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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战略实施框架

董战峰，葛察忠 *，王金南，严小东，程翠云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北京 100012）

摘  要   本研究认为推进实施绿色化“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与沿线各国深化经济合作，展示负责任大国形象，
规避环境风险，促进顺利实现“五通”的根本要求。同时，我国实施绿色化“一带一路”战略还面临着
对外投资的环境管控制度不健全，“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和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环境管理基础弱，
以及沿线各国和地区发展阶段及环保诉求不同，区域合作平台与机制不完善等内外因素带来的挑战。本
文结合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国内形势研判，提出了推进“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战略框
架，建议加快推进四项重点工作，包括强化绿色发展规划顶层设计，健全风险规制机制，构建对外投资
行为调控机制，形成有效的“共通”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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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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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proposed that green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s in 
furthering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showing the image as a responsible great power, 
avoiding environmental risks, and promoting the smooth realization of connectivity in five aspects as road, trade, currency, 
policy and the public. Meanwhile, greening China’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till facing challenges brought by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causes, including the defective environmental control system of the overseas investment, fragil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weak foundation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countries and region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stages and environmental demands of the related countries and regions, as well as the incomplete 
regional cooperation platform and mechanism. This paper put forwards a strategic framework of promoting greening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ased on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The following four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s 
are included as strengthening top-level design of green development planning, perfecting the risk control mechanism, 
establishing regulatory mechanism of foreign investment behaviors, and constructing an effective safeguard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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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

推进，全球增长和贸易、投资格局正在进行深刻调整。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

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倡议，希望通

过政策沟通、民心相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

通（“五通”），共建国际大通道和经济走廊，加强不同文

明交流互鉴，使亚欧非各国联系更加紧密，互利合作，

迈向新的历史高度。这一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和积极响应。“一带一路”战略是新时期中国对外交往的

大国战略，有利于化解我国过剩产能，促进产业转型升

级，深化区域经济合作，增进国际影响力。“一带一路”

战略谋划布局既是应时之需，也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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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重视推进实施绿色发展，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

实施提供支撑保障。

1 实施“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战略在深化与沿线各国和地区在资源、

能源、基础设施、产业项目以及金融等领域合作的同时，

不可避免会涉及生态环境问题，从中国过去的对外投资与

合作来看，环境问题一直是国际各方最为关注的问题，生

态环境问题如处理不当，将严重影响中国国家利益和负责

任大国的形象。因此，推进实施“一带一路”绿色战略，

对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国家形象的提升，有效防范产业、

投资“走出去”的生态环境风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有助于中国产业要素顺利“走出去”。在改革开放初

期，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因此，当初的对外开放主要

是以引进外资、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模式为主。随着中

国经济的发展，尽管目前国内仍然需要大规模有效投资和

技术改造升级，但已经充分具备了要素输出的能力。据统

计，2014 年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达 1 029 亿美元，

居世界第三位 [1]，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在中国国内，

因为市场供求变化，要素成本的上升使得一些产业、产品

失去了价格竞争力，成为“过剩”产能，而在其他国家，

较低的要素成本使得一些产业仍具有竞争力，在其他国家

发展建设的过程中能被合理利用，这就为中国产业的转移

和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但“一带一路”输出的过剩产能

不能是黑色的，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民众生活水平提高的

同时，应该加入绿色元素，遵循绿色化主线。绿色“一带

一路”战略是通过以基础建设为载体，可持续发展为准则

的区域整体发展模式，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

度，将中国的优质绿色的过剩产能输送出去，让沿“带”

沿“路”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汲取

中国过去先污染后治理的经验教训。

是中国展示大国形象与责任所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以中国加强与周边及多边国家的合作

为基础，可以逐步形成连接东南亚、西亚和东欧的交通运

输网络，形成对阿拉伯国家和东欧国家的辐射作用。在经

济上实现互联互通，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逐步形成以点

带线，从线到片，促进形成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

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为中国改革发展稳定争取良好的外

部条件，也使中国发展更多地惠及周边国家。对中国国内

来说，可以带动内陆沿边向西开放，相当于扩大西部的发

展空间，有利于增强中国的影响力。而绿色“一带一路”

