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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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作为中国-东盟可持续发展合作年系列活动之⼀，2021
中国-东盟环境合作周以线上线下结合形式举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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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旨在推动落实中国-东盟领
导⼈会议相关合作倡议，围绕《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和⾏动框架（2021-
2025）》，凝聚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应对⽓候变化、海洋⽣态环境保护等领域合作共
识。开幕式嘉宾致辞摘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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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先，我谨代表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对各位
代表的出席表⽰衷⼼的感谢。
生态今年是中国-东盟建⽴对话关系30周年，也是中国-东盟
环境保护合作中⼼成⽴10周年。
生态⼗年来，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在中国⽣态环境部的指导下，与东盟国家携⼿
前进，共同推动中国-东盟环境合作在机制、领域、内容和形式等⽅⾯取得积极进展，进
⼊纵深发展的快⻋道。当前，新⼀期《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及⾏动框架（2021-
2025）》已经得到中国与东盟各⽅的批准，并于今年5⽉在2021可持续发展合作年启动活
动上正式发布。未来，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还将继续做好服务协调⼯作，与东盟
各⽅⼀道，积极落实领导⼈倡议和《中国-东盟环境合作战略及⾏动框架（2021-
2025）》，为中国-东盟环境合作取得更加富有成效的5年作出共同努⼒。
⽣态2021年是全球环境治理进程的“⼤年”，《⽣物多样性公约》第⼗五次缔约⽅⼤会
（COP15）、第⼆⼗六届联合国⽓候变化⼤会（COP26）将在今年下半年举办，推动疫
后绿⾊复苏、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已成为全球及区域共识。
⽣态中国作为最⼤的发展中国家，将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进程，主动分享中国经验，提
出中国⽅案，做出中国贡献。习近平主席在“领导⼈⽓候峰会”上系统阐述了共同构建⼈
与⾃然⽣命共同体理念，再次重申了碳达峰、碳中和⺫标愿景。中国已于7⽉中旬启动碳
市场交易，⾸批纳⼊碳市场覆盖的企业⼆氧化碳排放量超过40亿吨。同时，作为《⽣物
多样性公约》第⼗五次缔约⽅⼤会东道国，中国也将切实履⾏好东道国义务、发挥好主席
国作⽤，为推进全球⽣物多样性保护进程贡献⼒量。
⽣态在当前全球和区域推动疫后绿⾊复苏的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在绿⾊和可持续发展领域
合作空间⼲阔、潜⼒巨⼤，期待双⽅以中国-东盟可持续发展合作年为契机，在互惠共赢
基础上，推动中国与东盟共同实现绿⾊低碳发展，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注⼊更多活⼒。
⽣态最后，再次感谢各位代表参加东盟周活动，预祝本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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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习近平主席指出，世界各国要秉持⼈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携⼿应对⽓候环境领域挑战，守护好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中国和东盟⼭⽔相接、发展相联、命运与共，双⽅要携起⼿来，
