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2021年10月24日至26日，作为中国—东盟可持续发展合作年系列活动之一，中国—东盟

绿色与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暨2021年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以线上线下结合形式在广西南

宁顺利举办。论坛由中国生态环境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东南亚国家联盟秘

书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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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广西壮族自治

区生态环境厅共同承办。

生态中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东盟秘书长林玉辉、中国驻东盟使团大使邓锡军、老

挝自然资源与环境部副部长普冯·栾赛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罗掌华出席论

坛并致辞，生态环境部国际合作司司长周国梅主持开幕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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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李永红主持高层对话环节并做总结发言。来自中国

生态环境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及其他省市政府和环境部门、东盟秘书处和东盟成员国环境

部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世界自然基

金会等国际合作伙伴，以及中国与东盟国家城市、企业、金融与研究机构代表和专家等中

外嘉宾与会。

生态论坛活动以“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构建新型区域绿色发展路径”为主题，邀请新加

坡永续发展与环境部、缅甸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部，以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自然基

金会、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分别就“推动生物多样性治理新进程，助

力可持续发展”“携手应对气候挑战，合作推动绿色发展”开展高层对话，围绕生物多样性保

护和应对气候变化开展交流分享，为全球与区域热点环境问题贡献区域绿色与可持续发展

方案。

生态“推动生物多样性治理新进程，助力可持续发展”高层对话环节嘉宾发言摘编如下。

2021中国—东盟绿色与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

暨2021年中国—东盟环境合作论坛

高层对话主要观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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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
Foreign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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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亚太办主任Dechen Tsering表示，全球在可持续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应对气

候变化领域面临诸多挑战。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发布的《昆明宣言》

是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磋商的政治宣言，具有里程碑意义，彰显出成员国采取紧急行动扭转当

前生物多样性恶化趋势的决心。中国作为东道主，提出成立生物多样性基金以及双碳政策等一系列务

实倡议，是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强有力的支持。今年多项重要活动的举办，进一步凝聚了国际社会对遏

止生态系统恶化的共识，期待各方继续加强在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环境污染治理协同领

域的合作，为全球环境议程作出积极贡献。

Dechen Tsering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亚太办主任

生态越南自然资源与环境部环境管理局副局长Hoang Van Thuc表示，当前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各国正在

进入后疫情时期，经济缓慢复苏，东盟与中国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合作有序进行。《中国—东盟环境合

作战略及行动框架2021-2025》明确了未来五年双方在生态环境领域的战略方向。越南对中国作出关于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议程的承诺表示赞赏，将继续支持中国—东盟可持续发展领域合作，推动新一期

环境合作战略实施。

Hoang Van Thuc

越南自然资源与环境部环境管理局副局长

生态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表示，中国与东盟国家已在清洁能源转型、红树林保

护和社区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开展诸多对话与交流活动，并取得良好成效。双方已开展的合作项目包括：

开发从国家到社区层面的绿色低碳转型规划与政策工具、东盟国家可再生能源精准化布局、推动区域

红树林保护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开展社区参与红树林保护试点等。未来，中国与东盟国家应继续加强

在绿色低碳转型领域的合作，助力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

王 毅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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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亚洲中心副主任Chayanis Krittasudthacheewa表示，生物多样性在推动可持续

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基于自然解决方案已成为气候变化减缓与适应以及减少自然灾害的重要途径。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一阶段会议圆满成功，《昆明宣言》的通过为

下一阶段谈判奠定了良好基础。未来，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将继续与合作伙伴携手，聚焦生物多样

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热点议题，促进社会性别和人权主流化，继续通过瑞典

政府战略合作基金向区域发展提供帮助，为区域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Chayanis Krittasudthacheewa

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亚洲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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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10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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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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卢伦燕表示，自然环境正遭受严重破坏，自然灾害等极端天

气频发，因此迫切需要一个明确的全球自然保护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保护全球陆地和海洋面

积的30%，减少生产和消费足迹，使用可持续生产、经营方式，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昆明宣言》

的发布以及中国提出的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作出积极表率。未来，世界自然基

金会将继续在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与各国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

合作，为实现碳中和、自然向好、社会公平的世界而努力。

卢伦燕
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