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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倡议 

 

倡议参加方认识到数字和绿色转型是全球经济社会转

型的两大趋势，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两者协调

发展将有助于经济、社会、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注意到各参加方发展水平不同、具体情况各异，在推动

数字经济和促进绿色发展中还面临许多挑战。特别是发展中

国家在弥合数字鸿沟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不同程度面临

资金、技术等不足的问题，其开发国际市场、融入全球价值

链和创新网络、参与规则制定的能力还有待加强，有必要加

强跨区域、跨机制合作，打通堵塞点，发挥各自优势，抓住

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发展新机遇，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认识到贸易投资是促进数字和绿色领域发展的粘合剂

和重要引擎，同时，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也为全球和区域贸

易投资贡献新的增长点。期待通过加强贸易投资合作，挖掘

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潜能，促进经济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

确保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努力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目标。 

为此，我们倡议秉持自主自愿的原则，强调非约束性，

确保相关合作不影响参加方的国际义务和各自国内法律法

规；采取灵活务实的方式，支持参加方通过自主、双边、多

方和集体行动等方式，就各自感兴趣的内容开展合作；支持

多方共建的模式，鼓励参加方多维度调动资源，为本倡议的

实施提供支持；坚持开放发展的理念，根据数字和绿色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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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新发展及参加方实际需求，不断更新合作内容，不断扩

大参加方。 

我们将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基于各方意愿、能力、需求，

在以下方面开展合作： 

 

第一部分 数字领域经贸合作 

⚫ 支柱 1：营造开放安全的环境 

    1. 鼓励发展和培育开放、透明、包容的数字经济政策，

开展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数字立法监管实践、政策和规则标

准的交流对接，分享各自参与贸易协定和多双边经贸合作的

经验做法，并为促进政府、工商界和学术界的交流活动搭建

平台，合力构建开放、包容、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经

济发展环境，促进数字经济的平等参与和使用，以缩小数字

鸿沟。欢迎中国将每年在浙江杭州举办“全球数字贸易博览

会”的计划，促进数字经济领域交流合作。 

    2. 鼓励各方减少、消除或防止不必要的贸易壁垒，以释

放数字经济的活力，同时，强调各方应根据自身发展情况和

需要规划发展道路。 

    3. 将以事实为依据全面客观看待数据安全问题，加强交

流对话和政策协调，积极维护全球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的供

应链开放、安全、稳定。 

⚫ 支柱 2：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4. 鼓励在遵守国内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推进无纸贸易发

展，支持使用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电子仓单等电子化单据



 

 3 

及相关贸易数字化平台，并积极开展试点示范、政策交流、

能力建设等合作，提高贸易效率、准确性和可靠性。 

    5. 认识到电子商务在促进贸易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鼓

励发展高效、安全、可靠的跨境电子支付，支持电子支付基

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并就有关监管规定、许可要求、程序和

标准、技术应用等信息进行交流。 

    6. 认识到数字身份方面的合作将增强区域和全球互联

互通并促进贸易便利化，支持就有关数字身份政策和法规、

技术实施和保障标准的最佳做法，以及促进数字身份的使

用，交流知识和专业技术。 

    7. 认识到高效跨境物流有助于降低成本，提高供应链可

靠性，将加强数字技术领域的合作，推动新技术应用，改善

港口管理、物流、供应链等贸易便利化设施，提高通关效率，

努力分享有关物流部门的最佳做法和基本信息，如智慧港口

建设、跨境运输便利化、航运贸易数字化平台等。 

8. 认识到“单一窗口”在促进贸易便利化和国际互联互

通方面的重要作用，将加强“单一窗口”互联互通合作，共

同构建透明、互联、智能、协同、安全的“单一窗口”环境，

推动贸易信息、跨境物流信息、贸易单证等电子化交互共享。 

⚫ 支柱 3：弥合数字鸿沟 

    9. 认识到数字基础设施对数字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将

根据参加方优先事项，鼓励加强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促

进投资政策对接和经验交流，发挥参加方重要展会、交易会

等作用，推动城市间地方合作，促进数字互联互通，缩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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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鸿沟，让数字经济发展成果造福人民。 

10. 支持包括中小微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积极参与传统

基础设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改造，鼓励就完善宽

带网络、互联网等通信网络基础设施，数据中心、云计算等

算力基础设施，以及人工智能、5G 网络、数字医疗、智慧

城市等智慧基础设施，分享最佳实践和探索标准互认的交流

合作，为技术传播、企业对接、商业模式分享等搭建平台，

共同营造良好投资环境。 

11. 鼓励包括中小微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参与经贸合作

试验区建设，探索建设数字化经贸合作试点。支持有能力的

企业打造虚拟合作区和产业集群，通过网络平台将区内企业

与当地上下游、产供销资源对接。 

⚫ 支柱 4：增强消费者信任 

12. 加强在线消费者权益保护合作，探索跨境争端解决

方式，确保为消费者提供与电子商务特点相适应的多种选

择，这些选择应在各参加方法律法规框架下，并与各参加方

的国际法律义务保持一致。 

13. 制定和完善法律和监管框架，加强电子商务和数字

贸易用户个人信息保护，鼓励就监管框架交流最佳实践和良

好经验，提升个人信息保护机制之间的兼容性和互认性。 

 

