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至2021年，无论是从总体政策方向还是从具体法律法规的实施来看，中国在环境和
发展政策上均取得了显著进步。以下所列举的这些成功举措不完全归功于中国环境与发展
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合会）的努力。但是，国合会长期以来不断提出明确、具体的政策建
议，这些建议与中国政府在第六届国合会（2017-2021）期间制定的重要环境政策框架高度
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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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国合会建议中国力争在“十四五”期
间实现重点行业地区碳排放达峰。2020年，
国合会建议中国结合实际调整国家自主贡献目
标、设定2030年碳排放总量目标。

2020年9月，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主
席宣布了中国力争2030年前碳达峰和努力争取
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标。

2020年12月，中国承诺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
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25%左右。

中国利用绿色技术创新和聚焦低碳城市群建设
的机遇，加快各主要经济部门的脱碳之路。

2019

2020

利用

2017年及2018年，国合会建议通过加强国内减
缓气候变化行动来提升其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
的贡献。

2018年，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组建生态环境
部，将应对气候变化职能调整至新组建的生态
环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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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自2015年以来，

显著的更趋一致

十多年来，国合会开展了基于市场的碳价研
究，并对碳交易的设计、范围、监测和实施提
出建议。 

早在2008年，国合会就建议在7个省份开展排
放权交易系统试点项目。

2021年，中国全国碳交易市场正式启动。生态
环境部新闻发布会中引用了国合会外方首席顾
问的观点。

中国建立全球最大的碳市场，2,225家电力企业
率先纳入市场。 

2008

2021

中国目前有全球
最大的碳市场，
已有

2,225

的机遇，加快各
主要经济部门的
脱碳路径工作



除了关于碳封存倡议的建议，国合会在2011年
政策建议中还提出发展生态绿色产业、增强森
林碳汇功能。

国合会建议通过绿色金融和其他保障措施，避
免“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毁林行为和生态破
坏。

2019年，在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上，中国与
新西兰共同组建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联
盟，发布了广受支持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气候宣言》。

中国还在峰会期间发布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
案政策主张》，提议建立“基于自然的解决方
案”之友小组。

2021年1月，生态环境部发布政策将“基于自
然的解决方案”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优先手
段，并发挥其在气候、自然和污染控制领域的
协同作用。

2011

使森林覆盖率从
21.37%增长到
22.96%，使中国成
为全球绿色空间增
长的最大贡献者

2021

2019

2011年以来，国合会提出系列提高能效建议   
（如发布《中国低碳工业战略》报告），包括
推广多种高效的煤炭替代能源。  

2016-2018年，中国在满足基本用电需求时采
用了更多的清洁高效能源。 

2019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国发电总
量的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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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8 中国在全球

2019 领域已处于       
领先地位

2010年至2018年
间，



中国在应对 《中华人民共和
国资源税法》

5.2%

   2012-2019年， 
中国煤炭能源消费

下降 11,800
中国建立了超过

个保护区

中国成立了

2012年和2014年，国合会建议通过建立国家排
放控制系统，减少煤炭使用的影响。

2016-2018年，中国煤炭消费显著下降。全国
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达到26.7%。 

国家能源局和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2018年各省
（市、区）煤电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目标。

2018年7月，国务院发布《打赢蓝天保卫战三
年行动计划》。

截至2019年，全国煤炭能源消耗量比2012年下
降了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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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六届国合会
期间，许多传统
燃煤发电机组改
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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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发挥领导力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渔业国，2019年中国超过日
本成为全球第二大船东国，仅次于希腊。

2017年，国合会建议中国制定蓝色经济绿色发
展的国家战略。 

2018年，国家海洋局发布了 《全国海洋生态环
境保护规划（2017-2020）》。

2018年，国合会建议中国同其他国家合作应对
塑料污染。建议提交后，中国举办了由政府、
专家、非政府组织和产业代表多方参加的关于
海洋环境塑料污染的研讨会。中国、加拿大和
法国签订了鼓励相关行动的联合声明。

2017

全国11个沿海省
份划定了“红
线”（见生态保
护部分）

30% 
2018

2014年，国合会建议设立水资源税。

2015年，国合会建议设立环境风险防范体系。 

2018年，国合会建议通过立法以管理和保护长
江流域。

2016年，中国开展了资源税试点项目，试点区
域内用水量显著下降。

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资源税法》并授权国务院开展水资源税试
点。

2021年，中国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
法》，禁止有毒和危险化学品运输船只在长江
流域航行，并开展十年禁渔。 

 

2014

 禁止船舶在长江
流域内载运剧毒
或其它危险化学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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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国合会在《中国在全球绿色价值链中
的作用》专题政策研究中建议采取行动构建绿
色价值链，遏制森林退化趋势。