战略不仅可以巩固和发展中国同沿线各国的经贸关系，在

发展的同时注重环保合作与交流，重视与当地的减贫、就

业、基建等结合起来，推进当地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更有

利于赢取沿线国家的支持，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影响力，树

立中国的对外负责任大国形象。

有助于从根本上保障“五通”战略顺利实施。“一

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和地区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环境

管理能力相对薄弱。“一带一路”范围广、项目多，承

接产业转移或者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重大工程项目实

施对脆弱的区域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将进一步增加区

域环境风险。从中国过去的对外投资与合作来看，环

境问题一直是国际各方最为关注的问题，很多贸易摩

擦也源于我国对外投资的环境责任不到位等因素，很

多环境问题甚至演化为敏感政治问题，炒作生态环保

问题一直是西方用来攻击中国境外投资的手段。生态

环境问题若处理不当，将严重影响中国国家利益 [2， 3]。 
因此，建设绿色“一带一路”，为有效防范产业、投资

“走出去”的生态环境风险，打造保障利益共同体，责任

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实现“五通”提供根本保障。

2  问题与挑战

中国针对海外投资企业的环境规制不完善。由于中

国对海外投资的环境规制重视不够、力度不足，对在东

道国投资的环境行为还难以有效约束和引导。一方面，

中国环境管理面临着环境管控执行效率不高且效果不佳，

企业环境违法成本低，体现环境资源价值的市场机制和

制度尚待构建，能够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环境资源的制度

还不健全等问题 [4,5]。这导致由国内走向国外的企业对海

外投资可能会对环境保护重视不够。另一方面，针对日

趋严重的海外投资引致的环境问题，中国政府有关部门

采取了相应的对海外投资环境保护的众多举措：商务部

于 2005 年发布的《境外投资开办企业核准工作细则》中

就专门有环境条款的规定；2009 年商务部出台了《境外

投资管理办法》；2013 年 2 月 18 日，商务部、环境保护

部联合发布了《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为中国对

外投资的环境行为提供指引。但以上措施并没有对投资

企业的环境保护行为产生具有强制力的管束作用，基本

上是原则性要求，可操作性差，难以为海外企业在东道

国的投资提供操作性强的指引，这些问题必然会对中国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产生影响。此外，中国实施的金融

政策针对对外投资企业还缺少有效的管理工具，无法对

海外投资予以有效的规范约束和激励。

“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和地区生态环境脆弱。

“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和地区是人类活动比较集中

和强烈的国家和地区，同时不少国家的生态环境脆弱，

这导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投资与合作面临

较大的生态环境风险。沿线国家和地区国土面积不到世

界 40%，人口却占世界的 70% 以上，人口密度比世界

平均水平高出一半以上，如日本和印度人口密度分别达

到了 338 人 /km2 和 334 人 /km2。除了是世界上自然资

源的集中生产区外，该地区境内年水资源量只有世界的

35.7%，但年水资源开采量占世界的 66.5%，同时使用

了世界 60% 以上的化肥，因此对水资源和水环境的压力

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该地区还排放了世界 55% 以上的二

氧化碳和温室气体，其中有不少国家处于干旱、半干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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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其森林覆盖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有世界 39.1%
的哺乳类物种、32.2% 的鸟类、28.9% 的鱼类和 27.8%
的高等植物在受到威胁。地区的人均生态足迹虽然低于

世界平均水平，但也超出了生态承载力的 80% 以上 [5]。 
脆弱的生态环境状况使得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一些

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合作面临较高的环境风险。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济发展阶段与环保诉求不同。

尽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过去的 20 多年里保持快速

的增长态势，其 GDP 年均增长率约为世界平均增长率的

2 倍，成为世界经济比较有活力的地区。但是“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虽然 GDP 总量约占世

