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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合会动态

国合会全球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圆桌会召开

创新与绿色发展国际工商圆桌会在长沙召开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简称国合会）全球

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圆桌会于当地时间 6 月 20 日上午在

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

本次会议于“中加欧气候变化会议”期间召开，进一

步促进了国合会双向交流平台的建设，并结合国合会研究，

全面启动了第六届国合会“全球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政

策研究课题。

会议邀请了部分国合会委员与特邀顾问，以及“全球

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课题下设“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贡

献”、“2020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全球海洋治

6 月 5 日下午，由国合会、中国 - 东盟环境保护合作

中心、湖南省环境保护厅联合主办的“创新与绿色发展国

际工商圆桌会”在湖南长沙梅溪湖畔召开。

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陈文浩，国合会中方首席顾问、

全国政协经济委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

世锦，国合会外方首席顾问、加拿大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

院高级顾问、原院长汉森，联合国环境署北京代表处首席

代表涂瑞和出席会议并分别致辞。

会议认为，近两年随着大都市圈和中小城镇的发展，

理与生态文明”政策研究组中外组长及有关专家，围绕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治理等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建设过程中最受关

注的重点问题开展交流，为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如何定位、扮演何种角色建言献策。

国合会委员、欧盟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蒂默曼斯出席会议并作欢迎致辞。国合会外方执行副主席、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部长麦

肯娜主持了会议并致辞。国合会副主席、十二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国合会副

主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索尔海姆出席会议并分别作了开幕致辞。国合会副主席、可持续海洋高级别小组挪威特使赫尔格森

出席会议并作总结发言。国合会委员、特邀顾问、有关专家、学者及国合会合作伙伴代表就全球环境治理优先领域和全球战略目标与

中国作用等议题开展了讨论。

产生了很好的城市聚集效应，吸引了大量人口尤其是年轻人进城。新一轮城镇化过程要摈弃传统城市扩张老路，走绿色城镇化新路。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正在深入人心，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绿色发展将提供经济发展新的创新动力、消费动力

和增长动力。近几年城镇化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一是绿色消费需求旺盛，二是绿色创新，包括移动支付、人工智能、共享单车等大量

新技术、新产品大量涌现，三是绿色金融蓬勃发展，为下一步绿色城镇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圆桌会上，来自国内外多名参会嘉宾围绕绿色城镇化创新政策与趋势、“一带一路”生态城市伙伴关系、绿色金融推动绿色发展

等议题先后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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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6 日，“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与绿色发展体制改革”专题政策研究启动会在京顺利召开。

该项目在国家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分析长江经济带的问题，主要研究内容包括

生态补偿改革、水环境质量和其他环境质量保护需求、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体制综合改革以

及性别主流化。中方专家介绍了项目背景、任务、预期成果及安排。外方专家介绍了国外经验，

包括长江流域的农业污染治理、长江流域的竹林生态系统、赤水河流域修复规划等等。与会

专家就研究重点、专家团队、时间安排等重要内容展开讨论，计划向今年年会提交 1 份研究

报告及政策建议。

国合会“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与绿色发展体制改革”专题政策研究启动会顺利召开

6 月 2 日，国合会绿色“一带一路”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专题项目启动会在北京召开。

会议围绕绿色“一带一路”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项目背景与框架、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及绿色“一带一路”国际案例、“一带一路”建设进展与绿色“一带一路”长效机

制建设、“一带一路”与绿色价值链等方面展开讨论。

会议由国合会主办，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承办。

国合会绿色“一带一路”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专题项目启动会在北京召开

5 月 7 日下午，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简称国合会）与世界资源研究所 （WRI）

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将通过开展共同研究、联合举办会议和宣传、人员交流和能力建设等

方式加强第六届国合会框架下的合作。

国合会助理秘书长方莉与世界资源研究所（美国）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来来共同签署

本备忘录。

国合会与世界资源研究所签署合作备忘录

4 月 25 日，国合会 2018 年第二次首席顾问与秘书处联合工作会议暨合作伙伴交流会议

顺利召开，完成各项议程。

与会各方围绕 2018 年年会、圆桌会、政策研究项目及地方示范交流了想法，分享了关切。

按照国合会年度计划，2018 年国合会将逐步启动全球气候治理与中国贡献、2020 后全球生

物多样性保护、区域协同发展与绿色城镇化战略路径、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与绿色发展体制

改革、2035 环境质量改善目标与路径、绿色转型与可持续社会治理以及绿色“一带一路”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 7 个专题政策研究，并继续深入推动全球海洋治理与生态文明专

题政策研究。

国合会第二次首席顾问与秘书处联合工作会议暨合作伙伴交流会议顺利召开

2018 年 6 月 3 日，国合会“2020 后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题政策研究项目启动会在京召开。

本项目拟在充分回顾和梳理全球及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实施进展、保障机制和工作

经验的基础上，诊断识别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关键问题，为制定“2020 后生物多样性框架”

