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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转型”“合作”，在一场大咖云
集的会议上，这三个词被频频提及。

10 月 10 日—12 日，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
合作委员会 （以下简称“国合会”） 2024 年
年会在北京举行。成立 32 年来，国合会立足
中国、面向世界，围绕中国和全球环境与发
展领域重大问题开展研究，提出政策建议，
为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和共赴绿色繁荣发挥了
重要作用。

国合会年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围
绕“开放包容创新合作，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的主题，就降碳减污、绿色转型、生物多样
性保护等热点话题深入交流和探讨。

关键词：未来

国合会年会举行期间，记者在现场感受
到，来自五湖四海的与会者，都是为了一个
更加美好的未来而来。

说到未来，不能不提生物多样性。生物
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也是我们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血脉和根基。保
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

生物多样性保护正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国合会委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环境总司
司长廷德尔发现，最近的数据显示，全球范
围内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积极或正向的激励
机制越来越多。

生态环境部部长、国合会中方执行副主
席黄润秋在年会上说，这些年中国实施了一
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大举措，率先提出
和实施了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有效地保护至
少 30% 的陆地，在这个区域里面，90% 的陆
地生态系统类型和 74% 的国家重点野生动植
物种群都得到了有效的保护。除了生态保护红
线制度以外，中国还建立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设立了三江源、大熊猫等
首批 5个国家公园，建立了国家植物园。

大家心中的未来是什么样子？在国合会
特邀顾问、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梁锦慧看
来，“生态文明”这个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更好
地对未来展开想象，它意味着我们建立跟自
然的亲密关系。她认为，城市是我们的神经
枢纽，我们可以把城市看成人类创造与自然
亲密关系的一个空间。

如何拥抱更美好的未来？在国合会副主

席、中国气候变化事务原特使解振华看来，
要想解决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必须要建立一
种系统的思维，不能就环境谈环境、就气候
谈气候，而是要将全球环境问题与经济、社
会、能源、粮食、健康、生态、城市、农村、
工业、农业以及未来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谋
划、统筹规划，促进协同发展。

今年 9 月，联合国未来峰会通过的 《未
来契约》 提出，要利用科学技术和创新的力
量，为人类的未来做好准备。

国合会中方首席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认为，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以数字化、绿色化为
主要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空前活跃，未来
增长的新前沿已经初现端倪，科技创新正在
为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等人类社会重大
挑战探索新路径。

前不久，国合会组织了前往内蒙古自治
区鄂尔多斯市考察的活动，国合会委员、红
杉气候基金会总裁吴思缇对当地将可再生能
源、能源储能和绿色制造结合在一起的做法
印象深刻。她说，从这次考察可以看到，未来
应该到来了，至少未来在内蒙古已经到来了。

关键词：转型

无论是解决当下的环境问题，还是憧憬
更加美好的未来，转型，都是大家一致认同
的实现路径。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8 次缔约方
大会提出，各国要“以公正、有序和公平的
方式，在能源系统中转型摆脱化石燃料”，并
且提出到 2030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较
2022 年提高三倍，加速从化石燃料向可再生
能源的转型。

能源分布区域性差异是实现能源转型的
重要影响因素。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传统能
源地区的绿色转型至关重要。在今年的国合
会工作中，“中国传统能源地区低碳转型路径
与政策——以煤炭三角区为例”是一个专门
的研究课题。

中国的煤炭三角区，主要覆盖内蒙古、
宁夏、陕西和山西四个省份，这是中国乃至
全球最大的煤炭能源聚集区之一，这一区域
去年的煤炭生产量达到了 35 亿吨，占中国的
73%、全球的 40%。

“煤炭三角区是中国重要的能源生产和外
送基地，69% 的煤炭都是调出到外省的，发
电量的 35% 输送到外省。煤炭三角区为国家
能源安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实现‘双碳’
目标的形势下，面临着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
空气质量改善、经济发展的三重挑战。这一
区域的转型对中国乃至全球实现碳中和都具
有重要意义。”国合会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金南建议，成立煤炭三角区低碳转型协调
机制，建立零碳电力产业贸易特区，设立煤
炭三角区低碳转型基金，促进这一区域绿色
低碳转型。

近年来，在能源转型方面，中国下了许
多功夫——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
从十年前的 67.4% 下降到去年的 55.3%；累计
完成北方地区 3900 万户的清洁取暖和散煤治
理改造；新能源公交车占比由十年前的不到
20% 提高到去年的 80% 以上。

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 7 月底，中国风
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已经达到 12.06 亿
千瓦，是 2020 年底的 2.25 倍，提前 6 年实现
了向国际社会承诺的装机容量的目标。

“低碳转型是唯一的选择。”解振华说，
“阿联酋共识”指明，近期应对气候变化的方
向和道路就是到 2030 年将全球可再生能源产
能增加 2 倍，能效提高 1 倍。中国将应对气候
变化作为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国
家战略，纳入了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
济社会发展全局，建立了碳达峰、碳中和

“1+N”政策体系，这涉及各个领域、各个行
业、各个地方，现在大家都行动起来了，而
且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挪威奥斯陆国际气候与环境研究中心主
任哈尔沃森表示，中国在绿色转型方面已经
取得很多成就，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
也给世界上其他国家带来更多的启迪和思考。
中国在这方面的成绩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
甚至超出中国自己的计划，不管是在电动汽
车的生产方面还是在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方面
都是如此。

关键词：合作

怎样更好地保护环境？如何加快绿色转
型？怎样实现更可持续的发展？在国合会年
会上，“合作”是大家给出的答案。

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核安全与消
费者保护部国际政策司副司长希尔特说，面
对自然、气候以及污染等方面的挑战，选择
怎样的解决方案十分重要，落实全球协议不
能再浪费任何时间了。