界的 29%，人均 GDP 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沿

线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发展方式粗放。“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单位 GDP 能耗、原木消耗、物质消费和二

氧化碳排放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以上，单位 GDP 钢

材消耗、水泥消耗、有色金属消耗、水耗、臭氧层消耗物

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2 倍或 2 倍以上。同时，经济发展处

于不同水平的国家对环保有着不同的要求。在“一带一

路”沿线的 65 个国家中，有人均 GDP 过 1 万美元的经济

强国，如新加坡、卡塔尔、文莱、以色列；也存在人均

GDP不足1 000美元的经济弱国，如塔吉克斯坦、尼泊尔、

阿富汗。一些国家对环境质量改善与人民群众健康的追求

已经超过 GDP 增长，而另一些国家还处于快速增长阶段。

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诉求也不

同，这些国家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差异性大，这给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增大了难度。

“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和地区环境管理基础弱。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发展水平较为落后，或

者对环境问题重视不够，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投资极易诱

发环境风险与投资风险。一是“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环

境管理法规制度不一致，有的标准高于中国，如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等国家；也有些发展中国家的法律法规标准

不够完善，水平比较低，更加注重经济的发展，环境保

护力度不够，这也容易诱发在这些东道国的投资风险。

二是有些沿线国家对环境管理的基础信息和风险底数不

清，环境监测监管、预警应急、管理能力存在着较大的

差距，环境风险预防预警和管控能力低，这也使得在这

些东道国和地区的投资合作存在风险，甚至在当地环境

合规的情形下，仍存在较大隐患。

“一带一路”绿色化区域合作平台支撑不够。一是区

域多边或者双边的合作，在跨区域的信息共享、资源共

用、协同共保等方面力度不够，机制不到位，平台不完

善，这些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提出了挑战。二是

实现政策互通仍面临多方面的挑战，比如，区域绿色供

应链管理机制未建立，区域环境标志互认未能实现有效

沟通等。三是区域合作形式较单一，合作基本上都是由

政府主导推动的，社会公众、有关 NGO 等相关方交流

合作严重不足，主体参与不充分，影响了绿色化合作的

成效，特别是在社区减贫、可持续发展、再就业等社会

层面的合作推动会更有意义。

3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战略框架

3.1  加快建立绿色发展战略框架

推进“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战略的主要目的是通过

在产业输出、投资建设、技援合作等工作中关注行为的

绿色化，强化生态环保合作，规避生态环境风险，促进

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为实现该目标，要

全方面、全过程地实施绿色化“一带一路”战略，重点

从四个维度考虑：一是强化战略实施的顶层设计，实施

绿色发展规划，特别是做好生态环保专项规划；二是要

建立生态环境风险预警机制，精准识别和规避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生态环境风险；三是加强对外投

资合作行为调控，激励对外投资、合作行为的环境友好；

四是加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战略实施的共通保障能

力建设，做好绿色发展战略的实施支撑。战略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1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战略框架

3.2  制定实施“一带一路”绿色发展规划

在目前中国有关部门发布的“一带一路”战略或者

有关政策文件中，对绿色化关注还不够，生态环保方面

的考虑严重不足，这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可能面

临的巨大风险。中国的管理是规划导向型的模式，建议

国家编制实施“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专项规划，对如何

推进实施绿色化的“一带一路”战略在目标、关键指标、

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平台建设、资金保障和实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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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予以明确。特别是就生态环保方面的合作机制、

能力建设、保障支撑等需要开展深入研究，形成明确规

划方案，促进我国生态文明理念、制度以及环保标准、

技术、产业等全面走出去，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

程中规避环境风险、增进合作共识等提供基础，构筑形

成绿色化的“一带一路”。

3.3  加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风险规制

3.3.1  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生态环境状况图谱

评估中国甘肃、新疆等“一带一路”沿线省份的生

态环境状况，以及“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中西部地区

乌鲁木齐、兰州、西安等大气环境容量超载区及西北内

陆河的污染防治带来的区域性环境风险。与沿线国家合

作开展“一带一路”沿线生态环境遥感监测与调查，对

“一带一路”沿线的南亚、中亚、俄罗斯、欧洲各国的绿

色发展状况及特征等分别进行系统评估。具体包括可持

续发展水平、生态环境、环境政策法规、环境基础设施

建设以及生态环境有关的宗教文化状况等，识别“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生态环境特征问题，摸清各国（特别

