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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
China-ASEAN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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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与探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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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宾主旨发⾔观点摘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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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我想与⼤家分享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以下简称亚投⾏）对⽓候变化与⽓候融资
的⼀些观点。亚投⾏虽然是⼀个年轻的机构，但我们正努⼒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带来更多
积极影响。
⽣态去年，亚投⾏在发展战略中设定了第⼀个⽓候投融资⺫标，即到2025年⽓候投融
资在实际资⾦批准中达到或超过50%。这⼀雄⼼⺫标是亚投⾏致⼒于⽓候⾏动的重要标
志，旨在通过为减缓和适应⽓候变化提供资⾦⽀持，帮助成员国实现国内和国际⽓候承
诺，尤其是在巴黎协定框架下提出的国内⾃主贡献。
⽣态2020年，亚投⾏⽀持了45个项⺫，共计100亿美元。尽管受新冠疫情影响，但⽓候
融资总额仍达到12亿美元，占到批准基础设施融资总额的41%。并且，在2020年18个
基础设施项⺫中，13个项⺫包含⽓候融资性质，其中7个涉及减缓融资、4个涉及适应
融资和2个涉及共同减缓适应融资。
⽣态同时，在跟踪⽓候融资⽅⾯，亚投⾏遵循多边开发银⾏采⽤的⽓候变化减缓和适应
融资跟踪原则。2020年，亚投⾏同其他多边开发银⾏联合发布⽓候融资数据，并与相
关机构加⼤⼒度开发和资助低碳、⽓候适应型项⺫。未来，亚投⾏也将继续积极参与多
边开发银⾏联合⼯作组与应对⽓候变化的国际论坛。
⽣态当前，亚洲地区正遭受⽓候变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例如，2020年11⽉台⻛“⼽
尼”袭击了菲律宾，这是有记录以来袭击陆地的最强⻛暴。⽽在2019年的热浪中，亚
洲部分国家温度超过50摄⽒度，给国民经济和⼈民⽣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同时，亚洲
地区有数亿⼈每天的⽣活费不⾜2美元。显然，⽓候变化与贫困、环境灾害以及⼈类未
来之间的联系密不可分。
⽣态随着经济持续增⻓，亚洲地区对于电⼒、⽔资源和卫⽣等基础设施的需求将成倍增
加。亚投⾏在过去⼏年⼀直致⼒于开发⽓候项⺫，如哈萨克斯坦的扎纳塔斯⻛电可再⽣
能源项⺫，印度的太阳能项⺫，以及⼟⽿其伊兹密尔地铁等低碳交通项⺫。这些项⺫在
帮助亚洲国家建⽴基础设施，便利居民⽣活的同时，也⼤量减少当地温室⽓体的排放。
亚投⾏在投资可持续和⽓候智能型基础设施领域取得了⼀些成就，助⼒亚洲未来⼏⼗年
的良好服务和经济增⻓。亚投⾏⺫标是确保投资可以有效应对当前⾯临的挑战，选择合
适的⽓候融资项⺫，保证项⺫最⼤限度地发挥绿⾊潜⼒，并在整个项⺫周期中最⼤限度
地提⾼绿⾊效益产出。
⽣态52年前的7⽉20⽇⼈类⾸次登⽉。⼈类登⽉是因为⼈类有登⽉的雄⼼，⽽⽓候变化
决定了我们这⼀代⼈留给⼦孙后代⼀个怎样的世界。希望⽓候变化能成为我们的新⽉，
让我们⼀起⾏动，为⼈类的共同利益实现这个崭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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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童和⻘少年作为社会最脆弱的群体之⼀，承受着⽓候变化的巨⼤影响，尤其是在
健康和教育⽅⾯程度更甚。⺫前，全球有近1.6亿⼉童⽣活在极度干旱地区、5亿⼉童⽣
活在洪⽔频发地区。预计到2040年，全球将有约四分之⼀的⼉童⽣活在缺⽔地区。同
时，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包括⼉童和⻘少年在内，每年约有10亿⼈受到洪⽔、干旱和
台⻛的影响。
⽣态在此背景下，联合国⼉童基⾦会（以下简称“⼉基会”）制定了⼀项⽓候和环境可
持续性战略，战略框架总体包括四⼤⽀柱：
⽣态第⼀，⼉基会将与国家和地⽅政府、企业及其他利益相关⽅合作，并将⼉童作为环
境战略和灾害应对计划的重点对象；第⼆，为⼉童提供⼀个参与环境⾏动和讨论的平台，
帮助他们成为应对⽓候变化推动者；第三，通过将⽓候⾏动纳⼊⼉基会的⼯作领域，保
护⼉童免受⽓候变化的影响；第四，⼉基会将致⼒于改善空⽓污染监测和宣传，推动政
府和其他利益相关⽅减少排放和污染，以减少⽓候变化和环境退化。
⽣态未来，⼉基会将基于上述框架，重点推动探索包括⽓候韧性的⽔资源和卫⽣解决⽅
案、建⽴⽓候智能型健康中⼼、建设⽓候智能型学校、实施清洁空⽓解决⽅案、构建全
⾯的环境卫⽣数据系统等⽅⾯的⼯作。
⽣态⼉童和⻘少年作为应对⽓候变化⾏动的重要利益相关⽅，⼉基会希望与所有合作伙
伴⼀起推动提升⼉童和⻘少年在应对⽓候变化过程中的参与度，共同倡导和创造⼀个更
加美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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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常感谢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邀请我参加本次中国-东盟环境合作周活动。
