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第2期 2020年3月27日

2020年3月26日，作为2020年“澜湄周”环境合作系

列活动之一，澜沧江－湄公河生态环境合作圆桌视频会

议以网络会议形式顺利举行，会议由生态环境部对外合

作与交流中心/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中心（以下简称

澜湄环境合作中心）主办。此次视频会议邀请了来自国

际组织的合作伙伴参与讨论。

澜湄环境合作中心代表介绍了2019年“绿色澜湄计划”

活动成果和2020年环境合作活动安排，并重点阐述未来

构建高质量澜湄流域绿色经济发展带的基本设想及合作

方向。会议期间，参会合作伙伴代表也结合当前国际和

国内形势就生态系统健康与安全、环境应急管理及其应

用、应对气候变化、海洋（微）塑料垃圾治理、绿色金

融与循环经济等议题进行了分享与探讨。

自2018年以来，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下“澜湄周”

活动已成功举办两届，充分展现了澜湄合作的独特魅力

和丰富成果。受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澜湄环境合作

中心原计划召开的活动延期。但澜湄环境合作中心积极

利用电话、邮件、在线视频会议等形式，保证沟通“不

断线”，做好协调工作，增强合作信心，确保合作项目

稳步推进。

2020年“澜湄周”系列活动：

澜沧江－湄公河生态环境合作圆桌视频会议顺利举行

凝聚澜湄共识，加强环境合作



部分专家观点

世界自然基金会代表表示目前湄公河下游恰逢旱期，并受到此次疫情冲击，这使得很多沿岸国家在公共卫生、粮

食安全与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议题上面临共同的挑战。澜湄国家同饮一江水，应从疫情之危中看到合作之机，未来

可以通过能力建设、联合研究、技术交流等形式加强对话与合作。

乐施会代表表示乐施会长期以来关注全球贫困问题，而与公共卫生、气候变化、性别平等等问题密切相关。此次

疫情给全球发展带来了很多挑战，但也给全球发展带来了许多值得探索的新议题。乐施会期望通过环境与扶贫相结合，

进一步开展中资企业在境外投资及援助过程中的环境社会责任、气候变化适应与社区减贫方面等研究工作。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环境研究院代表主要关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能否促使国际社会反思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不足，

进而走上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适应的高质量发展道路。他认为从目前来看，大多数国家决策者目前还只停留在危机

应急救灾的短期思维框架下，较少从长期角度思考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联性。他也认为此次疫情对全球生态环境

合作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评估。

亚洲基金会代表表示作为一家非营利国际发展机构，亚洲基金会也非常关注此次疫情对生态环境稳定性和区域协

作的影响。下一步，亚洲基金会将重点关注大数据技术在环境应急管理中的作用，并希望能够由此进一步提升澜湄国

家环境应急管理能力水平。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代表介绍了疫情暴发之初儿基会在物资捐赠、公众宣传、能力建设与研究支撑等方面积极支持

中国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做法。而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大流行”，儿基会也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抗

击疫情的经验，并在清洁用水与远程教育等方面给予支持。未来儿基会希望在气候变化、废弃塑料管理以及环境应急

等方面与澜湄环境合作中心开展合作。

野生生物保护学会代表指出疫情之下的全球经济面临着新一轮调整，企业在特殊时期普遍面临较大资金和生存压

力，难以负担环境治理成本，参与环境合作的意愿也有可能有所下降。因此，建立绿色信贷模式支持企业绿色发展，

探索一条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适应的发展道路非常必要。野生生物保护学会在柬埔寨的项目实施中积累一些成功经

验，希望未来能有机会与合作伙伴分享。

保护国际基金代表表示此次疫情再次提醒我们要关注环境健康与生态安全的重要性。在项目评估中应加入环境健

康的内容，将生物多样性与公共健康、减灾救灾等统筹考虑。尤其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

区之一，中国应该主动发挥示范效应，在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等议题上采取有效行动，为区域生态健康与安全

贡献力量。

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代表主要介绍了该基金会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致力于加速推广循环经济的主要做法。他指

出循环经济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框架，如增加塑料的循环利用，能有效将各个价值链的组织聚集在一起，实现商业模式

的创新，并从根本上解决塑料污染问题。因此，在应对疫情过程中，以协作的方式建立循环能力，催化各利益相关方

的循环创新是转疫情之危为合作之机的重要途径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