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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生态文明
建设的参与者、贡
献者、引领者，中
国坚定践行多边主
义，努力推动构建
公平合理、合作共
赢的全球环境治理
体系。 
——习近平，2021年4

月，领导人气候峰会。 

中国将大力支持发
展中国家能源绿色
低碳发展，不再新
建境外煤电项目。 

——习近平，2021年9

月，第七十六届联合
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中国将率先出资15

亿元人民币，成立
昆明生物多样性基
金，支持发展中国
家生物多样性保护
事业。 

——2021年10月，在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
会领导人峰会上的
主旨讲话 

中国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依托“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国际联盟，
发挥好昆明生物多
样性基金作用，向
发展中国家提供力
所能及的支持和帮
助. 

——习近平,2022年12

月,《生物多样性公
约》第十五次缔约方
大会第二阶段高级别
会议开幕式 

地球是全人类赖以
生存的唯一家园。
共建“一带一路”
就是要建设一条开
放发展之路，同时
也必须是一条绿色
发展之路。 

 
——习近平，2019年4

月，2019年中国北京
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
式 

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意义和机遇 



• 截至2022年3月，提出净零排放目标的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98个，较全球已提出净
零排放目标的137个国家和地区，占比
71.5%；较15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占
比65.3%。 

 

• 世界银行预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基
础设施投资需求将在2030年达到6500亿美
元。 

 
 

 

 

绿色低碳发展成为全球共识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需求 
Green BRI meets with global consensus and the need from Global South 

共建国家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潜力巨大 

 

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意义和机遇 



建设绿色丝绸之路顺应了国际社会绿色低碳发展的潮流与趋势，也适应了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理

念、原则和目标方面高度契合、相辅相成，被国际社会认可为推动落实可持续发展
议程的解决方案之一。  

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约有52.9%的总体目标和14.2%的子目标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数和指示板报告显示，2016—2020年，巴基斯坦、柬埔

寨、老挝、缅甸、孟加拉国、尼泊尔、埃塞俄比亚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可持
续发展目标指数已有明显上升。 

2016-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SDG指数情况 数据来源：SDSN 

绿色丝绸之路建设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意义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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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盟是“一带一路”框架下首个
国际性环保社会组织。 

• 截至目前，联盟已有来自40余个
国家的150多家合作伙伴，包括
26个共建国家的环境主管部门； 

• 开展联合研究，为停止海外煤电
投资、加强境外项目生态环境管
理等相关决策提供了重要支撑，
发布报告30余份。 

（一）发挥好“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作用 

绿色丝绸之路建设进展 



• 推动实现与共建国家信息共享、
知识共享、惠益共享；大数据
平台已汇集60多个共建“一带
一路”国家的基础环境信息、
环境法律法规和标准，囊括30

多个国际权威平台公开的200余
项指标数据。 

（二）建设“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一带一路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 

 

• 依托一带一路环境技术交流与
转移中心（深圳），搭建绿色
技术交流和转让平台，加快先
进适用环保技术双向流动。 

绿色丝绸之路建设进展 



• 举行了上百期研修班，培训了来自非洲、
亚洲、拉美等地区的120个发展中国家
的3000余名环境官员和技术人员与青年。 

• 培训主题包含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
治、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
绿色金融、绿色供应链、绿色技术、青
年交流等。 

（三）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 

绿色丝绸之路建设进展 



绿色丝路行：征集优秀绿色故事，由专业团队打造为影视作品，在“一带一路”主流电视
台广泛播放。 

“一带一路”绿色案例报告（系列）：每年根据不同主题，遴选基建、城市、交通等领
域绿色发展合作优秀案例，为共建国家绿色发展提供借鉴。 

 