请允许我代表联合国环境署亚太地区办公室和驻华代表处对会议召开表⽰热烈祝贺，期
待本次活动能有⼒促进中国-东盟环境合作。
⽣态在今年2⽉份召开的第五届联合国环境⼤会上，联合国环境署提交⼤会审议的⼀份
报告指出“⽓候变化、⽣物多样性丧失和⽣态系统退化、污染和废物是全球环境⾯临的
三⼤危机”，报告号召世界各国和社会各界⽴即⾏动起来，采取有效措施缓解这三⼤危
机。⽽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为各国政府扭转三⼤环境危机恶化的趋势提供了⼀个难得的
契机。在疫情爆发之前，全球85%的能源消费来⾃化⽯燃料，如果延续疫前常态，到本
世纪末，全球⽓温将逐步升⾼3.2⾄3.5摄⽒度。
⽣态事实上，我们并不缺少绿⾊复苏的政策选项和技术路径。不久前联合国秘书⻓古特
雷斯和环境署执⾏主任安德森共同主持发布了《与⾃然和平相处》报告，该报告阐述了
如何在可持续发展⺫标的框架内共同解决⽓候变化、⽣物多样性丧失和污染这三⼤挑
战。这为各国在应对新冠疫情冲击的同时，制定低碳和绿⾊经济复苏政策⽅案提供了良
好参考。
⽣态中国在过去⼏⼗年中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但也产⽣和积累了⼀些
环境问题。进⼊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态⽂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
展⽅⾯的认识和理念不断深化，通过将⽣态⽂明建设融⼊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
设、⽂化建设的各个⽅⾯和全部过程，环境质量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同时，中国作
为最⼤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以切实⾏动⽀持区域和全球环境
保护，并逐步从过去的参与者、贡献者转变为引领者的⾝份。2020年9⽉习近平主席宣
布“30·60”碳达峰碳中和⺫标，展现了中国在全球环境和⽓候治理进程中引领者⾝
份和作⽤。此后，中国各级政府部⻔、企业、研究机构和智库等推进温室⽓体减排的⼯
作进⼊了“⾼铁速度”。
⽣态在此，我们期待中国在继续⼤⼒做好国内⽣态环境⼯作的同时，向国际社会，尤其
是发展中国家分享减污降碳、改善环境质量、促进绿⾊发展⽅⾯成功经验和良好实践，
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环境治理能⼒建设、分享实⽤的低碳清洁技术，
共同努⼒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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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变局，推动疫后经济绿⾊复苏已成为全球共识，⽓候
变化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地位迅速上升，并已成为全球共同挑战。截⾄2020年，占全球
温室⽓体排放约65%、经济总量约75%的经济体已经提出了碳中和承诺，以低碳为特征
的新增⻓路径成为全球发展转型的主要⽅向。应对⽓候变化是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
领域，也是我国坚持多边主义、推动构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抓⼿。
⽣态近年来，中国⼤⼒推进绿⾊“⼀带⼀路”建设，积极参与全球与区域应对⽓候变化
进程。习近平主席于2020年9⽉22⽇在第七⼗五届联合国⼤会⼀般性辩论上提出“中国
将提⾼国家⾃主贡献⼒度，采取更加有⼒的政策和措施，⼆氧化碳排放⼒争于2030年
前达到峰值，努⼒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并于2020年9⽉30⽇在联合国⽣物多样
性峰会上表⽰，⼈与⾃然是命运共同体。我们要同⼼协⼒，抓紧⾏动，在发展中保护，
在保护中发展，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态⽓候变化也是东南亚国家⾯临的主要挑战之⼀。东南亚地区是全球受⽓候变化影响
最敏感和最脆弱的地区之⼀，⽓候变化导致的干旱、洪⽔、台⻛等极端灾害频发，对该
区域内⼈⼝、基础设施、经济⽣活、⽣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
⽣态中国始终坚持推进建设绿⾊“⼀带⼀路”，积极与共建国家在共同应对⽓候变化和
推动绿⾊发展上达成共识，并希望通过“⼀带⼀路”绿⾊发展国际联盟与共建国家开展
多类型应对⽓候变化能⼒建设合作。
⽣态中国还通过与发展中国家开展⽰范合作，协助⾮洲国家、⼩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
家提⾼应对⽓候变化能⼒，务实推动⽓候变化南南合作。⾃2012年以来，中国已与35
个发展中国家签署40余份合作备忘录；累计安排约12亿元⼈民币资⾦⽤于开展⽓候变
化南南合作；举办40余期应对⽓候变化南南合作培训班，并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训
约2000余名环境和⽓候变化领域的官员和技术⼈员。
⽣态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共同应对⽓候变化⽅⾯有良好的合作背景。在2018年11⽉举办
的第⼆⼗⼀次中国-东盟领导⼈会议上发表的《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明
确提出，要加强环保、可持续发展合作，落实《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战略》；中国
和东盟双⽅共同制定了《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及⾏动框架（2021-2025）》，并已在
