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The new vision of innovative, coordinated, green, 
open and shared development is highly compatible with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ople, planet, prosperity, peace and 
partnership” advocated by the UN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ina is building a high-level opening up in 
the new era and build new prospects for win-win cooperation. 
Green development is both the goal and the means to lead. In 
recent years, “competi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 tone 
of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djustment to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act as a counterweight to 
China on the “Belt and Road”, “Global Governan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etition”, and other issues to strengthen 
its asymmetric containment capabilities. In the face of the 
asymmetric competition that may cause, where will green 
development go? This study expounds the rise of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n analyzes 
the multiple challenges faced by green development currently 
from western countries, such as “systematic competition”. 
Finally, some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s are given.

Keywords: asymmetric competition; green development;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green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th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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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同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倡导的“人、地球、繁

荣、和平、伙伴关系”五大宗旨高度契合。中国构建新时

代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绿色发展既是目

标导向也是引领手段。近年来，“竞争”逐渐成为美国对华

战略调整的主基调，美国等西方国家围绕“一带一路”“全

球治理”“科技竞争”等议题针对中国展开制衡，强化其非

对称的遏制能力。面对非对称竞争，绿色发展将何去何从？

为此，阐述了绿色发展理念的兴起及其中国化发展，分析了

当前绿色发展所面临的来自西方“体系性的竞争”等多重挑

战，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非对称竞争；绿色发展；绿色科技创新；绿色投融

资；第三方市场合作

0	 引言

从20世纪80年代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

问题”论断，到新时代“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经过40多年的实践探索，在对

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势准确判断背景下，中国更加融

入国际社会，以身作则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

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积极参与全

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1]。

然而，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国家对

中国不断挑起舆论抹黑攻击、经贸摩擦和科技封锁，

加上世界经济低迷，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受到冲击，中国安全与发展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

2021年6月13日，七国集团（简称G7）首脑会议在英

国闭幕，会后发布了联合公报，公报力推“重建更加

美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B3W），旨在支

持由西方所谓民主国家领导的“基于价值观和高标准

的透明的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在气候、健康、数字和

性别平等方面协调动员资本”。国际大环境的变化毫

无疑问对新发展理念带来一定的挑战。

作为新发展理念之一，绿色发展是当前国内学界

研究的重点议题之一。多数学者聚焦绿色发展的内涵

实质、评估工具和方法以及绿色发展路径等层面，对

已有文献进行了梳理，着重呈现国内关于绿色发展研

究的进展脉络，明晰研究的重点和方向。国内在面临

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绿色发展在“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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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建设路径的研究相对较少。如何以正确的历史

观、大局观、角色观看待外部环境，推动绿色发展理

念在“一带一路”走深走实，是一项重要课题。本文

依托国内外学界的现有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探讨以G7为首的大国非对称竞争背景下，绿色发展

理念所面临的挑战及可能的发展路径。

1	 绿色发展理念缘起与概述

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

人类社会在认识与改造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过程

中，不断总结、升华、凝练其认知与理论。2015年10
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作为关系中

国发展全局的重要理念，作为“十三五”乃至更长时

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2]。绿色发展作为一

种发展理念，在定义其含义、本质及其法制化和贯彻

落实过程中，始终受到国际环境变化的深刻影响。

1.1  绿色发展理念兴起

“绿色发展”理念兴起于国际多边平台。罗马俱

乐部于1972年发布《增长的极限》报告，依据对世界

人口快速增长的模型分析结果，指出由于地球资源是

有限的，世界人口、经济的增长无可避免地会有一个

自然的极限。1972年6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

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保

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是关系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幸福和

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大

半是由于发展不足造成的”，“在工业化国家里，环

境一般同工业化和技术发展有关”[3]。因此，在协调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上，宣言强调“发展同

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的需要相一致”，应当“合理的

计划”，“协调发展的需要和保护与改善环境的需要”，

使二者相一致[4]。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上，与会各国同意在保证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同时，采取措施保护环境，为发展中国