哈尔沃森也举例说，没有全球的行动，
全球塑料污染到 2040 年将翻倍，会给地球以
及人类的健康带来巨大的影响。

“在全面做好国内工作的同时，我们秉持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建设性参与全球
环境与气候治理，为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
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共建清洁美丽
世界作出重要贡献。”黄润秋说。

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积极推动国际合作，
中国是行动派。

近年来，中国深入推进绿色“一带一路”
建设。中国与其他共建国家、国际组织签署
了 200 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正
式发布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北京倡议》，
推动打造投融资沟通合作平台，并提供务实
解决方案。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和“一带
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与 42 个
发展中国家签署 52 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
备忘录，累计为 120 多个国家培训生态环境
管理人员 3000 多人次。

合作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科技界也已行
动起来。国合会委员、中国科协党组成员兼
国际合作部部长罗晖说：“我们在与国际科学
理事会合作的基础上发起设立了‘城市环境
健康科学计划’，与联合国减灾署合作建立了

‘数字减灾科学计划’。我们还推动世界各国
的科技界和中国的科技界一起联合发起一些
专业的国际组织，包括海洋负碳国际组织、
世界碳中和学会，还有国际环境科学学会等，
希望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共同行动起来，为可
持续发展贡献科技界的智慧。”

谈到国合会时，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施泰纳说，国合会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平台，已经有数十年的发展历史，
我们所处的时代在环境乃至全球合作议程方
面，都需要这样一个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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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秋雨，让这片山林更加郁郁
葱葱。

沿着花月大道行驶，仿佛置身于
绿色的海洋，绿波随风起伏跌宕。没
一会工夫，笔者就来到位于鸡笼山脚
下的安徽省和县凤台村。

凤 台 村 给 人 的 第 一 印 象 就 是 绿
——绿树环合、绿意盎然、绿波荡
漾，绿是村里的主色调。在凤台村
部，抬眼就能见到山，绿波随连绵的
山脉蜿蜒流淌；低头就能闻见花的芳
香，一簇簇、一瓣瓣的紫薇、夹竹桃
花摇曳生姿。据凤台村党总支书记王
艳介绍，凤台村是“国家森林乡村”，
全村森林覆盖率达 58.65%，现有 2 家
苗圃园林公司共流转山场荒地 1200 多
亩，种植精品苗木、景观树、果树等。

陈善菊是和县“梅之恋”家庭农
场负责人，她正在农场拾掇忙碌着。
以前，陈善菊在外地经营果林，后来
想回家乡发展，并扩大种植规模。半
月湖边、鸡笼山脚下的凤台村成了她
的首选地。

2019 年下半年，陈善菊与丈夫来
到凤台村。他们种植的果林不仅获得
了经济效益，也给山林增添了绿意与

芬芳。
今年夏天，陈善菊请来 50 多人，

凌晨 4 点就到山林下采摘桃形李。不
到一个月的时间，采摘了 3 万多斤桃
形李，很受市场欢迎。

在凤台村花月大道旁，四五百亩
的白杨树昂首挺胸，绿叶在秋风中簌
簌作响。2022 年 3 月，王敏、木匠、
叶庄、大曹等 4 个村组在这里种植白
杨树。有苗圃园林公司流转了荒地
3000 多亩，种植樱花、樟树、海棠、
紫薇、苹果、梨子、葡萄等，给这片
土地增添了一抹抹绿色。

在凤台村徐村村民组回头岗一处
不起眼的地方，矗立着一座历经 200
多年风雨的戒碑。听村民组长徐吉武
介绍，这块戒碑刻于嘉庆庚午年仲
春，当年徐、陈、郑三姓族公为保护
山林联手刻碑，严禁村人及子孙在此

穿井、求炭、放石等，并作为家规村
约代代相传。徐吉武说，老祖宗留下
的规矩不能破坏，村民都会教育孩子
爱护树木，保护森林。

半月湖畔、鸡笼山麓，占地 10 多
亩的停车场干净整洁，几辆小轿车有
序地停放着。谁承想这里曾是污水横
流、尘土飞扬的石料场，因污染环境
被叫停后一度闲置。远远望去，四周
绿色环抱，中间却是光秃秃的一片，
大煞风景。这些年，凤台村在原址上
平整硬化并绿化后改建成停车场，使
之成为鸡笼山—半月湖 4A 级景区的有
机组成部分，既美化了环境，又派上
了新用场。

从王店到鸡笼山国有林场 4.6 公
里长的“绿色防线”，是基层护林员
林基斌每天要巡护的地方。他身穿黄
马甲，每天骑着摩托车巡山两次，每

遇清明、冬至等节假日，他的巡山频
次就会增多。

身为林长的王艳介绍，凤台村 4
个片区有护林员、巡林员，加上鸡笼
山森林公园的护林员，大家共守这方
青绿。

坐落在半月湖畔的王店自然村三
面为湖水环抱，白墙黛瓦的徽派建筑
格外引人注目。

多年前，村民曹定玉看到这里发
展的潜力，与妻子开了一家伴月山
庄，做起农家乐。他笑道，环境美
了，就有人旅游观光，带动我们富
起来。

王艳说，当地特有的山水资源，
让村民通过果林增了收，也依托山庄
等旅游资源致了富。

右图：俯瞰安徽省和县凤台村。
秦祖泉摄  

安徽和县：绿意纵横气象新
常兴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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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在保证煤炭生产供应
的同时，推动能源产业绿色发展，构建起煤化工、新能源装备制造
等在内的多元化产业格局。图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一景。 

新华社记者  连  振摄  
图②：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光伏 （光热）

产业园拍摄的光热电站。 新华社记者  张  龙摄  
图③：国合会2024年年会开幕式现场。 王亚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