是沿线大国和重点投资国家）资源与环境的底数，对中

亚、东盟、南亚等地区性以及各国的生态环境及其管理

政策状况进行科学合理的研判，分析可能面临的主要生

态环境问题。

根据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对沿线国家的定位，评

估“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生态环境

风险，包括评估基础设施建设、资源能源开发、油气管

网及设备投运、电网设备类投运、港口建设、经济廊道

建设、商业贸易、金融业以及突发事件等给区域带来的

生态环境风险。生态风险评估内容包括生态廊道破碎、

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承载力超载、水土流失、气候变

化风险等。提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生态环境

风险清单，建立“一带一路”的生态环境风险评估机制，

识别不同时空尺度上的环境敏感区、生态环境高风险区，

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中的环境风险防

控能力建设等，为“一带一路”国别战略实施提供参考。

3.3.2  健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环评机制

针对“一带一路”同类规划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建

立联动机制，确保“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中有关规

划和重大项目的绿色化。环境影响评价的重点应集中在

针对“一路一带”规划和重大项目方案上。一是积极推

进建立完善的“一带一路”战略决策以及重大项目投资

的环境影响评价机制，结合投资东道国当地的生态环境

特征及环境治理能力等进行综合评估分析，预警和规避

战略决策以及重大投资项目实施可能引发的环境风险及

投资风险。特别是重视对生态敏感脆弱地区的生态环境

风险进行综合全面、深入细致的评估，建立风险清单和

管控措施清单，并要求投资项目落实有关清单任务和要

求。在评价范围上，结合国际关注热点，基于自愿原则，

鼓励将生态健康和气候变化等因素纳入环评范围中。二

是据投资项目的不同环境影响，实施投资项目和技援项

目等的分级分类环评机制，研究制定和实施“快速环评”

技术方法体系与有关导则、指南，为一些环境影响级别

低的项目尽快实施提供便利。三是建立投资项目的环境

影响评价和管理数据库，并在有关媒体渠道对环评信息

实施全面公开，在环评过程中，鼓励东道国和地区有关

利益相关方全面、有效参与，规避项目实施中可能来自

民间的压力和意见，及早预防潜在的因项目的环境因素

可能导致的社会矛盾冲突，有效防范和规避在东道国和

地区的生态环境风险。

3.4  强化对外投资合作行为调控

3.4.1  完善绿色化“一带一路”管理机制

重视构建绿色化“一带一路”综合决策机制，将生

态环保纳入战略实施全过程，建立源头预防、过程严控

的有效管理机制，加强对外投资企业的资格审查与境外

企业的环保监管，提升走出去企业的绿色化表现。一是

实施基础设施投资中的环境绩效评估，建立对外投资和

技援项目的环境绩效“晴雨表”，对于环境绩效表现好的

投资予以政策上的激励与支持，对于环境绩效表现差的

投资企业则在金融扶持等有关政策上予以限制甚至禁止；

二是建立对外投资企业环保黑名单制度，对于环境表现

差或者出现重大环境事件的企业实施黑名单制度，引导

企业遵守国内及投资所在国环保法律制度，避免因污染

及破坏当地环境所造成的恶劣影响，维护“一带一路”

建设国际形象；三是进一步完善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环境

行为指南，推动制定与国际接轨的对外投资企业的环境

行为准则，加大宣教与技能培训，促使企业树立环境责

任，规范企业环保行为，督促企业提升投资绿色化水平。

3.4.2  创新“一带一路”绿色金融激励机制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借鉴并引入“赤道原则”等