家和发达国家在共同的、同时又有区别的需求和责

任的基础之上建立起全球伙伴关系打下基础，确保

地球拥有一个健康的未来。峰会通过了《21世纪议

程》——解决21世纪环境和发展目标的行动计划[5]。

2002年，联合国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了可持续发展

世界首脑会议，会议对1992年达成的《21世纪议程》

的执行情况、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回顾。

此外，这次会议通过了《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宣

言》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执行计划》

两个文件，重申了坚持可持续发展的至关重要性并将

其进一步列为最紧迫挑战[6]。

在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中国代表团积极

讨论寻求多方合作。国际层面，中国积极参与会议上

达成的伙伴合作项目；国内层面，大力加强环境保护

工作的力度，中国环保工作从此开始了历史性的转

变，国内相关理论研究亦逐渐增多。

1.2  绿色发展理念的中国化发展

在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保护全球环境，促进

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在参与全球环

境治理的过程中，逐渐在实践中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

色的绿色发展政策理论。

王之佳在《中国环境外交 （上）：从斯德哥尔摩

到里约热内卢》中，首次系统梳理了中国环境外交进

程，也由此开启了国内相关的理论研究[7]。2002年，

联合国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了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

会议，中国参与此次会议的行动和建言，促进了国内

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力度，并把科学发展观作为行动

指南。

2015年9月，联合国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可

持续发展峰会，通过了《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包括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项子

目标[8]。中国对此次会议非常重视，习近平主席出席

并发表重要讲话，认为此次峰会通过的发展议程，对

于全球、各国合作而言都是新的机遇。2015年，巴黎

气候变化大会召开，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重

要讲话。大会通过了《巴黎协定》，协定共包含29条

内容，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做出了安排[9]。巴黎

气候变化大会开启了中国方案助力探索可资借鉴的

绿色发展模式，也带动了国内绿色发展理念研究的

热潮。

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2021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

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顶

层设计引领下，国内绿色发展相关研究蓬勃开展。

通过文献调研发现，近年来关于绿色发展主题的

研究大幅增加。大量文献从概念构成、理论辨析、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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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发展评估和绿色发展路径等方面进行了阐释。

1） 从绿色发展概念构成到发展脉络看，“绿色+
发展”是构成其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的概念

定义在胡鞍钢[10]、李佐军[11]、王毅[12]、王玉庆[13]、夏 
光[14]、赵建军[15]、王金南[16]、欧阳志远[17]等学者的研

究中均有定义和解析。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广泛推广并日益深入人心，绿色发展的定义

更加强调自然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生态环境

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2） 从理论辨析的角度看，尤其与国际可持续发

展理论脉络相比较，“绿色发展”的含义与循环经济、

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有区别又有重

合。比如胡鞍钢 （2012） 认为，绿色发展是新时代背

景下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全新诠释[10]。雷鹏 （2011） 
则通过对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内在关

联进行阐释，其结论即低碳经济是实体经济领域中

的绿色经济，绿色经济能够降低能耗、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改变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进而实现低碳发展，

循环经济是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方式[18]。

3） 从绿色发展评估研究的角度看，更多体现为

投入产出效率、综合性绩效，以及经济与环境的协

调。与投入产出效率研究相关的概念包括环境效率、

环境技术效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等。例如，沈能

（2012）监测了工业行业环境效率[19]，崔晓等（2014）
测算了中国农业环境效率变化[20]，林伯强等（2015）
测算了加入能源要素的中国工业部门两位数行业的能

