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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全球性生态危机成为人类共同面对的问

题，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共识。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新时代我国

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国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以积极

务实的态度开展生态环境国际合作与交流，主动参与

推动全球环境治理，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受

到国际社会高度重视。目前，我国已与 100 多个国家

开展了生态环境国际合作与交流，与 60 多个国家、

国际及地区组织签署了约 150 项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文

件。中国已签约或签署加入的与生态环境有关的国际

公约、议定书等有 50 多项，涉及气候变化、生物多

样性、臭氧层保护、危险化学品、海洋、土地退化等

领域 [1]。中国参与、中国方案和中国贡献为推动全球

环境治理向前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中国正在成为全

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以及

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国际环境问题中的立场调整，国际

环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和调整，中国也正在

从国际生态环境舞台边缘走向中心，扮演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 [2-4]。“十三五”时期，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国际

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在全球环境事务中发挥了一定的

引领作用，但距离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的目

标尚有差距，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与交流的能力和水

平尚有较大不足 [5]。“十四五”时期是我国推动实现国

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机遇期，深度参与

并开展国际环境合作与交流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在大力推动国内生态文明建

设的同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战略谋

划，主动对接外交、安全、对外援助等国家战略规划，

开新局、谋新篇、找新机，不断提升生态环境国际合

作的地位和作用，以提升生态环境国际合作水平服务

国家总体发展战略。

1 “十三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取得积
极进展

1.1 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引领大力推动区域绿色协调

发展

落实领导人倡议，积极推动建设绿色“一带一

路”。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绿色之路

分论坛，广邀共建国家和国际组织，同构“一带一

“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思路与
实施路径探讨

郑军

（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北京�100035）

【摘  要】 生态环境国际合作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十三五”时期，我国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

成效的同时，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取得积极进展。本文在分析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现状、不足以及面临新

形势的基础上，提出坚持底线思维，突出重点，精准对接，以我为主、以外促内等合作原则，建议“十四五”

时期加强战略规划和引领，提升生态环境国际合作的地位和作用，以建设性姿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努力实现

国内环境治理、全球环境治理以及全球治理良性互动，提升生态环境国际合作在服务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中的地

位和水平。并为此提出五大重点举措：即打造绿色“一带一路”成为区域环境合作的平台高地；更具建设性加

强我与周边国家双边及多边环境合作；坚决维护多边主义的立场，主动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变革；助力擦亮

绿色底色，全力支撑服务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能力建设形成生态环境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大格局。

【关键词】 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十四五”规划；全球环境治理；战略举措

【中图分类号】X322          【文章编号】1674-6252（2020）04-0068-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868/j.cnki.1674-6252.2020.04.068

作者简介：   郑军（1982—），男，博士，高级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国际合作规划、国际环境理论与政策研究、跨国界生态环境问题
研究等，E-mail: zheng. jun @ fecomee. org. cn。



·69·

                                                                                                                                                                                                                            “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思路与实施路径探讨   

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共筑“一带一路”生态环

保大数据服务平台。截至 2020 年 5 月，已有来自中

外 40 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140 多家机构成

为联盟的合作伙伴。推动落实《关于推进绿色“一带

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和《“一带一路”生态环境

保护合作规划》，不断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绿色化发展水平 [6]。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加强与

