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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2021年7⽉21⽇，作为2021中国-东盟环境合作周系列活动之⼀，“中国-东盟⽓
候投融资对话：绿⾊低碳发展路径”以线上线下结合形式顺利举办。本次活动由中国
⽣态环境部、中国驻东盟使团指导，东南亚国家联盟（以下简称东盟）秘书处⽀持，
由⽣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主办。本次专题研讨
会设置了“中国-东盟区域合作共同应对⽓候变化”与“中国-东盟⽓候投融资对话：
绿⾊低碳发展路径”两场主题论坛。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就全球⽓候治理、碳达峰碳
中和、清洁能源投资等议题进⾏了交流与探讨，中国与东盟国家代表还就本国⽓候投
融资经验、未来⼯作⽅向等进⾏了分享。研讨会嘉宾观点摘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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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在亚洲开发银⾏《2030战略》中，⽓候变化作为七⼤优先领域之⼀，
重点聚焦三项议题，包括加强⽓候变化减缓、⽓候与灾害韧性建设以及强
化环境可持续性。基于上述议题，亚⾏在⽓候变化领域下具体开展了开发
清洁能源、建设可持续城市与可持续交通⺴络和发展⽓候智慧农业等⼯作。
⽣态近⼗年，亚⾏在⽓候变化减缓与适应⽅⾯投融资⾦额不断增加，且未
来仍将持续增⻓。在与东盟国家合作⽅⾯，亚⾏与泰国私营部⻔联合开展
可再⽣能源投资，包括开发太阳能、⻛电等。此外，亚⾏在中国也开展了
⽓候融资的良好实践，如在⼭东建⽴绿⾊发展基⾦，融资总额达15亿美元，
其中75%⽤于⽓候变化减缓，25%⽤于⽓候变化适应和提升⽓候韧性。根
据《2030战略》相关安排，到2030年亚⾏开发的项⺫中将有75%为⽀持应
对⽓候变化相关项⺫，年均⽓候融资项⺫⾦额将达到67亿美元。



⽣态相关研究和实践表明，⽀持⽓候融资助⼒脆弱社区适应⽓候变化，促
进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减少⽓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微
融资贷款由私营部⻔提供，直接⽤于⽓候和能源项⺫，还款期灵活，具有
⼀定的优越性。然⽽单纯依靠私营部⻔并不⾜以⽀持社区转型，只有借助
资本市场，通过机构间混合融资、组合贷款等⽅式，减缓投资⻛险，促进
多元化利益相关者参与，才是推进市场绿⾊化转型的有效途径。

⽣态深圳市作为国家⽣态⽂明建设⽰范市和国家⾸批低碳试点城市，“⼗
三五”期间在清洁能源、低碳交通、绿⾊建筑、⼯业脱碳和⽣物多样性保
护等⽅⾯取得了⼀定的⼯作成效。在“⼗四五”时期，深圳将不断深化温
室⽓体排放控制，⼒争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标，也将加强应对⽓候变
化⽅⾯的科技创新，保证低碳试点⽰范建设有序推进。同时，更要加强区
域低碳交流和合作，提升在应对⽓候变化⽅⾯的综合治理能⼒。

⽣态中国和东盟国家近年在应对⽓候变化领域做出了重⼤贡献，但在⽓候
融资系统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为此，建议中国和东盟国家未来在推
动⽓候融资系统建设时，可优先建⽴⽓候融资规则及⾏动指南，设⽴相应
⽓候融资⺫标，利⽤⽓候融资绩效反馈调节机制激发系统活⼒，并注重加
强系统与个⼈专业能⼒建设。亚⾏愿积极与中国和东盟国家交流和分享⽓
候融资相关知识。

⽣态中国碳达峰和碳中和⺫标的提出有利于推动全球的绿⾊繁荣，特别是
碳中和⺫标和路径的提出和落实将会带来产业、能源、社会等多⽅⾯的变
⾰。未来，中国和东盟可以合作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促进多元化利益相
关者合作，并专注于具有持久影响和较⼤潜⼒的领域，同时，在⾦融、技
术和能⼒建设等⽅⾯增强透明度，弥合差距，促进国家⾃主贡献的达成，
实现公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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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应对⽓候变化的脆弱性和发展潜⼒⽅⾯存在很
多共通点，中国近年在国际经贸合作关系中逐渐转变为投资者，积累
了很多绿⾊和低碳投资经验，东盟国家在低碳发展实践⽅⾯也具备很
多良好实践经验，双⽅应积极开展经验交流与共享。
⽣态中国与东盟都是巴黎协定的缔约国，在应对⽓候变化中扮演着重
要的⾓⾊。⺫前，后疫情绿⾊复苏为东盟带来可持续能源转型的契机，
东南亚国家具有丰富的可再⽣能源发展潜⼒。未来，通过政府、企业
等多⽅参与，中国与东盟可以共同携⼿探索发展中国家能源转型模式
和有效实践。

⽣态近年东盟国家在可再⽣能源领域发展迅速，特别是在建设集中式⼤
规模电⼒基础设施和提⾼分布式电⼒可及性等⽅⾯成果显著，未来中国
与东盟国家可继续加强区域能源⺴络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区域电⼒⺴络
可靠性和稳定性。

⽣态⾃双碳⺫标提出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候⾏动，让国际社会看
到了中国推动全球共同应对⽓候变化的潜⼒。中国和东盟国家未来⾯临
的共同任务之⼀是如何更好展现在国际合作中绿⾊投资和⽓候包容性等
⽅⾯的有效⾏动。

⽣态实践表明，基于⾃然的解决⽅案（NbS）能够在减污降碳、保护⽣
物多样性和应对⽓候变化等⽅⾯发挥多重效应。据相关科学研究预测，
到2030年NbS将提供全球三分之⼀的碳减排量，但未来重点⼯作之⼀是
确保资⾦投⼊的稳定性及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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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部分东盟国家的基础设施⺴络尚处于发展阶段，对于电⼒供应需
求还有很⼤的增⻓空间，有效利⽤清洁电⼒、低碳城市、绿⾊⾦融和
⽓候传播等措施和⼯具促进东盟国家能源可持续发展，对推动发展中
国家能源转型和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态近年，中国部分区域和重点城市积极开发绿⾊⾦融⼯具并加强新
型环保技术研究，在推动低碳城市发展⽅⾯积累了许多实践经验。希
望未来中国与东盟能够加强相关领域交流和对话，务实推动区域共同
应对⽓候变化。

⽣态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开展对话合作提供
了良好平台，希望未来双⽅充分利⽤平台作⽤，加强区域国家在应对⽓
候变化领域政策和技术等⽅⾯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区域可持续低碳
发展。

⽣态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应对⽓候变化领域积累了很多经验，建议未来
双⽅可开展在国际最佳实践⽅⾯的联合研究，并重点加强与当地社区
的沟通和反馈，从⽽更有效推动区域应对⽓候变化知识交流与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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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是落实中国-东盟环保合作战略和推进中国-
东盟环境交流与合作的实施机构和技术支撑力量，是环境保护对外交流
合作的重要平台和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