源环境效率[21]。综合性绩效方法则是将各种表征环境

绩效的指标通过一定的方法综合成一个或几个指数，

综合反映经济活动的环境绩效。例如，2016年，国家

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原环境保护部、中央组织部共

同发布《绿色发展指标体系》，采用综合指数法测算

生成绿色发展指数，以动态衡量地方每年的生态文明

建设进展，覆盖了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环境质量、

生态保护、增长质量、绿色生活、公众满意程度等

7个方面，共56项指标[22]。许勤华（2020）基于联合

国、世界银行、国际能源署等权威机构的统计数据，

首创包含了20个核心指标，用于评估“一带一路”国

家绿色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23]。关于经济与环境的协

调，现有研究强调生态环境系统、资源系统与经济系

统的耦合协调关系，例如，刘定惠等（2011）对安徽

省1990—2008年经济-旅游-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进行

了实证分析[24]。

4） 从绿色发展路径研究的角度看，主要包括理

论机制和实践路径。关于理论机制，目前尚未形成系

统的理论框架。胡鞍钢等（2014）构建了绿色发展的

“三圈模型”，分析了经济系统、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

的共生性和交互机制[25]；张艳（2018）从微观的行为

转型、中观的协同推进、宏观的制度安排层面，构建

分析绿色发展的经济机理[26]。关于实践路径的研究相

对较多，王金南[16]、李萌[27]、胡保林[28]、舒绍福[29]等

从不同角度提出绿色发展的实践路径构想。许勤华

（2021）系统阐述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实现路

径，包括绿色合作制度框架、绿色合作模式，以及绿

色市场产品与政策工具等[30]。

1.3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理念不仅指导国内治理，也深刻影响中

国对世界发展的认识。习近平主席指出，共建“一带

一路”要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要把绿色作为底色，推

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投资和绿色金融。绿色发

展承载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蕴含着各国相互

合作的交汇点。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秉持绿色、开放、廉洁

理念，中国积极探索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务

实合作，加强安全保障，促进共同发展。据中国商务

部信息，截至2021年1月30日，中国与171个国家和国

际组织，签署了205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31]，

共同打造了众多“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合作典范。

1）中欧绿色合作落地生根。2005年中欧共同发

布《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宣言》，明确了中国与欧盟气

候伙伴关系。2010年，中欧“气候变化伙伴关系”对

话机制上升为部长级，中欧气候合作进入机制化阶

段。2015年，中欧发表《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2016年，中欧发表《中欧能源合作路线图》。2018年，

中欧发表《中欧领导人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联合声

明》。在《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中，双方同意合

作建立绿色低碳发展的战略政策框架以积极应对全球

气候变化。2020年，中欧双方举行多轮对话。除了政

策对接，中欧积极开展碳交易合作项目，在欧盟支持

下，自2012年伊始中国就已经在多个省市开展碳排放

权交易试点，经过8年多的酝酿和多地试点，2021年7
月16日，中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系统正式上线开市。

中欧积极开展科技研发合作，双方于2010年成立中欧

清洁能源中心，于2011—2013年设立“中欧中小企业

节能减排专项基金”。中欧积极共建国际生态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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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已在中国建立了中德青岛生态园、中奥苏通生态

园、中法沈阳生态园、中法成都生态园、中意海安生

态园、中意宁波生态园和中芬北京生态创新园等多个

国际合作生态园[32]。

2）积极打造南南环境合作新典范。南南合作是

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基本定位。截至2019年底，

中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卫

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14个国际组织合作实施

项目82个，涉及诸多领域[33]。中国帮助发展中国家尤

其是小岛屿国家、非洲国家和一些最不发达国家提高

应对气候变化能力，降低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2015年宣布设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截至2021年

1月，中国已与34个国家开展了合作项目[34]，为老挝、

埃塞俄比亚等国环境保护、清洁能源等领域发展规

划的编制提供帮助，加速了这些国家绿色低碳转型进

程。2013—2018年，中国举办了200余期生态环保和

气候变化主题研修项目，并在学历学位项目中增设了

环境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等专业，为有关国家培训输送

了5000余名专业技术人员[34]。

绿色发展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当

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在这场大

变局面前何去何从？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中，专设了两章阐述关于当下世界所面临的紧迫问题

的“中国方案”，即“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 [35]。“十四五”规

划纲要中50次提到“绿色”一词，其中“绿色生态”

部分设置5个约束性指标[36]。所谓“约束性”，就是作

为各级政府必然考核的指标，与政绩考核紧密相关，

显示了中国对绿色发展的坚定决心和意志。

2	 	绿色发展面临西方“体系性的竞争”的
多重挑战

2020年11月，美国国会“中国特别工作组”下设

科技小组发布长篇政策报告《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

美国的技术竞争新战略》，建议在科技领域对中国采

取“小院、高墙”的针对性打击办法。2021年1月，

由谷歌前任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领

导的智库“中国战略组”（CSG）发布《非对称竞争：

应对中国科技竞争的战略》（Asymmetric Competition: 
A Strategy for China & Technology）报告，特别对如

何界定核心关键技术问题作出了阐述，建议政府在科

技领域针对中国开展“非对称竞争”，在科技领域实

施“分岔”（bifurcation）战略，即选择性脱钩[37]。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拜登

的重要对华政策智囊杜如松（Rush Doshi）在其最

新著作《持久战：中国取代美国主导秩序的大战略》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中指出，美国应当致力于通过非对