（四）大力开展绿色“一带一路”国际传播 

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 赞比亚下凯富峡水电站 孟加拉国帕德玛水厂 

总装机容量750兆瓦，是赞比亚近40年来
最大的单体工程，为非洲地区贡献了更
多绿色能源。 

为当地居民提供清洁的地表饮用水，有
效提升了达卡市地表水源供水系统的能
力，惠及约 300 万当地居民。 

通过大型涵洞、“绿桥”、小型动物
通道，保护公路沿线的原生动物族群，
在大风、高温、盐渍地区恢复植被。 

绿色丝绸之路建设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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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做好对外投资合作建设项目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高质量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 2013年联合印发的《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商合函
〔2013〕74号），是首份为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行为提
供指导的文件。 

• 中国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合作的步伐明显加快。 

• 2022年版《指南》增强了对国际通行标准的采纳，提出了应对
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要求，强调项目全生命周期内生
态环境管理，针对能源、石油化工、矿山开采、交通基础设施
四个行业的项目环境管理提出了具体要求。 

（一）发布背景及意义 

《对外投资合作建设项目生态环境保护指南》解读 



（二）2022年版《指南》重点进行以下几方面更新 

《对外投资合作建设项目生态环境保护指南》解读 

• 明确适用范围：适用于中国企业在境外开展投资建设的新建
（含改建、扩建）类项目、收购并购类项目以及承包工程项目。 

• 拓展企业生态环境管理工作内容：《指南》进一步丰富了应对
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内容。拓展后，企业生态环境
管理工作主要包括污染防治、应对气候变化、生态系统和生物
多样性保护等方面。 

• 理顺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流程：根据项目投资建设前、施工期、
运营期、退出等主要环节对《指南》内容进行了必要调整和补
充完善。 

• 突出对重点行业的要求：根据对外投资合作重点行业发展情况，
针对能源、石油化工、矿山开采、交通基础设施四个行业提出
了具体的生态环境保护指南。 



（三）项目开展全生命周期生态环境管理时应注意 

《对外投资合作建设项目生态环境保护指南》解读 

• 项目建设或收购并购前：企业应开展环境尽职调查、本底监测和环
境影响评价等工作。 

• 施工期：企业应加强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防止和减轻施工对
环境的不利影响。 

• 运营期：企业应做好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生态环境监测与调查、
固废管理、环境风险防控等工作。 

• 项目退役、拆除、关闭期：企业应依法或按照国际惯例做好相关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 



（四）能源行业环境风险管理要点及案例 

《对外投资合作建设项目生态环境保护指南》解读 

• 水电项目：企业应优先考虑可再生能源项目。实施水利水电项目时避
免占用自然保护区和重要生物栖息地、合理采取水生生物和野生动植
物保护措施、通过生态流量泄放等措施满足下游河道生活、生态和生
产用水需求。 



  柬埔寨桑河二级水电站 

《对外投资合作建设项目生态环境保护指南》解读 

• 电站位于柬埔寨东北部桑河干流上，总装机容量40万千瓦，占柬埔寨
全国总发电装机容量的近20%，是“一带一路”建设和柬能源建设重点
项目，于2018年底竣工投产。竣工投产4年多来，已累计发电超81亿千
瓦时，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绿色动能。 

柬埔寨桑河二级水电站 



《对外投资合作建设项目生态环境保护指南》解读 

• 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是中巴经济走廊首个水电项目，于2022年6月正式投入
运营。 

• 卡洛特水电站总装机72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32亿千瓦时，满足当地约500万
人口的用电需求，预计每年可节约标准煤140万吨。 

• 建设过程中采用国际金融公司的环境和社会责任框架及相关标准。项目严格落
实绿色发展理念，动工前，深入在影响区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制定明
确的鱼类资源保护规范以维持大坝下游适宜的水生栖息地；施工中，专项支出
约1.5亿元用于环保，以保证恢复项目影响地区的生态环境和景观；建成后，
预计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350万吨，巴基斯坦前总理阿巴西评价该项目
是利国利民的典范项目。 

 

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 



感谢聆听！ 

Thanks fo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