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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15日，由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以下简称“中

心”）主办的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知识共享平台工作座谈会以线上线下相结

合形式在京召开。来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和相关国际组织代表参加座谈。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

和国际合作司代表参加会议并致辞，中心代表做引导发言并就气候变化

南南合作知识共享平台建设最新进展、合作伙伴参与平台建设发展的思

路框架进行了介绍，与会国际组织代表和战略合作伙伴就气候变化南南

合作相关议题展开交流与讨论，并重点对下一步参与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知识共享平台建设具体方式等内容进行深入沟通。

参会嘉宾致辞及合作伙伴观点摘编如下。

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知识共享平台

工作座谈会专家观点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一直以来积极承担并履行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

责任和义务，通过与相关国家合作建设低碳示范区、开展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建设活动等方式，积极推动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希望

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知识共享平台能够成为国际社会分享应对气候变化智慧和

经验的重要平台，也希望相关国际机构可以为平台提供资源和案例方面的有

力支持，并以平台为依托持续开展重点领域务实合作。同时，气候变化南南

合作需要不断创新工作方式，在遵循发展中国家意愿的前提下，需要积极探

讨有益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不同合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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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世界自然基金会相关团队正在开展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

框架下的绿色供应链和可持续消费方面的研究和实践工作，未来非常愿意

加强与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知识共享平台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

绿色金融与企业ESG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同时，建议平台在现有工作框架

和机制设计下，积极推动不同知识领域合作伙伴间的交流沟通与务实合作，

在相关区域环境合作机制的支持和保障下，最大程度的实现知识产品和实

践案例的效用发挥。

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知识共享平台强调从信息交流到知识共享，从能力

建设再到项目合作开发，是对中国-东盟、澜湄和中非三个环境合作机制

成果的有机集成和有效延伸，能够将相关工作带到一个更高的层级和更大

的格局。未来，联合国环境署将会重点支持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知识共享平

台在可持续基础设施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方面的工作，并愿意

分享全球其他区域NbS领域方面的有效实践，特别是环境署在亚太区域开

展的红树林保护和减少毁林方面的项目和经验。

在中国-东盟、澜沧江-湄公河、中非等环境合作机制框架下，中国

与相关南南国家间开展了很多务实合作项目，积累了丰富案例和有效经验，

通过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知识共享平台对这些宝贵经验进行有效集成和分享

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和现实价值。同时，相关国际组织和机构在气候变化

南南合作方面也有良好的业务实践和案例基础，未来也希望相关机构能够

结合自身优势为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知识共享平台建设发展贡献力量。

周军
生态环境部国际合作司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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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知识共享平台是一个“开放包容、创新务实”的平

台，把平台未来工作的方向主线与203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互衔

接，非常契合当下的国际语境体系。同时，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知识共享

平台专门把社区作为重要的工作方向，十分值得肯定。社区妇女和儿童

是气候变化下最为脆弱的群体，后续也要重点加强对这一群体在气候减

灾方面的关注和投入。目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在开展气候创新网络

工作，旨在推动儿童和青年群体参与到气候行动当中，也希望能够与合

作伙伴共同推动该项工作。

绿色和平组织非常关注国际能源投资过程中的低碳能源结构调整

问题，并致力于寻求绿色投资导向下的能源体系低碳转型和绿色可持

续发展的解决方案，同时绿色和平也正在开展相关方面的定量化研究

工作。希望未来能够与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知识共享平台从系统性规划、

模型预测、技术经验分享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共同贡献相关国家应

对气候变化事业。

中国的海外电力投资为相关国家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做出了重要

贡献。未来，在能源投资低碳清洁化发展的导向下，也要从整体能源系

统效率的角度出发，加大对储能和电网设施方面的关注和投入。在此背

景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知识共享平台将低碳清洁能源作为重要工作领

域，非常及时也十分值得肯定。针对该领域工作，未来也希望能够推动

相关开发性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切实发挥金融部门在气候变化中的重要

支撑作用。同时，建议平台将绿色供应链、海外投资项目ESG信息公开

等议题也纳入未来关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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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知识共享平台能够有效促进国际组织、研究机构

和企业部门等多方有效联动、形成合力，希望平台未来能够充分发挥其

网络连接的作用，推动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领域整体合作效能的提升。同

时，建议平台继续细化工作路线图并策划开展系列推广性活动，不断提

升平台的影响力，与合作伙伴共同探索区域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

的最佳实践和解决方案。

美国环保协会当前的主要工作侧重于碳排放权交易、绿色供应链管

理、温室气体排放、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疫情以来，全球社会经济

形势越发复杂、生态环境保护压力也持续增大。在此背景下，希望气候

变化南南合作知识共享平台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切实促进相关国家和合

作伙伴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领域方面的“双向”认知不断深化，

并积极开展南南国家和区域间良好沟通和协作活动，为全球2030可持续

发展目标实现做出贡献。

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知识共享平台关注的领域丰富且全面，能够很好

的覆盖当下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热点和重点议题。儿童投资基金会愿意

在进一步深化沟通基础上，积极探讨未来合作方向和合作方式。同时，

在后疫情时代绿色复苏的大背景下，建议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知识共享平

台可就社会公平转型发展、区域减排与可持续发展等重点问题开展相关

交流活动，并持续完善和丰富南南合作知识共享平台合作机制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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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知识共享平台关注的重点领域与福特基金会自然