称的战略，寻找中国扩展对外影响力的弱点，削弱中

国构建影响力的效果。具体包括：军事上强化非对称

的遏制能力；经济上，推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

多边化和制度化，协助伙伴分析中国投资实际情况，

反制中方获取新技术等；政治上，加入中方主导的多

边机制阻碍其发展，提供中方领导机制的替代方案，

与中方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内竞逐影响力，推广能抵

御中国信息影响力的制度标准等[38]。

实际上，美国针对中国营造的非对称竞争氛围在

特朗普政府时期已经渐成雏形。2017年12月，特朗普

政府发布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将中

国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者”。从政

策实践角度看，“竞争”逐渐成为美国对华战略调整

的主基调，美国围绕“一带一路”“全球治理”“科技

竞争”等议题针对中国展开制衡，强化其非对称的遏

制能力。

2.1  美国营造的“最严峻的竞争”环境

美国要求中国提高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

的环境标准，提高气候目标。拜登在出任总统前，在

竞选纲领中宣称“采取强有力措施施压中国，使其停

止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向他国输出高污染化石能源

项目” [39]。拜登上台后，明确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

竞争者”“体系性的竞争者”，称美国政府将进一步提

升气候雄心，以此来施压其他高碳排放国，提高其

气候目标[40]。另外，美国在《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

中，发动媒体和群众监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海

外投资环境影响，支持公民社会和独立媒体联动，在

“一带一路”负面影响方面提高认知和透明度；对中

国海外投资的“战略节点”（港口、公路等）进行定

性，恶意污蔑海外投资是中国通过有意促成东道国对

其经济依附的局面来获得其政治归顺的工具。面对中

国的崛起，拜登政府积极拉拢盟友和西方发达国家，

以及占据主导和优势地位的国际组织，试图在与中国

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从国际环境来看，美国营造

的“最严峻的竞争”氛围，毫无疑问将使得人类命运

共同体建设遭遇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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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西方所谓的“价值观”挑战

以拜登为代表的美国民主党人，与特朗普政府强

调经济民族主义不同，认为单凭美国自身的实力，无

法应对中国的崛起，必须联合西方其他盟友共同面对

这一挑战[41]，强调与盟友一道提出一套“一带一路”

倡议的替代方案，促使东道国产生对“高质量”“高

标准”“有利于可持续发展”“有利于自由”项目的投

资需求[42]。能够联结起美国和其他西方主要国家，取

得共识和自我认同的则是共同的价值观。2021年七国

集团峰会就着重围绕“价值观主导”“高质量”“透

明”等议题，提出促进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B3W”

倡议。B3W主要基于“蓝点网络”认证体系在内的一

套原则及标准得以实施。“蓝点网络”旨在“统筹政府、 
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将全球基

础设施建设的标准提至高质量、可信赖的程度” [43]。

B3W可以看作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针对“一带一

路”倡议所采取的反制措施，试图通过B3W，一方面

抹黑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另一方面加强西方国家之

间的认同，从而联合盟友共同应对中国推进绿色“一

带一路”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3  严峻的国际竞争态势

就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而言，部分发达国家试图

以高标准的国际发展与环境规则来制约中国的国际竞

争优势的情况将长期存在。当前全球主要经贸协定注

重高标准的环境保护规则，对广大发展中国家造成较

大的发展压力，环境国际合作走向绿色竞争的态势在

加强。例如，欧盟《欧洲绿色协议》（European Green 
Deal）提出2050年碳中和以及碳边界税机制等新要

求，使得绿色发展的国际竞争形势更加白热化。随着

科技化和信息化将在绿色发展进程中扮演重点角色，

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和产业发展将为绿色发展带来新

变局，欧美将继续发挥领导地位。广大发展中国家在

绿色竞争中仍将处于劣势地位，深受全球绿色转型形

势倒逼机制的敏感性影响，而高标准的发展与环境规

则方兴未艾，将使全球发展与环境领域面临诸多新的

未知因素。

2.4   受限于中国在全球发展与环境领域的规则制

定和话语能力

绿色竞争力不仅是各国软实力、领导力和影响力

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大国竞争、合作的新焦点。近

年来，尽管中国积极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气候治理，

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支持[44]，但是中国在全

球发展与环境领域的规则影响力、话语能力与实际实

力、贡献不对称的问题依然存在。从绿水青山向金山

银山转化的实现路径仍在探索中，也将是难以一蹴而

就的改善过程。在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进程中，如果

不能在规则制定和话语能力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很

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进程中贡献深层次价值，也

较难在国际规则和话语竞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随着

深海、极地和外太空等新疆域的国际开发进程加速，

加强对这些新疆域的环境保护，塑造一个绿色发展的

新局面对一国的规范影响力和话语能力要求更高。

2.5   绿色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全球核心竞争力

和高端全球治理人才储备不足

绿色环保产业是绿色发展的基础和参与全球环

境治理的出发点，逐渐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支柱

之一。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全球环保产业的技术积

累、市场份额相比，中国环保产业核心竞争力存在不

足[44]，特别是存在清洁、绿色能源技术创新研发不足

等现实问题。以绿色环保、新能源和新材料等为代表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日趋白热化，也是中国

