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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大鹏

摘要：2023年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从生态文明、绿色发展和应对气

候变化的视角回顾和审视“一带一路”建设的历程，说明情况、总结经验、展望未来、

提出建议是必要的。本文对中国建设绿色“一带一路”的进程从规划、部署、实施和

成效进行了相关文献和数据的搜集和整理，在方针政策、协调机制、绿色投资等方面

进行了回顾和梳理，并从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合理的发展权利、大力发展可再生能

源产业、促进生物多样性繁荣发展、降低项目的负面生态环境影响、开展交流合作、

推广我国先进的绿色低碳技术、分享我国成功经验和最佳实践等诸方面提出了参考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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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2023 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的十周年。从 2013 年国家领导人

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来，“一

带一路”相关的生态环境议题就受

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

根据“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

联盟发布的《“一带一路”生物多样

性重要区域及影响分析》报告，以区

域互联互通为核心的“一带一路”六

大经济走廊，贯穿了多个陆地与海洋

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荒野区和其他

关键保育区。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是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重要合作领域，

其特点是投资和建设周期长，对生态

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大，如果不进行适

当规划，在未来几十年将给生物多样

性带来巨大的潜在风险。世界银行在

相关报告中也表示，一些项目具有容

易识别和可衡量的影响，比如能源项

目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其他项目，比

如交通基础设施，鉴于其地理影响范

围广阔，会产生更加复杂的、而且可

能更加广泛的环境风险。这些风险不

仅限于交通污染、地形与水文破坏以

及生物多样性丧失。各方普遍认为，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多处于快速工

业化初期，将占世界碳排放的主要份

额，如不走绿色发展道路，会直接影

响全球气候变化减排目标的实现。但

这些国家同时也面临实现现代化的

现实任务。由此可见，“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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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面临的发展与碳减排以及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挑战依然不容忽视。

近年来，中国出台了一系列旨在

兼顾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一带一路”

政策文件，也开展了一批项目，以实

现绿色、可持续的“一带一路”建设。

二、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现状

1. 战略规划

中国从“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开

始，就为这一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全球

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提出了绿

色和可持续发展的指导原则。

2017 年 4 月，生态环境部、外交

部、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联合发布了

《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

的指导意见》（环国际[2017]58 号，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

见》指出：“制定基础设施建设的环

保标准和规范，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生态环保

服务与支持，推广绿色交通、绿色建

筑、清洁能源等行业的节能环保标准

和实践，推动水、大气、土壤、生物

多样性等领域环境保护，促进环境基

础设施建设，提升绿色化、低碳化建

设和运营水平。......加强对外投资

的环境管理，促进企业主动承担环境

社会责任，严格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环境。”

在《指导意见》发布五年后的

2022 年 3 月，发展改革委、外交部、

生态环境部和商务部又共同发布了

《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

发展的意见》（发改开放[2022]408

号，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

在“基本原则”部分提到，“严格遵

守东道国生态环保法律法规和规则

标准，高度重视当地民众绿色发展和

生态环保诉求。”并在“重点领域”

部分提出，“引导企业推广基础设施

绿色环保标准和最佳实践，在设计阶

段合理选址选线，降低对各类保护区

和生态敏感脆弱区的影响，做好环境

影响评价工作。”以及在“统筹推进”

部分，明确要求“全面停止新建境外

煤 电 项 目 ...... 升 级 节 能 环 保 设

施。”

2. 协调机制

在 2017年 5月召开的首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

主席提出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

展国际联盟（以下简称“联盟”），

并为相关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援

助。目前，联盟已有单位会员 42 家。

在 2019年 4月召开的第二届“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开幕

式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再次提到绿色

发展国际联盟，并说到“我们启动共

建‘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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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平台，将继续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

划，并同有关国家一道，实施‘一带

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

这些与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相关

的战略步骤，都已一一落实。

2019 年 4 月，包括中国在内的

30 个国家在京共同建立“一带一路”

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伙伴关系成员国

共同发布《“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

伴关系合作原则与务实行动》，目标

之一即是促进各国在清洁能源、能效

领域的合作，以应对气候变化，实现

人人能够享有负担得起、可靠和可持

续的现代能源服务。2021 年 10 月，

第二届“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议

在青岛召开，会议发布了《“一带一

路”绿色能源合作青岛倡议》，进一

步强调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

碳发展。

2021 年 6 月，29 个国家在“一带

一路”亚太区域国际合作高级别会

议上共同发起《“一带一路”绿色发

展伙伴关系倡议》，表现了国际社会

对绿色发展理念的认同和支持。

3. 金融和投资

从 2000-2021 年，中国为海外能

源项目提供了 2350 亿美元的开发性

融资，超过了多边开发银行同期提供

的金额。2022 年，中国金融机构在

海外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大致为

60 亿美元。根据不同专家、学者和

机构对“一带一路”国家可再生能

源需求的测算，未来十年“一带一路”

