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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北京倡议 

 

我们，“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北京倡议的共同发起方： 

 

回顾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及其《巴黎协定》、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昆

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认

识到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正在从包括新冠肺炎疫情、经济

下行等多重挑战中艰难复苏，力争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加

快绿色低碳转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各国面临的紧

迫任务。 

 

强调气候变化是当今最大挑战之一，应坚持公平、共同但有

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等，并兼顾各国不同国情，

在已有共识的基础上，按照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的制度安排，

准确、平衡和全面实施《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

黎协定》。强调发展中国家需获得发达国家资金、技术、能力

建设支持。 

 

赞赏中国作为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

会（COP15）主席国，与各国携手推动大会通过“昆蒙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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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各方应积极对话交流，加强资金、技术、人才等领域务

实合作，以推动“昆蒙框架”完整有效落实。 

 

注意到“一带一路”合作对共建国家实现绿色和可持续经济

增长，以及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积极作用。 

 

很高兴看到相关“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在自愿基础上建设绿

色丝绸之路取得的积极进展，包括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

展国际联盟、发布“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建立“一带

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与“一带

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 

 

倡导共建“一带一路”各方： 

 

——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沟通

与战略对接，分享绿色发展理念与实践，支持各国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建清洁美丽

世界。 

 

——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加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领域

的务实合作和对话交流，支持发展中国家获得充足、可预测、

可持续的应对气候变化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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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推进“昆蒙框架”全面落实，鼓励各方分享“昆蒙

框架”落实方面的成功经验及挑战，进一步加强和支持发展

中国家开展能力建设和合作，推动实现“昆蒙框架”设定的

2030 年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支持各国加强环境保护与污染

治理，强化污染防治与碳减排的协同增效，推动各国环境保

护理念、政策与技术的交流互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

环境保护相协调。 

 

——加强绿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鼓励建设环境友好和有气

候韧性的基础设施，鼓励相关项目采用高环境标准和最佳实

践，并加强企业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 

 

——加强绿色能源领域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

发展，鼓励各国制定基于国家自主贡献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

标，支持发展中国家获得可负担、可持续的清洁能源。 

 

——加强绿色交通领域合作。支持各方制定交通行业绿色低

碳发展战略、计划与标准，鼓励各方加强新能源和清洁能源

车船等节能低碳型交通工具的推广使用与标准互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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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绿色金融领域合作。鼓励各国和各金融机构加强绿

色金融工具的开发和使用，鼓励金融机构落实《“一带一路”

绿色投资原则》，深化各国气候投融资交流与合作，支持建立

绿色发展投融资合作伙伴关系，推动绿色低碳项目投融资合

作机制创新，促进各方加强面向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友好型

项目的融资。 

 

——加强发挥合作平台作用。支持发挥“一带一路”绿色发

展国际联盟、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一带一路”

可持续城市联盟等合作平台作用，深化“一带一路”绿色发

展伙伴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