“十四五”期间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

层次对外开放和未来加强绿色发展国际合作必须要面

对的问题。加强全球治理人才建设、形成人才辈出的

局面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性工作。中国高端

及领军全球治理人才匮乏的问题，将对高水平对外开

放及全球治理构成重大制约。

3	 政策建议

3.1  完善顶层设计，协同政策和标准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沿线

国家和地区加强绿色发展交流合作，绿色“一带一

路”建设成效显著。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协同

治理成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重要内容。中国承

诺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并出资15亿元人民币设立昆

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

平台在绿色低碳转型、绿色投融资、可持续基础设施

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许多积极进展。然而，“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态环境各不相同，政策

环境不稳定，增加了绿色发展的主权风险和融资成

本。应完善顶层设计，加强与沿线国家政策对接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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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协同，出台相关政策框架示范和操作指南，制定并

推广包容性较强的项目清单，明确绿色项目标准，促

进降低项目主权风险、融资成本以及可能出现的环境

风险。

3.2   发挥科技创新支撑作用，推动适用性绿色技

术的开发与应用

绿色技术水平不高是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的

一大障碍，同时发达国家在绿色技术方面抱着强烈的

“非对称竞争”心理，处处“卡脖子”。“一带一路”沿

线许多国家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不高、教育和研发落后，

对发达国家的先进绿色技术接受能力不足、适用性不

强，应用成本高。因此，应根据沿线东道国技术可接

受能力和市场需求，开发适合于沿线国家实际情况和

发展水平的绿色技术，鼓励绿色技术输出和绿色节能

低碳技术大规模应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对绿色技

术的吸收和转化；同时，鼓励通过产业间的资源重置

推动绿色化生产，建设沿线各国互相联通、共同认可

的绿色标准体系，为实现绿色技术的应用提供保障。

3.3  开展绿色投融资合作，鼓励社会资本参与

“一带一路”绿色项目投资大、周期长，需要综

合考量气候、金融、技术等因素，引入创新型金融工

具；充分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

行、世界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的作用；积极与东道国

金融机构合作伙伴共建共享行业标准和绿色指南等资

源，开发和创新绿色金融产品，提供多样灵活的绿色

信贷融资，投资建设绿色示范项目；设立绿色技术创

新基金，推动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碳排放交易体系，

通过经济激励的方式鼓励绿色项目建设；进一步构建

绿色金融标准，探索绿色金融合作的标准化对接。通

过知识创新、试点建设、高新技术投资等重点工作，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探索推动可持续融资，与沿线国

家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和支持环境保护。

3.4   加强第三方合作渠道，充分发挥国际合作平

台作用

创新与发达国家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绿色项目合

作模式，以合资、合作以及战略联盟等形式进行绿色

产业和绿色项目投资建设；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共同开发绿色

金融产品，提供绿色项目融资贷款；与“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建立绿色投资联盟，打造绿色发展新亮点；

依托“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一带一路”

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绿色丝路使者计划等，促

进绿色投资的区域合作机制专业化；借助已有的双

边、多边国际合作机制，积极构建绿色合作网络，开

展绿色投资合作和当地市场适用技术开发；积极与各

国一道，深化应对气候合作，深化农业、卫生、减

灾、水资源等领域合作；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加强互

动与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努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

差距。

4	 结语

国际秩序新变化给新时期共建“一带一路”带来

外部风险，同时也为其绿色发展带来了新契机。绿色

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底色，推进符合沿线地区现实

需要的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既具必要性也有可行

性。中国正处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将绿色发展

纳入新发展理念，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保护

生态环境、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全球绿色低碳

转型趋势下，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实现可持续发展成

为国际社会共识，绿色发展也将为“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在生态环境条件约束下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

好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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