2018年，国合会建议将“零毁林”纳入绿色采
购计划。

2019年12月，中国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
林法》，禁止“收购、加工、运输非法来源的
林木”（包括进口）。

2020年，中国成立新的绿色价值链研究所以进
一步确保供应链中的合法性和遏制毁林。

2016

中国提出了国家保护地和原野保护地措施。

长期以来，国合会相关工作一直强调在生态文
明愿景下加强生态保护。

国合会多次建议中国扩大生态保护面积，并提
供了生物多样性和绿色发展项目的中长期时间
表。 

2014年，国合会建议支持推进国家生态保护红
线（ECRL）制度（该概念自2011年起提出）。

2014年，国务院建议实施国家生态保护红
线。

截至2019年，中国共建立了超过11,800个各级保
护区。    

当前拟定的生态红
线保护面积超过 

240  

 

相当于中国大 
陆面积的四分之一

2014

201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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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为进一 
步确保供应链中
的合法性和遏制
毁林,中国成立了



国合会为中国引
入、鼓励和示范 

 

方面发挥了引领
作用。 

中国现已建立了
巨大的绿色金融
市场，包括  

2020年，

中国“十四五”
规划中要求构建

体系

中国

历年来，国合会一直在其年度政策建议中呼吁
推动绿色金融发展。例如：建立国家绿色发展
基金，加强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和绿色保险，
以及建立跨部门的绿色金融协调机制等。 

2012年，中国银保监会发布了《绿色信贷指
引》。 

2014年，国合会建立了绿色金融工作小组。 

国合会绿色金融相关的建议被中央政府采纳，
并被纳入2015年G20峰会议程。

2018年， 国合会在政策建议中强调了通过“一
带一路”绿色基金为绿色项目融资的重要性。 

2020年，国合会建议为“一带一路”项目制定
世界级的标准和保障，加强双边和区域绿色国
际发展援助以及其他举措，避免在生物多样性
重要区域和原住民地区投资碳密集项目。

2012

2014

中国建立 
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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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立了

显著增长



2015年以来，国合会提交的政策建议中提出防范 
“一带一路”倡议生态环境风险的机遇和方法。

2017年，中国发布了《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
路”建设的指导意见》，其中包括“一系列生态
环境风险预防政策”。

2018年和2020年，国合会的政策建议中均鼓励推
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 

2019年，中国和其他“一带一路”伙伴成立了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

2020年，“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研究院成
立。

“一带一路”绿
色发展国际联盟
的目标是将可持
续发展纳入“一
带一路”倡议，
并为与环境和发
展相关的可持续
发展目标做出贡
献

2014年，国合会建议推广绿色技术，实现多重环
境效益，包括清洁煤技术。

2015年，国合会建议中国成立国家绿色发展基
金，该基金于2020年成立。  

2018年，中国工信部印发《工业领域电力需求侧
管理专项行动计划（2016-2020年）》。

2020年，国合会与世界经济论坛合作发布《中
国城市主要绿色技术及其实施机制》报告。

2020年12月，联合国气候雄心峰会上，中国宣
布将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目标提升至25%左
右。

2021年3月，中国发布 “十四五”规划，强调坚
持创新驱动发展。 

2014

据估算，2012年
到2019年， 

增长了8.9个百分
点，占比为23.4% 

2020

2015

2018

2021

2015

2017

201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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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合会2018年政策建议提出，改变传统思维；将
绿色标准全面融入绿色城镇规划；充分结合地方
实际，创新解决问题方法。

2018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无废城市”
建设试点工作方案》。2019年4月底，生态环境
部发布“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名单。2019年5月，
生态环境部发布《“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实施方
案编制指南》《“无废城市”建设指标体系（实
行）》。

2019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了《2019年新
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明确了2019年工作要
求。提出了新型城镇化要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承载
力的实际情况，注意协调发展，充分使用智能化
信息手段，精细化管理；协同推进大气污染等环
境治理工作等。

国合会2019年政策建议提出，应将绿色消费作为
生态文明建设重要任务纳入国家“十四五”规
划。倡议发起绿色生活运动。 

国合会2020年政策建议提出，应建立绿色消费优
先领域。优先提高衣、食、住、行、用、游等重
点领域绿色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

2020年3月，发展改革委、司法部印发《关于加快
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法规政策体系的意见》，提
出推行绿色设计、强化工业清洁生产、发展工业
循环经济、加强工业污染治理、促进能源清洁发
展、推进农业绿色发展、促进服务业绿色发展、
扩大绿色产品消费、推行绿色生活方式等多项任
务。

2018

2019

2020

2021年，全国人大
常委会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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