，基本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

2017年年底前，京津冀区域、长江经济带沿线各省（直辖市）划

定生态保护红线；2018年年底前，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定生

2017年3月15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问。

针对记者提出有关雾霾治理的问题，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雾霾问题的确是百姓的痛点，蓝天和空气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我们都希望

看到更好的蓝天。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确实遇到了雾霾问题的挑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讲了五条措施，我们会坚定地向前推进，真正打一场

“蓝天保卫战”。但这也需要有一个过程。

李克强指出，治理雾霾重点在燃煤、尾气排放、扬尘等问题，雾霾的形成机理还要做充分的论证，国家将为此设立专项基金，组织最优秀

科学家攻关，抓紧把雾霾形成的未知因素找出来，使治理雾霾更加有效。

“大自然的阴晴风雨不是人类能支配的，但是我们能支配我们的行为，转变我们的发展方式，我和大家的心情一样，雾霾要治理，蓝天在

未来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奢侈品。”

1月10日-11日，环境保护部在京召开2017年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总结2016年环保工作主要进展，研究落实“十三五”生态环境保

护规划，部署安排2017年环保重点任务。

陈吉宁说，2016年环境保护任务异常繁重，工作量大面广。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各地区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全国环

保系统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以下具体工作进展。第一，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第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三，深化

落实各项改革举措。第四，强化环境法治保障。第五，加大生态保护力度。第六，严格核与辐射安全监管。第七，积极应对环境风险。第八，

强化各项保障措施。第九，扎实推进作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

陈吉宁强调，全国环保系统要科学把握中央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准确分析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基本形势、清醒认识环保工作

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坚持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以全面实施《“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为主线，对打赢补齐环保短板攻坚战进行全面

部署，细化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和改革措施，务求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一要坚决治理大气、水、土壤污染。二要深化和落实生态环保领域改

革。三要加强环境法治建设。四要积极主动应对环境风险。五要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六要加强核与辐射安全监管。七要创新决策和管理方式。

八要加强科技支撑和基础能力。九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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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启生态保护红线战略

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2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通过《按流域设置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机构试点方案》（简称《试点方案》）。

根据《试点方案》，将以流域作为管理单元，设置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机构。该机构以统筹上下游左右岸，理顺权责，优化流域环境监管

和行政执法职能配置为目标，实现流域环境保护的“五个统一”，即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环评、统一监测、统一执法，提高环境保护整

体成效。

中国在流域环境保护方面要实现“五个统一”

李克强：蓝天在未来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奢侈品

态保护红线；2020年年底前，全面完成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

勘界定标，基本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国土生态空间得到优化

和有效保护，生态功能保持稳定，国家生态安全格局更加完善。

环发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