沿线国家环境官员、学者、青年的交流和合作，绿色

“一带一路”正在为区域环境治理和绿色协调发展提

供重要平台。

1.2 以区域双多边合作为重点强化合作机制和机构建设

深化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柬埔寨、新加坡

等“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双边环境合作。加强中

国—东盟环境合作，持续举办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

坛，启动中国—东盟生态友好城市发展伙伴关系，推

动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提质升级。发起成立澜沧江—

湄公河环境合作中心，实施“绿色澜湄计划”旗舰

项目，探索形成区域合作新模式 [7]。启动中国—柬埔

寨环境合作中心筹备办公室 [8]，设立中非环境合作中

心临时秘书处，拓展南南环境合作海外平台网络。推

动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环保合作，

2018 年，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期间成功通过《上合组织

成员国环保合作构想》，成为上合组织框架下的第一

份有关生态环保合作的纲领性文件 [9]。此外，通过与

联合国环境署（UNEP）、世界银行（IBRD）、亚洲开

发银行（ADB）、二十国集团（G20）等国际组织、机

构和多边机制开展合作交流，不断加强与多边国际组

织和机构的合作与交流。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

中心（FECO）先后获批成为亚洲地区首个全球环境

基金（GEF）执行机构，以及绿色气候基金（GCF）

执行机构，成为我国国际合作形式扩展和合作水平提

升的重要体现。

1.3 以环境国际公约履约为抓手积极参与国际环境治理

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规则构建，深度参与环境

国际公约谈判，配合推动国内履约工作。“十三五”期

间，积极参与各公约框架下缔约方大会及重要议题磋

商，深度参与环境国际公约、核安全国际公约及与环

境相关的国际贸易投资协定等谈判，引导谈判进程向

我有利方向发展。积极推动达成《蒙特利尔议定书》

基加利修正案，推动全球三氯一氟甲烷（CFC-11）排

放意外增长问题妥善解决 [10]，圆满完成《蒙特利尔议

定书》规定的履约目标。成功获得 2020 年《生物多样

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举办权，发

布大会主题“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推

动《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方大会审议通过新增三批

共七种 / 类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积极推动三公约协同

增效。成功推动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荣

获“2018 年地球卫士奖”、浙江省获得 2019 年世界环

境日主场活动承办权，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宣传生态

文明理念与实践，树立我负责任大国形象。

1.4 以支撑保障高层活动为目标提升国际环境合作水平

“十三五”以来，生态环境国际合作地位进一步

提升，成为国家领导人外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合

作成果多次被列入高访成果。在中韩国家领导人见

证下，中韩环境部门主要负责人签署《中韩环境合

作规划（2018—2022）》，正式成立中韩环境合作中

心。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首次发表《中日韩环境合

作联合声明》，实施《中日韩环境合作联合行动计划

（2015—2019）》[11]。2018 年，中法国家领导人发布联

合声明，启动“中法环境年”，两国环保部门签署环

保合作行动计划（2018—2020），从中法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高度对生态环保和气候变化合作提出要求。紧

密配合重大双多边外交行动，以服务“一带一路”建

设为主线，以周边国家、非洲国家为重点，积极开展

南南合作。境外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向有关国家环境

部门、国际组织和机构等提供防疫物资和中国环保经

验，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给予支持，为我负责任大国形

象做出了积极贡献。

2 “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面临新

形势

2.1  全球新冠疫情对国际环境治理体系产生重大影响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仍呈扩散态

势，防控拐点及结束时间难以预测。疫情严重冲击全

球卫生系统、经济系统，改变人们生产、生活和工作

方式，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和外交，催化国际格局演

变，也给国际环境治理体系带来重大影响。疫情蔓延

对各国经济发展前景构成严重威胁，使得主要发达经

济体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12]，进一步影响其在支持发

展中国家应对环境挑战方面的投入意愿，对全球环境

治理体制机制变革带来不确定性。疫情防控期间产生

大量医疗废水废物，亟须投入大量技术和资源进行合

理消纳处置。疫情迫使全球贸易、投资等经济活动停

滞，带来短暂的污染减排效果，但“后疫情时代”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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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如何决定重新刺激经济将对全球碳排放和环境污染