蓝图提出建议，为积极促进“2020 后生物多样性框架”及新一轮保护目标的通过提供支撑。

与会专家认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应与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海洋治理等其他重大环境

议题形成协同增效，生物多样性公约未来实施战略的制定和落实应当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

目标、巴黎协定、防治荒漠化公约等进行整合，避免努力的碎片化和分散化。此外，还应充

分考虑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减贫、性别平等、投资、贸易等社会经济议题的关系。

国合会“2020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启动会在京召开

2018 年 7 月 11 日 , 国合会本年度第三次首席顾问与秘书处联合工作会议暨合作伙伴交

流会议召开在京召开。

会议听取了秘书处近期工作的汇报，并讨论了国合会 2018 年年会及分论坛的初步安排。

国合会 “2020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海洋治理与生态文明”、“区域协同发展与

绿色城镇化战略路径”、“长江经济带生态补偿与绿色发展体制改革” 、“绿色‘一带一路’

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 5 个专题政策研究项目组代表出席会议并汇报了各项目的研

究进展。

国合会中外首席顾问刘世锦、汉森，中外方专家及国合会合作伙伴参加了会议。

国合会 2018 年第三次首席顾问与秘书处联合工作会议暨合作伙伴交流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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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发要闻

习近平出席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国全面打响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5 月 18 日至 19 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自觉把经济社会

发展同生态文明建设统筹起来，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

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充分利用改革开放 40 年来积累的坚实物质基础，加大力度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我国生态文

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上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

国政协主席汪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赵乐际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作

总结讲话。( 来源：新华社 )

6 月 24 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意见》提出，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着力打好碧水保卫战，扎实推进净

土保卫战。

大气污染防治方面，意见明确，编制实施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作战计划，以京

津冀及周边、长三角、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为主战场，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

构、运输结构、用地结构，强化区域联防联控和重污染天气应对，进一步明显降低

PM2.5 浓度，明显减少重污染天数，明显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明显增强人民的蓝天

幸福感。

水污染防治方面，深入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扎实推进河长制湖长制，坚持污染减排和生态扩容两手发力，

加快工业、农业、生活污染源和水生态系统整治，保障饮用水安全，消除城市黑臭水体，减少污染严重水体和不达标

水体。

土壤污染防治方面，全面实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突出重点区域、行业和污染物，有效管控农用地和城市建

设用地土壤环境风险。具体措施集中在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加快推进垃圾分类处理、强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等

领域。

意见确定了到 2020 年三大保卫战具体指标：全国 PM2.5 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比 2015 年下降 18% 以上，

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 80% 以上；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体比例达到 70% 以上，劣五类水体

比例控制在 5% 以内；近岸海域水质优良（一、二类）比例达到 70% 左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比

2015 年减少 15% 以上，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减少 10% 以上；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0% 左右，

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 9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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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

生态环境部、水利部部署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保专项行动

6 月 5 日是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规定的第 4 个环境日。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

妇联等五部门在 2018 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联合发布《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以下简称《规范》），

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引领公民践行生态环境责任，携手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

据了解，《规范》的编制和发布旨在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强化公民生态环境意识，引导公民成为生态文明的践行者和美丽中国的建设者，共包括“十条”行为规范。

行为规范包括关注生态环境、节约能源资源、践行绿色消费、选择低碳出行、分类投放垃圾、减少污染产生、呵护

自然生态、参加环保实践、参与监督举报、共建美丽中国等十个方面。( 来源：生态环境部 )

生态环境部、水利部 3 月 30 日在京联合召开视频会议，动员部署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

2018 年底前，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完成县级及以上城市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整治；2019 年底前，所有县级及以上

城市完成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整治。

近年来，我国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但保护形势依然严峻，环境风险隐患突出。经国务院同意，

原环境保护部、水利部于 2018 年 3 月 9 日联合印发《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方案》。生态环境部

有关负责人强调，要聚焦“划、立、治”三项工作内容，最终实现“保”工作目标。“划”是指划定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立”是指设立保护区边界标志；“治”是指清理整治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的违法问题。( 来源：中国政府网 )

中国部署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6 月 13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实施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持续改善空气质量，顺应群众期盼和高质量发

展要求。

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源头防控、重点防治。在重点区域严禁新增钢铁、焦化、电解铝等产能，提高过剩产能淘汰标准。

集中力量推进散煤治理。大幅提升铁路货运比例等。

会议要求，科学合理、循序渐进有效治理污染。在重点区域继续控制煤炭消费总量，有力有序淘汰不达标的燃煤机

组和燃煤小锅炉。建立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企业排放许可制度，达不到排放标准的坚决依法整治。

会议提出，创新环境监管方式。推广“双随机、一公开”等监管，鼓励群众举报环境违法行为。严格环境执法督察等。

目前，生态环境部已经启动对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的强化督查，将从今年 6 月持续至明年

4 月底。强化督查将进一步督促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责任，加强区域联防联控，深化

综合治理，加大环境违法行为打击力度，推动环境空气质量改善，为群众留住更多蓝天。( 来源：中国政府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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