可再生能源投资规模将从 1.03 万亿

美元到 2.84 万亿美元不等，而更大

口径的绿色投资规模可能每年超过

7850 亿美元。

2021 年 7 月，商务部和生态环境

部联合发布《对外投资合作绿色发展

工作指引（商合函〔2021〕309 号)》，

列出了推动绿色生产和运营、推进绿

色技术创新、防范生态环境风险、遵

循绿色国际规则、优化绿色监管服务

和提升绿色发展信誉等十项新时期

推动对外投资合作绿色发展的重点

工作。在 2022 年四部委发布的《意

见》（发改开放〔2022〕408 号）中，

表示“鼓励金融机构落实《“一带一

路”绿色投资原则》。”这项由民间

发起，中外多家金融机构签署的文件

包括将可持续性纳入公司治理、充分

了解 ESG 风险、充分披露环境信息等

七项原则。进一步强化了中国政府支

持企业为全球绿色发展贡献力量的

导向。

三、对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建议

1. 坚持温室气体减排的公平性原则，

将从 18 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发生以来

的历史累计排放和基于最终消费的

碳排放量作为国别比较的依据，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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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各自能力

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维护发展中

国家正当、合理的发展权利。

2. 利用共建国家可再生能源资源富

集的优势，继续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产业，推动能源转型。根据联合国估

算，每单位投资所创造的就业机会，

可再生能源是化石燃料行业的 3 倍。

亚洲是“一带一路”的主体。据预测，

至 2030 年，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印度，

拥有超过 45%的全球年度太阳能和风

能的发电装机容量。至 2050 年，东

南亚也拥有可以满足其能源需求的

可再生能源潜力，并可减少与能源相

关的 75%的碳排放。中亚也有较为丰

富的太阳能、风能、地热和水资源，

但目前利用率尚不高。由于可再生能

源地理分布的不均衡，同时应注意发

展能源互联网和国际能源市场，开展

可再生和清洁能源的贸易。

3. 发挥共建国家的生态优势，促进

生物多样性的繁荣发展。“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生物种类十分丰富，促进生

物多样性繁荣、发展，有利于中和气

候变化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缓解和

抵御环境生态的恶化。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SDGs）第 13 项为“采取

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和其影响”，

第 15 项即为“保护和恢复陆地生态

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同时，《指导

意见》也提出了推动生物多样性等领

域的环境保护。应加快采取措施，落

实好国家领导人在联合国《生物多样

性公约》第 15 次缔约方大会上的讲

话，将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的作用发

挥好，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事业。在规划“一带一路”项目

线路时，避开生态脆弱区；采用工程

技术和配套政策减轻环境影响，设立

保护区，恢复植被以及受到干扰的水

道和湿地。

4. 对“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包括对生

物多样性的影响、对温室气体排放和

碳汇产出的数据收集、整理、分析、

评价，并将其作为项目可行性研究和

决策的重要因素。将工程项目采用的

环境标准向公众发布，使公众特别是

利益相关方知情，并接受他们的监督。

5. 发挥微观主体的作用，开展与

“一带一路”沿线企业在绿色低碳

领域的合作。同时，推进与共建国家

的技术合作。推广我国的绿色、低碳

技术。国内绿色低碳和节能技术推荐

目录、推广目录和成果目录中的先进

技术可考虑纳入“一带一路”的技

术推广和技术转移范围。寻找更多的

绿色技术供需对接机会。

6. 向共建国家传播绿色、可持续发

展理念和生态文明理念。把国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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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态治理的先进经验和做法推广

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绿电/

绿证制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和保

障性收购政策、节能约束和激励政策、

能效标识、零碳园（社）区、碳市场

交易，以及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生

态恢复、生态保护红线、智能化的生

态监测系统等原则和方法的实行。可

以通过双边或多边的环境合作机制

进行交流、分享，帮助共建国家进行

能力建设，解决问题，为人类命运共

同体做出积极的贡献。

绿会青年代表参加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摄影：Katherine©绿会国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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