产生重大影响，全球绿色复苏和绿色发展面临重大

考验。

2.2  中美关系大局对我国参与国际环境治理带来不小

压力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推行单边主义，轻视

联合国及相关国际机构制度，成为全球治理的最大变

量。美国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不可避免地对

生态环境领域造成冲击。美国在多个场合质疑我发

展中国家地位，2020 年 2 月，美国修订反补贴法下

的“发展中国家名单”，否定中国在内的 25 个经济体

的发展中国家地位，进一步压缩了我国在生态环境国

际合作领域维持发展中国家地位的空间和时间。美国

在应对气候变化与全球环境问题上立场消极，不断推

卸其在全球环境治理领域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意图

以“美式规则”来重塑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美国修改

规则、打压对手的做法极大程度冲击了全球环境治理

进程，给中美环境合作以及全球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小

压力。

2.3  引领者的目标对国际环境合作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向中国和全世界发

出了中国做“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

献者、引领者”的感召，其中“引领者”的角色对生

态环境国际合作提出更高要求。“十四五”时期是我

国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起步期和奠基期，是迈

向高水平绿色发展、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阶段性胜利

的关键期，也是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历史机遇期。面对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生

态环境国际合作的能力和水平仍有不足和短板，合作

的广度和深度不够。体现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话

语权有待提升，在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

方面的话语权不足，宣传合作成果的水平不高；中国

经济发展仍将继续对全球生态环境和资源消耗产生重

大影响，温室气体减排压力与日俱增，消耗臭氧层

物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汞排放等环境履约任务 
繁重 [13]。

3 “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总体思路

面对深刻复杂变化中的世界外部形势，站在

“十四五”新起点上，围绕解决国内突出生态环境问

题和美丽中国建设战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

面临重大挑战和新的发展机遇期。应进一步明确战略

定位，聚焦主要目标，统筹谋划实施重点任务，不

断提升生态环境国际合作的地位和作用，努力实现

国内环境治理、全球环境治理以及全球治理的良性 
互动。

3.1 “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战略定位

在全球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国际政治、经济形

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中国经济和国际地位发生重

大变化的背景下，基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球共赢

观、习近平外交思想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出发，深入洞察国际格局变化和国内需求，坚持问题

导向，强化目标引领，按照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的战略，科学合理设定

“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目标和重点任务，

统筹谋划深入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方法和举措，进一

步提升生态环境国际合作在服务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中

的地位和水平。

3.2 “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主要目标

围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应对气候变化、绿色

“一带一路”建设、环境公约履约等一系列重点工作，

把握危中之机，深耕能力建设，制定更具雄心的战略

规划，统筹谋划并精准把握重点工作方向，以全新思

维和战略视角拓展环境国际合作，以更具建设性姿态

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积极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合

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努力实现国内环境治

理、全球环境治理以及全球治理的良性互动，有力服

务保障国家政治外交大局。

3.3 “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主要原则

一是顶层设计、底线思维。加强战略规划，瞄

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做好

近中远期的目标配置，加大生态环境国际合作在

“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的比重，分领域系

统规划实施行动方案，完善国际环境合作的政策体

系和制度安排；坚持底线思维和安全意识，谋划应

对域外大国影响和国际环境治理格局变化的战略措

施，注重识别跨界污染传输、核安全、公约履约等环

境合作中的敏感领域，加强涉外生态环境安全风险 
防范。

二是突出重点、统筹推进。以周边国家双边及

区域环境合作为重点，以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

设为抓手，丰富发展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内涵和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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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打造绿色“一带一路”成为区域环境合作的平

台高地；坚决维护多边主义的立场，主动参与全球

环境治理体系变革，统筹推进与国际环境机构及非

政府组织的交流合作，促进树立我负责任大国环保 
形象。

三是精准对接、务实落地。摒弃“大水漫灌”，

深入分析双多边环境合作中的痛点、难点，优化生

态环境合作项目设计，分级分类细化参与环境合作机

制对策举措，通过精准合作力图发挥建设性作用；加

大实际投入，注重项目落地实施，确保合作方切实受

益，通过务实合作提升引导环境合作的能力，积极塑

造展现中国特色的环境合作影响力。

四是以我为主、以外促内。坚守发展中国家地

位，注重对外合作成果的宣传引导，提升参与环境

规则制定的能力和水平；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绿色发

展，履行环境公约应尽义务，积极引领疫后绿色复

苏，促进先进环保理念、关键环保技术的引进和集成

创新，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坚强的支撑保障

服务。

4 “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五大重点举措

4.1  打造绿色“一带一路”成为区域环境合作的平台

高地

一是精细绘制“工笔画”，充分发挥“一带一

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和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作