积极参与全球⽣态⽂明建设合作，促进经济发展与⽣态保护的协调统⼀，共同建设⼈与
⾃然和谐的美丽家园，这⽆疑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发挥⽰范和引领作⽤。
⽣态中国-东盟建⽴对话关系30年来，在政治安全、经济贸易、社会⼈⽂三⼤领域合作
硕果累累，我们已成为彼此最⼤规模的贸易伙伴、最富内涵的合作伙伴、最具活⼒的战
略伙伴。⾯对新冠肺炎疫情，双⽅守望相助、共克时艰，推动战略伙伴关系进⼀步升华。
这为我们深化⽓候环境领域合作、构建更紧密绿⾊发展伙伴关系提供了坚实基础。
⽣态近年来，中国-东盟⽓候环境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内涵更加丰富、形式持续创
新，在环境政策对话、环境信息共享、⽣物多样性保护、环保产业与技术交流、环境管
理能⼒建设等⽅⾯已取得丰硕成果。今年还是中国-东盟可持续发展合作年，⼀系列活
动的成功举办，将有⼒地推动双⽅在相关领域的务实合作，也将使绿⾊发展伙伴理念更
加深⼊⼈⼼。
⽣态当前，东盟正在推进落实《东盟全⾯复苏框架》，致⼒于在疫后复苏中实现更加可
持续、更具韧性的发展。中国已开启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将秉持创新、
协调、绿⾊、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发展⽅式绿⾊转型，⼤⼒推动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协同推进经济⾼质量发展和⽣态环境⾼⽔平保护。在此背景下，打造中国-东
盟区域环境合作共同体有望迎来更多机遇，并不断展开全新图景。为此：
⽣态我们要加强战略对接，凝聚合作共识。双⽅要落实好《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2030年愿景》和新⼀期《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战略》，⽤好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
-东盟环境合作论坛等机制，并就⽣物多样性保护、应对⽓候变化、海洋环境治理等议
题加强政策沟通与战略对接，让绿⾊真正成为中国-东盟合作的底⾊。
生态我们要着眼疫后复苏，深化务实合作。双⽅要加强在循环经济、清洁能源、绿⾊制
造、绿⾊基建、绿⾊⾦融等领域合作，推动相关产品、技术、标准互联互通，做深做实
“⼀带⼀路”绿⾊发展伙伴关系。要依托南南合作援助基⾦、中国-东盟合作基⾦等平
台打造⼀批⽰范性项⺫，共同促进疫情后低碳、有韧性和包容性的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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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我们要加强经验分享，提升能⼒建设。双⽅要调动政府、社会、企业和智库等各⽅
⼒量，积极开展政策对话、经验交流和产业合作，共同分享⽣态⽂明建设、促进绿⾊发
展的政策、模式和举措，努⼒提升区域⽣态环境治理能⼒与公众环保意识。中⽅愿借助
中国-东盟菁英奖学⾦等项⺫，为东盟国家加快绿⾊转型提供⼈⼒资源和智⼒⽀持。
⽣态良好的⽣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福祉，绿⾊低碳是最可持续的发展动能，希望以此
次中国-东盟环境合作周为契机，共商推动绿⾊低碳转型之策，共筑区域命运共同体，
共谋⼈与⾃然和谐共⽣之道，为构建中国-东盟绿⾊发展伙伴关系、推动全球可持续发
展进程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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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很荣幸今天有机会与⼤家⼀同参加2021年东盟-中国环境
合作周开幕式，这是可持续发展合作年的重要活动之⼀。我也
想借此契机向中国共产党成⽴100周年以及中国在发展与脱贫攻
坚⽅⾯取得的巨⼤成就致以诚挚的祝贺。
⽣态过去30年，东盟与中国在密切伙伴关系与合作中⾛过了⼀段⾮凡的
旅程，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巨⼤成就。东盟秘书处对中国政府主动将今年这⼀具有重要
意义的年份指定为东盟-中国可持续发展合作年，并将本次环境合作周作为其主要活动
之⼀的安排深表赞赏。
⽣态世界在如何平衡环境可持续与经济发展⽅⾯⾯临巨⼤挑战，只有秉持⼈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才能有效应对挑战，守护好地球家园。同样的，⼀直以来这也是东盟议程和优