资源和气候变化团队工作方向较为契合，福特基金会目前资助的包括东

南亚、非洲等地区和国家在内的相关公益机构，在自然资源保护与应对

气候变化方面也有一定数量的案例，后续愿意积极分享并作为平台内容

的有效支撑。未来，福特基金会愿意参与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知识共享平

台在可持续基础设施、社区应对气候变化、绿色金融和企业ESG等领域的

相关工作。同时，建议平台未来可尝试探索与其他相关平台开展多种方

式的互动协同，形成合力。

世界资源研究所近期重点关注电力基础设施、中国对外电力投资

低碳化方面工作，与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知识共享平台的重要领域契合度

很高。世界资源研究所十分愿意参与平台未来在可持续基础设施、低碳

清洁能源方面的相关工作，也将为平台建设提供一定的资源和案例支持。

同时，世界资源研究所也希望能够借助平台的知识分享、政策对话等机

制，与南南国家有更多更高质量的交流合作，并争取与相关国际机构共

同为南南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相关项目的落地和实施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与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知识共享平台类似，作为同样关注应对气候变

化的国际城市联合组织，C40积累了一些国内国际不同城市在应对气候

变化方面的具体案例，重点包括清洁建造、低碳建筑、零碳社区和绿色

交通等领域。未来，希望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知识共享平台和C40能够探

索并形成固定机制，推进平台间务实合作和信息共享，“双向”展现中

国城市和国外城市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良好实践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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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基山研究所主要致力于撬动商业部门资源和力量，以市场化的解

决方案来应对气候变化。目前，重点开展包括发展中国家新能源产业供

应链优化下的降本增效工作、绿色金融助力下的航运部门减排和应对气

候风险行动、临港产业集群的港口智慧化发展。未来洛基山研究所也愿

意与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知识共享平台分享相关领域实践案例。

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知识共享平台建设推进过程中，建议重点考虑两

个重要“诉求”。一是作为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领域重要的信息和知识分享

平台，希望未来能够从不同参与方的实际情况和诉求出发，积极开展相

关活动，推动国内外有关政府部门、非盈利机构、企业部门间展开沟通

交流和业务合作；二是在碳达峰和碳中和背景下，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

实诉求更侧重于气候变化适应和绿色发展，后续也建议平台对此予以重

点考虑。

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知识共享平台比较全面地覆盖了南南合作在气候

变化领域的相关内容。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工作领域主要侧重于能源结构

调整、国际绿色产能合作和海外工业园区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未来非

常愿意支持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知识共享平台在可持续基础设施和清洁低

碳能源等领域的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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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过程中，一方面，要提高公众对社区层面

的关注和认知程度，需要更多“倾听社区声音”；另一方面，社区尺度

下妇女和儿童作为相对弱势的群体，在气候变化过程中所受到影响的

程度更甚，未来要以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为重要关注对象，加强其气

候变化影响下的生计能力和气候变化抗风险能力的提升。同时，考虑

到近年来中国本土相关公益组织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可持续发展领

域也有一些较为有效的实践探索，建议后续也可将相关内容作为应对

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知识共享平台的案例组成。

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知识共享平台相关框架安排及合作机制等已较为

完善，所确定的不同专题方向也十分契合当下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最新形

势。未来，为充分发挥平台对区域环境合作交流的促进作用，建议要加

强对不同国家已有实践案例和项目经验的挖掘和梳理，并以此为基础更

好的增强并促进不同区域和国家间的交流与互信。

绿色金融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与此同

时，部分绿色金融支持的发展性项目却时常忽略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为此，建议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知识共享平台在后续案例收集及传播过程

中，要加大对相关领域案例的关注，积极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应对气

候变化的有效协同。同时，也建议未来考虑吸纳中国本土公益组织参与

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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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中心：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中心是李克强总理在澜沧江-湄
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上提出的倡议，于2017年11月在北京正式成立。中心旨在推
动澜湄国家生态环境保护合作，为澜湄国家提供环境与发展对话平台，提升区域环境
管理能力、推进区域环保产业合作，共同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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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知识共享平台包含的重点领域与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所开展工作高度吻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非常愿意参与到气候变化南

南合作知识共享平台的建设工作中，并愿意提供相关资源、知识成果及

宣传方面的支持。未来，一是建议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知识共享平台可以

重点加强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之间的人员交流活动，在深化平台管理工

作人员对国际机构相关工作机制和框架认识的同时，能够进一步夯实相

关领域合作基础；二是作为重要的多边合作成果展示平台，气候变化南

南合作知识共享平台将会成为联合国相关机构参与到中国与其他国家地

区多边合作中的重要渠道和切入点，在此也呼吁合作伙伴能够以此平台

为依托加强彼此交流沟通，共同参与并积极推动平台建设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