用，开展一批惠及民生的生态环保务实合作项目，将

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打造成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内容。二是结合周边地缘政治变化形势，强化战略

布局，进一步突出重点，开展重点战略和关键项目环

境评估，提高生态环境风险防范与应对能力，确保重

点地区和重点项目生态环境安全。三是以绿色示范项

目引领“一带一路”建设，推行企业投资项目分级分

类管理，明确生态环境风险正负面清单，为金融机构

提供绿色信贷指引，完善境外投资生态环境管理制

度。四是丰富发展绿色“一带一路”合作内涵和领

域，倡导设立绿色“一带一路”疫情防控环保议题，

交流分享医疗废水废物处理处置、医疗机构及设施环

境监管、环境质量监测和风险防范等经验和做法；推

动实施“一带一路”可持续城市联盟、绿色丝路使者

计划、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协同推进绿色消

费、绿色金融、绿色供应链、绿色技术交流应用，为

共建国家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中国方案，共谋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

4.2  更具建设性地加强我与周边国家双边及多边环境

合作

一是识别并高度重视环境合作中的敏感领域，做

好国内污染物减排工作，积极防范跨界污染传输风

险。高度关注疫情影响、核安全、环境与贸易等领域

的风险防范。针对突发跨境环境事件，建立完善多形

式、多渠道、多层次、多领域的联络机制。二是不断

拓展与东盟国家、上合组织、澜沧江—湄公河区域国

家的合作领域，分析找准双多边环境合作需求，按合

作进程深入研究分析合作机制的痛点、堵点，针对区

域环境合作平台的不同内容、形式和特点，细化参与

举措，通过精准合作发挥建设性作用。不断拓展双边

合作领域，加大实际投入，使合作方切实受益，通过

务实合作提升引导合作的能力。三是以共谋生态文明

为价值引领，提升参与环境规则制定的能力和水平，

健全区域生态环境和社会安全保障制度规范，主动输

出中国的法律法规和环境技术标准，加强双多边层面

生态环境领域标准对接，引导制定区域环境治理规则

和体系，积极展现中国特色的区域环境合作影响。

4.3  坚决维护多边主义的立场主动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体系变革

一是坚守发展中国家地位，在环境国际公约谈判

中切实维护我应有利益，承担并履行好同发展中大国

相适应的国际责任，扎实全面履行在《蒙特利尔破坏

臭氧层物质管理议定书》《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

斯德哥尔摩公约》《关于汞的水俣公约》等环境国际

公约方面的责任与义务。积极落实温室气体减排的国

际承诺，持续推动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二是构建国

际环境履约支撑平台，深化国际环境履约与国内环境

质量改善的工作融合机制与协同效应，健全履约工作

国内资金支撑机制。以《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

缔约方大会为契机，倡导制定更具雄心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目标，推动构建国际生物安全风险防控体系。三

是积极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

义，坚决维护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国际组织权威，深

化与国际组织的合作交流，维护国际环境合作秩序，

落实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积极参与全

球环境治理体系革新，积极引领疫后绿色复苏和可持

续发展，推动中国理念融入“后疫情时代”全球环境

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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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助力擦亮绿色底色全力支撑服务打好打赢污染防

治攻坚战

一是生态环境国际合作主动对接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十四五”规划目标要求，针对我国生态环境治