先事项的核⼼。中⽅也⼀直是东盟在区域绿⾊发展和共同体建设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
尤其是在当前我们正处在新冠疫情⼤流⾏和疫后复苏这样⼀个特殊的时期，中⽅为东盟
国家在应对疫情⽅⾯提供重要⽀持的同时，在许多⽅⾯也与东盟保持密切合作，为共同
实现区域绿⾊复苏作出贡献，⽽今年通过的《东盟-中国环境合作战略及⾏动框架
（2021-2025）》，则进⼀步重申了双⽅深化合作的承诺。
⽣态东盟地区被⼲泛认为是世界上最易受⽓候变化影响的地区之⼀。因此，通过开展强
有⼒的⽓候投融资相关活动，提升该地区适应与减缓⽓候⾏动能⼒⼗分必要，⽽东盟-
中国⽓候投融资对话将为东盟成员国和中国提供有效的对话平台，能够促进双⽅在应对
⽓候变化挑战和绿⾊低碳路径等⽅⾯的信息交流和解决⽅案共享。
⽣态⺫前，东盟国家正在制定东盟⽓候融资战略，其⾦融部⻔也致⼒于推动跨银⾏、资
本市场和保险部⻔合作并形成有凝聚⼒、可持续的议程。同时，东盟国家认识到基于⾃



然的解决⽅案对于减少排放、应对⽓候变化和加强⽣态环境复原⼒的重要性，并将于今
年发布东盟绿⾊倡议。该倡议旨在通过种植具有重要⽣态价值的树⽊，包括修复森林、
红树林⽣态系统，以期为区域与地⽅保护与修复陆地⽣态系统⽅⾯作出贡献。
⽣态海洋产业和资源是经济增⻓的关键驱动⼒，尤其是对沿海社区⽽⾔，海洋与海岸对
⽣活和⽣计⾄关重要。然⽽，我们的海洋⺫前正承受着巨⼤的压⼒，尤其是海洋垃圾污
染问题。2019年，东盟通过了《关于防治海洋垃圾曼⾕宣⾔》和《东盟海洋垃圾⾏动
框架》，并于近期制定了东盟成员国治理海洋垃圾的东盟区域⾏动计划。同时，东盟⺫
前正在实施⼀系列举措以探索并建⽴区域性循环经济发展框架与平台。
⽣态环境挑战给⼈类社会带来⻛险的同时，也为绿⾊经济和低碳发展转型提供了机遇。
相信在东盟与中国的共同愿景和共同努⼒下，双⽅将朝着建设绿⾊、可持续和具有复原
⼒的社会迈进。期待双⽅以2021年东盟-中国环境合作周为起点，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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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感谢中国⽣态环境部邀请⽂莱达鲁萨兰国致开幕词，在此
谨祝贺2021年中国-东盟环境合作周开幕式成功举办。
⽣态⺫前，东盟各国正为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标不断努⼒，⽂莱
也相应制定了《国家⽓候变化政策》和《国家⽣物多样性战略和⾏动计划》等⼀系列中
⻓期⾏动计划。同时，作为2021年东盟轮值主席国，⽂莱将制定循环经济框架作为今
年的优先事项，并就东盟循环经济相关⾏动议程等提出切实可⾏的跨部⻔合作途径和举
措。
⽣态⼀直以来，⽂莱坚定承诺并积极⽀持环境保护⼯作，并坚信基于⾃然的解决⽅案能
够不断推动和巩固⼈类与⾃然之间形成和谐良好的关系，⽽这种关系也已通过农业和海
洋产业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就业。因此，我们在感谢⼤⾃然给予⼈类发展馈赠的同时，更
应该意识到⽣态环境正在发⽣退化，也更应该明确保护⾃然是我们的⾸要任务。
⽣态⺫前，⽂莱在国家⽓候变化⽅⾯的相关政策制定和落实，旨在于推动国家实现可持
续低碳转型和增强⽓候适应变化能⼒。同时，考虑到红树林和泥炭沼泽在吸收和储存碳
⽅⾯的重要作⽤，⽂莱也将积极推动红树林保护与修复⼯作，有效扩⼤红树林覆盖⾯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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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与此同时，⽂莱也同样⾯临海洋垃圾带来的威胁。⾸都斯⾥巴加湾以及⼀些著名历
史地标因⼤量垃圾被冲上海岸线并侵蚀海滩⽽受到不同程度影响。⺫前，⽂莱政府和社
会各个层⾯都在积极参与并寻求这⼀问题的解决⽅案，诸如政府采取严厉措施清理河流、
私营部⻔和⾮政府组织积极开展海滩清理活动。
⽣态最后，⽂莱希望能够与东盟其他国家，能够与中国携⼿共同解决环境保护相关问题，
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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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态祝贺东盟-中国环境合作周成功举办。我认为东盟-中国
环境合作周系列活动不仅为东盟与中国如何开展⻓期的环境
合作提供了交流平台，更为区域可持续发展路径探索提供了