国际惯例和规则，推动企业绿色信用评估和征信体系建

设，大力推进绿色信贷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环保

企业和项目的信贷支持，开发专门的绿色信贷金融产品，

以支持绿色产能输出，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

投资。促进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国家开

发银行等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开展绿色金

融方面的交流合作，通过信贷手段降低境外投资的环境

风险。考虑在“丝路基金”下筹划设立“丝路环保基金”

或者专门针对环保的口径，主要用于“一带一路”沿线

欠发达国家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与环境突发事件处理等。

开展环境金融服务创新，鼓励商业性股权投资基金和社

会资金共同参与绿色“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建设；充分

发挥中国 - 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亚洲区域合作专项资金、

中国 - 东盟欧投资合作基金等双边及多边合作资金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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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扩大环保资金的来源。

3.4.3  实施绿色“一带一路”环保援助

中国推进实施绿色化“一带一路”战略首要的是要

有利于维护和保障区域环境安全，这是中国作为负责任

大国的体现。因此，在对外援助计划中环保援助应考虑

作为主要内容。中国要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

区域环境安全合作中的努力来展示和提升自身在全球和

区域环境保护中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谋划建立国家环保

对外援助计划，为沿线不发达国家提供关于生态环境保

护、环保技术与产业等领域的资金支持。规划一批各方

共同参与、共同受益的生态环保示范项目，通过环保领

域的民生示范项目来扩大中国对沿线各国的影响力，提

升国际形象。在环保资金、法律制度、人才交流、人员

培训与教育等方面全面开展环保对外援助，不断提高环

保领域对外援助的规模和水平。考虑实施绿色丝路使者

计划，加强与沿线国家环保官员、学者及民众的培训与

交流。全面支持沿线发展中国家环保能力建设，开展

“一带一路”环保教育培训，为各国培训环境管理和技术

方面的专业人才，通过人员交流推动生态环保理念和产

业技术交流，共同促进中国与沿线各国的绿色发展。

3.4.4  增进绿色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强化合作能力建设，建立生态环境国际交流与合作

机制，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全球视野加快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把绿色发展转化为新的综合国力、综合

影响力和国际竞争新优势。发扬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

精神，加强与世界各国在生态文明领域的对话交流和务

实合作，促进全球和区域性生态安全。积极推进建立和

完善多边交流机制，推动利用目前的一系列交流与对话

的平台机制，如中国 - 东盟环保合作论坛、欧亚经济论

坛、中阿环境合作论坛以及中俄、中哈、中欧等双边环

保合作机制等，推进建立绿色丝绸之路建设合作平台，

加强绿色贸易、绿色供应链、环境标志区域互认、环境

保护产品与服务业合作等。重视提高配套服务能力建设，

包括设立“‘一带一路’国家信息交流中心”，在“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建立类似于 G20 峰会的国际合作机制等。