第31届东盟环境部⻓会议上获东盟⽅正式通过。
⽣态当前，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变⾰正处于历史转折点，绿⾊低碳发展进程不断加快。中
国始终坚持开放和绿⾊的合作发展理念，希望未来继续与东盟国家务实开展应对⽓候变
化合作，共同推动区域绿⾊发展以及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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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标的提出、碳市场的启动、对外投资标准的更新，将有利于实
现碳减排，促进区域低碳可持续发展。环境治理和改善需要各⽅的努⼒，我们要站在全
球治理的⾓度，重新考虑整个经济社会的根本性转型。同时，也要将碳中和⺫标纳⼊全
球治理体系，统筹实现巴黎协定的温控⺫标。⻓期以来，中国和东盟在环保合作⽅⾯取
得了⾮常显著的成效。在未来，中国和东盟在全球的重要性会不断增加，有望形成新型
的低碳发展创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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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全球疫情不仅对公共卫⽣和经济增⻓构成严重冲击，其⼲泛影响也反映了环境韧性
的重要性。更加频繁的极端天⽓警报，强调应对⽓候变化和保护⽣物多样性刻不容缓。
研究指出，如果⽓温上升2.6摄⽒度，到2050年东盟各国的经济产值将损失近三分之⼀。
如果不采取积极⾏动缓解⽓候变化，未来30年全球GDP将下降18%。因此，⾯对当前
疫情的同时，迫切需要采取⾏动应对⽓候变化、⽣物多样性丧失和环境保护的挑战。
⽣态2020年，欧盟、英国、⽇本、韩国、中国和美国等国家陆续发布“重⼤净零排放”
声明，新加坡也提交了《增强2030年国家⾃主贡献和⻓期低碳发展战略》。该战略提
出要在2030年左右达到排放峰值，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尽快实现净零排放的⺫标。同时，
在2021年发布《新加坡2030年绿⾊发展蓝图》，描绘了未来10年新加坡可持续发展⺫
标，提出将采取系列措施推动新加坡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协定下
的承诺，包括：第⼀，通过在城市景观中添加更多绿⾊，将新加坡打造成宜居的⾃然城
市；第⼆，通过减少汽⻋的使⽤和提倡零废物的⽣活⽅式⿎励可持续⽣活；第三，通过
提⾼能源效率和使⽤更清洁的能源来实现能源重置；第四，抓住绿⾊经济发展机遇，创
造新的就业机会；第五，通过加强⽓候防御和⽣态安全，构建富有韧性的未来。
⽣态实现这些⺫标需要政府，企业、社区和个⼈等利益相关⽅共同参与。在技术领域，
碳密集型⾏业将通过⾃动化、数字化、智能技术以及替代燃料的使⽤来减少碳⾜迹。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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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要注重资源重组和优化，积极与⾏业全球伙伴合作，共同探索低碳技术。在⾦融领
域，新加坡将发展绿⾊⾦融，致⼒于成为领先的碳服务和交易中⼼，综合提供项⺫开发、
融资、交易和验证等服务。
⽣态展望未来，我们必须巩固现有伙伴关系的基础，培育新的合作领域，必须继续开展
政策对话，并在发展绿⾊经济的过程中分享最佳实践。“细⽔⻓流”常常⽤来⽐喻友谊
就像永⽆⽌境的⽔流，希望在东盟-中国对话关系三⼗周年之际，继续深化新加坡与中
国的伙伴关系，以开放、包容的⽅式交流思想。同时，“细⽔⻓流”还有另⼀层含义，
我们要更加可持续的利⽤资源，要更加持续稳步的推进应对⽓候变化，从⽽更好地造福
后代。

⽣态中国与⼤多数东盟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共同致⼒于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
⽣态环境保护间的平衡，⽽后疫情时代经济低碳转型对于中国和东盟国家⽽⾔都是
巨⼤的挑战。在⾃然⽣态环境保护和治理领域，中国与东盟⼀直以来都保持着⼀种
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标愿景的路径过程中，中国在分享应对
⽓候变化的雄⼼⾏动和有益经验的同时，也可使东盟各国和世界更好的了解中国。
东盟国家在低碳可持续发展⽅⾯也积累了⼤量经验，印度尼⻄亚可持续基础设施投
资集团完善的ESG标准和价值体系、泰国曼⾕地区零碳⼯业园的发展理念等都⾮常值
得中国学习和借鉴。我们相信，每个⼈都是保护地球家园的⾏动者和⽓候与⽣态的
增值者，应对和减缓⽓候变化需要各利益相关⽅的积极响应与参与，需要中国和东
盟国家共同推动区域低碳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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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
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
北京市西城区后英房胡同 5 号
邮编：100035
电话：+86-010-82268221
传真：+86-010-82200579
电子邮箱：li.xia@fecomee.org.cn
网址：http://www.www.chinaaseanenv.org
微信公众号：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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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