良好契机。
⽣态为共同促进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环境政策主流化，缅甸希望未来与东盟各国、
与中国增强在绿⾊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合作。只有通过团结近邻、凝聚环境保护共识，
才能有效减弱新冠疫情对⼈类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帮助区域民众减少因⽓候变化产⽣
的损害。
⽣态在此，也再次向中国政府积极与东盟国家开展环境领域的合作与交流，表达最真诚
的感谢。⼗分期待未来在《东盟-中国环境合作战略及⾏动框架（2021-2025）》的指引
下，继续深化双⽅在环境政策对话、环境技术、可持续城市、海洋减塑、应对⽓候变化
和⽣物多样性保护等多领域的合作。同时，我也想借此机会呼吁各国采取更为积极主动
的环境保护⾏动，携⼿促进区域疫后绿⾊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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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态⾸先，我谨代表中国⽣态环境部国际合作司，向出席本次活动
的嘉宾，表⽰热烈欢迎和衷⼼的感谢！
⽣态环境保护是中国与东盟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符合双⽅⼈民的
根本利益。中国⾼度重视⽣态环境保护，⼤⼒推动绿⾊低碳和可持
续发展，深⼊实施⼤⽓、⽔、⼟壤污染防治三⼤⾏动计划，成效显著。
“⼗三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态环境9项约束性指标和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标任务
全部完成。与2015年相⽐，2020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的PM2.5浓度、⼆氧化硫浓度、
重污染天数分别下降28.3%、56.5%、57.2%，全国地表⽔国控断⾯⽔质优良⽐例为
83.4%。全⾯实现固体废物零进⼝。将碳达峰、碳中和纳⼊⽣态⽂明建设整体布局，截
⾄2020年底，中国碳强度较2005年降低约48.4%，⼤幅超额完成到2020年⽓候⾏动⺫
标。建⽴各级各类⾃然保护地超过1.18万处。2021年继续保持良好势头，今年1⾄6⽉，
全国地级以上城市PM2.5平均浓度为34微克/⽴⽅⽶，同⽐下降2.9%；全国地表⽔国控
断⾯⽔质优良⽐例为81.7%，同⽐上升1.1个百分点。
⽣态东盟国家与中国是⼭⽔相连、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好伙伴。双⽅在环境领域合作已
⾛过15个年头，在东盟各国环境部⻔、东盟秘书处、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以及
众多合作伙伴的⽀持下，中国-东盟环境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态今年是中国-东盟可持续发展合作年，5⽉28⽇我们成功举办了启动活动，李克强总
理与⽂莱苏丹哈桑纳尔分别发来贺信，充分显⽰了双⽅对可持续发展领域合作的重视。
今天开幕的中国-东盟环境合作周是合作年的重要活动之⼀，9⽉我们还将在中国-东盟
博览会期间举办中国-东盟绿⾊与可持续发展⾼层论坛暨2021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
期待继续得到东盟国家、东盟秘书处以及各位的⽀持。通过合作年活动的实施，我们希
望能与东盟国家共同落实好新⼀期的环境合作战略和⾏动框架，在应对⽓候变化、保护
⽣物多样性、应对海洋塑料垃圾等领域推动更多务实合作，打造更多惠及双⽅的成果。
⽣态出席今天活动的各位嘉宾都是中国-东盟环境合作的亲历者，⻅证了双⽅环境合作
的发展和成⻓，也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各位能⼀如既往为提升中
国-东盟环境合作、助⼒区域可持续发展建⾔献策，期待各位会上的精彩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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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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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