3.5 完善绿色化“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共通保障

3.5.1  形成顺畅的民间交流机制

绿色化“一带一路”的建设关系到各行各业、千家

万户，要充分发挥民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

聚民心，集中民智，汇集民力。同样，民心相通是“一

带一路”合作重点之一，也是衡量“一带一路”建设成

果和成效的主要标志，要积极鼓励中国民间力量走出去，

发挥民间力量在绿色化“一带一路”实施中的润滑作用

和积极推动作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具有多种

族、多宗教、多文化的特点。无论是在产业、投资、援

助合作中，还是在生态环境治理合作中，以企业、机构、

组织、个人为主体的民间力量都不可或缺，甚至可能成

为主要力量支撑。一是多方面加强面向基层民间的交流

合作，通过举办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保等各类公益慈善

活动，促进沿线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二是充

分发挥民间环保组织的积极能动性，大力支持形式丰富

的民间组织交流合作活动，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题共同

开展如“一带一路”绿色之旅、生态文明建设青年论坛、

生态文化节等活动。以生态环保为突破口营造“一带一

路”建设的友好氛围，为绿色化“一带一路”建设提供

民意基础和保障，促进民心相通。三是完善民间在“一

带一路”生态环境合作中的参与制度，加强沿线国家民

众对生态文明理念的认识，形成“一带一路”沿线各国

和地区的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的局面。四是跨国企业进

行全球产业链合作后，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重视环

境保护，制定严格的环保标准，投入更多的环保项目，

为当地企业树立榜样。

3.5.2  健全“一带一路”国际宣传机制

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的

初衷有所误读，认为是为了抢夺发展中国家的能源资源，

转移落后产能，将污染转移到沿线各地区等。为此，中

国需要加强对绿色化“一带一路”战略的宣传，加强绿

色化“一带一路”中国经验和成效的交流，讲好中国生

态文明建设美丽故事，争取与沿线各国达成合作发展共

识和环保共识，以消除“一带一路”合作中的顾虑。“一

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发展阶段各异，一些工业化水平较

低的中亚、中东地区即将面临“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

新的环境问题；而一些工业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则面临新

老环境问题的叠加，这些国家在发展中遇到的环境与发

展的关系处理问题，很多是中国已经经历过或者正在经

历的，中国经验将会有助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绿色发展。

中国要在共同合作发展中，通过负责任的经济合作与当

地的减贫、再就业、可持续发展、社区绿色发展等统筹

考虑，促进当地的可持续发展，而不能将这些东道国当

成污染避难所，共同建设“一带一路”的生态文明。

3.5.3  构建绿色化“一带一路”信息平台网络

绿色化“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需要全面加强能力

支撑和服务保障，建议积极做好以下工作：建立“一带

一路”绿色发展决策支撑大数据平台；建立对外投资项

目风险防范与环境管理决策支持平台；推进与沿线重点

国家合作开展环保技术与产业园区示范基地的建设；建

立“一带一路”环保研究创新基地等。

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决策支撑大数据平台。

建设“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信息共享平台，发挥信息技

术和信息平台的基础支撑作用，实现“一带一路”沿线

地区政策法规信息、投资合作信息、生态环境信息、风

险预警信息、企业表现信息等的整合交流、互通共享，

（下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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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有效利用，为有关管理部门决策和境外投资企业提

供咨询服务，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信息交流

和沟通，为绿色化“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进行提供信

息基础和决策支持，促进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

沟通与交流。

建立对外投资项目风险防范与环境管理决策支持平

台。支撑海外建设项目潜在环境影响与环境风险的识别和

预判，为中国对外投资和项目提供实时、全方位的生态环

境信息服务，提高对企业和投资走出去的环保咨询服务与

环境风险防控能力；建立“一带一路”主要国家投资和建

设项目的环保准入信息系统，为铁路、公路、港口等交通

设施，油气开采、运输，矿产资源勘探开发，水电、火

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等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以及轻工纺织、食品加工、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走出

去”的重点行业提供环保政策标准咨询服务和技术支持。

推进与沿线重点国家合作开展环保技术与产业园区

示范基地的建设。可以考虑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

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中的 12 个行业

作为重点，推进形成若干境外产能合作示范基地、一批

有国际竞争力和市场开拓能力的骨干企业，建立新型工

业化和国际产能合作机制；重视环保产业与技术走出去，

推动并加强江苏宜兴、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哈尔

滨产业园等国内一流典型工业产业园区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交流和对接，在深圳、厦门等地建设具有典

型示范意义的“一带一路”环保产业合作与技术转移基

地或交流中心，积极鼓励中国具有竞争性优势的环保技

术和产业走出去，同时积极引进国际先进技术与产业发

展经验。

建立“一带一路”环保研究创新基地，实施国际环

保人才工程，吸引国际化高水平人才为绿色化“一带一

路”建设服务。建立跨国界和周边环境问题的研究基地

和合作平台，切实提高应对和解决跨界环境问题的创新

和支撑能力。建立“一带一路”生态环保研究国际智库，

加强与沿线各国的环保智库交流与开展联合研究，合作

举办论坛，推动咨询服务业以及科研机构、民间智库走

出去，促进观念传播和智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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