理的关键环节和美丽中国建设目标，为打好打赢污染

防治攻坚战、防范生态环境风险、推进贸易与环境协

调发展等提供决策支持。二是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国际

先进理念、管理经验等的交流与借鉴，推进亚太经济

合作组织（APEC）绿色供应链合作网络、环保技术

国际智汇平台建设，加强在大气、水、土壤、化学品

环境与健康风险、海洋环境治理、核安全等领域国际

先进技术引进和集成创新，积极主动服务“六稳”“六

保”，为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更有效、紧密

和深入的支撑服务。三是积极引导民间智库、非政府

组织以及地方和企业层面的技术交流与产业合作，支

持我国环保企业引进资金和技术，提高研发能力，做

大做强环保产业，借助我国的对外援助和投资项目，

为环保企业“走出去”创造有利条件。

4.5 加快能力建设形成生态环境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大格局

一是加强战略谋划引领，提升生态环境国际合作

的地位和水平，提高国际合作在“十四五”生态环境

保护规划中的比重，制定实施“十四五”生态环境保

护国际合作规划和专项规划，健全完善国际环境合作

的政策体系。二是讲好“中国故事”，加强对外合作

成果的宣传，研究对外传播规律和方式，注重运用国

际通用话语体系，强化舆论宣传引导，增进国际社

会的理解和支持，积极传播全球生态文明理念，共同

打造人类绿色命运共同体。三是加大全球环境问题领

域科技支撑，加强与国际机构及非政府组织的交流合

作，突破生物多样性保护、化学品风险管控、臭氧层

保护等关键技术，提高各领域履约应对技术的创新和

引进。四是加强国际合作人才队伍建设，全力打造多

元化的、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的生态环保国际合

作铁军，完善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储备和输送机

制，为全面夺取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定性胜利、引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负责任的生态环保大国形

象做出积极贡献。

5  小结

“十三五”时期，我国在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以绿色“一带一路”为引领大

力推动区域绿色协调发展，以双多边区域环境合作为

重点强化合作机制和机构建设，以环境国际公约履约

为抓手积极参与国际环境治理，以支撑保障高层活动

为目标提升国际环境合作水平，生态环境保护国际

合作与交流取得积极进展。“十四五”时期，随着我

国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以及美国等西方

国家在国际环境问题中的立场调整，国际环境治理体

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本文建议，进一步明确生态环

境保护国际合作战略定位，聚焦主要目标，统筹谋划

实施五大重点举措：即打造绿色“一带一路”成为区

域环境合作的平台高地；更具建设性地加强我与周边

国家双边及多边环境合作；坚决维护多边主义的立场

主动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变革；助力擦亮绿色底色

全力支撑服务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能力建

设形成生态环境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大格局。努力实现

国内环境治理、全球环境治理以及全球治理的良性互

动，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国际合作在服务国家总体发

展战略中的地位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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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s for National Eco-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WU Jiyou, CHEN Chuanzhong, ZHAO Cen, SUN Yuan, HU Tianyang* 
(St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Key Laboratory of Quality Control i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China Nationa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Centre, Beijing 100012,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eform continues to deepen,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goes further and further toward a practice of governing the pollution that is accurate, scientific, 
and in accordance to the rule of law, which puts forward urgent needs for accelera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ystem and monitoring capabilities. Therefore, in light of system buildings, mechanisms, services 
efficiency and other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progress, achievement,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 of the national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Base on the analysis, this paper gives relevant suggestions, which in terms of evaluation 
ranking support, service precision pollution control, orderly shifting new functions, big data platform construction, strengthen data 
application, deepen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traighten out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promote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application, improve basic ability and others, on the national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development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Keywords: environmental quality assessment; refined management in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data 
application;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Discussion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dea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During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ZHENG Jun

(Foreign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Center,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Beijing 100035, China)

Abstrac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China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made positive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shortcomings and new si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rinciples of adhering to the bottom line thinking, highlighting the key points, accurately docking, 
focusing on ourselves, and promoting domestic cooperation from outside. It is suggested that strategic planning and guidance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the period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the status and rol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should be enhanced, and a constructive attitude should be taken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achieve the goal and task of benign interaction among domestic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global governance, and enhance the status and level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serving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country. At the same time, five key tasks are put forward. Building the gree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be the platform highland for region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It is more constructive to strengthen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Firmly upholder the position of multilateralism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ystem reform. Fully support services to win the battle against pollution control. 
Speed up capacity building and form an overall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Keyword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trategic initi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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