第二部分 绿色发展合作 

⚫ 支柱 5：营造促进绿色发展的政策环境 

    14. 尊重各方国情和法律及监管政策，充分发挥有关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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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和区域合作机制、平台作用，加强绿色发展战略对接和政

策沟通，相互借鉴有益经验和良好实践。支持参加方开展国

际绿色低碳贸易规则、机制的交流和经验分享，共同促进绿

色发展。 

15. 鼓励地方政府部门、行业组织、金融机构和企业加

强对接，挖掘绿色发展合作潜力，共同打造面向未来的合作

动能。 

    16. 鼓励各方加强交流对话，协调贸易投资政策措施，

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特别是在改

善政策透明度、促进清洁技术转让、简化行政程序等方面，

为绿色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17. 共同推动保护环境的多边解决方案和方法，支持绿

色和可持续的贸易投资。 

⚫ 支柱 6：加强贸易合作促进绿色和可持续发展 

    18. 鼓励各方加强贸易政策的沟通协调，充分交流信息

和良好实践经验，开展绿色标准互认方面的对话合作。 

19. 探索政策以鼓励低碳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分享和贸

易，加强交流与分享，加快向低碳经济、可持续消费和生产

模式的过渡。 

20. 加强创新贸易商业模式的交流合作，促进可持续消

费和生产模式的改进，支持感兴趣的各方探讨合作建立低碳

贸易示范点，鼓励采取资源效率更高的经济模式。 

⚫ 支柱 7：鼓励绿色技术和服务的交流与投资合作 

21. 鼓励开展包括清洁能源、新能源汽车产业、绿色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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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和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投资合作。致力于加强绿色

发展领域的产业合作，将积极开展与各方在绿色发展领域的

投资合作。 

22. 加强节能环保、清洁能源、资源综合利用等领域技

术、装备和服务合作，探索开展再制造产品领域的合作，促

进相关产业和贸易投资政策交流，扩大相关领域贸易投资合

作规模，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发展。 

23. 鼓励企业积极履行环保责任，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

物多样性，推行绿色设计、绿色采购、绿色施工、绿色生产

和绿色运营，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24. 鼓励企业加快绿色转型，加大绿色投入，共同推进

绿色技术创新，通过设立研发中心、创新中心、实验室、孵

化器等科技创新平台，探索开展高水平联合研究。 

25. 鼓励企业加快数字化绿色化融合技术创新研发和应

用，推广应用数字化减碳技术，助力上下游企业提高减碳能

力，带动产业生态体系建设，提升数字化赋能水平。 

    26. 鼓励企业加强与政府、媒体、民众和环保组织的沟

通交流，履行环境社会责任，营造良好社会氛围。鼓励行业

组织通过制定规范、咨询服务、行业自律等方式提高企业投

资合作绿色发展水平。 

 

第三部分 能力建设 

    27. 加强在数字和绿色领域的经济技术合作和技能培

训，促进技术的普及和技能的提升，并鼓励企业在相关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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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自主培训。 

    28. 通过举办最佳实践优秀案例征集、国际交流等相关

活动，加强政策、规则交流和经验分享，鼓励包括中小微企

业在内的各类企业加强合作，促进新兴技术的应用和推广。 

29. 促进研究机构间合作，加强科研成果分享交流，为

开展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领域的联合研究与国际合作提供

智力支持和技术保障。 

30. 鼓励各参加方间交流能力建设项目的信息和经验，

并加强各项目间的交流与合作。探讨协调利用各方资源，为

能力建设项目提供更多支持。 

 

第四部分 落实与展望 

31. 本倡议旨在凝聚参加方在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领域

开展合作的共识，参加方将继续完善相关合作内容并适时制

定后续行动计划，提升对倡议落实的支撑能力。可探索通过

建立开放式项目库等形式，以灵活方式开展合作。 

    32. 本倡议将邀请相关国际组织和利益攸关方为推进相

关领域合作提供支持。例如，开展技术合作项目，撰写相关

分析报告，为各方提供数字和绿色领域最佳范例汇编，提供

政策建议和培训，通过既有合作网络增进各方在贸易投资领

域交流合作，开展为妇女儿童等脆弱群体赋能的相关活动

等。 

33. 欢迎地方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积极参与本倡议下

的合作，探索建立相关合作网络，围绕重点领域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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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数字和绿色带来的发展红利。 

34. 在不影响各方在相关机制立场的情况下，本倡议鼓

励各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深化务实合作，在联

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合组织、世界贸易组

织等多边、区域机制下加强交流对话，鼓励与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非盟 2063 年议程、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2025 等倡议加强对接，支持各倡议的实施，促进各机制各倡

议的协同增效、相互补充。 

35. 我们也欢迎更多方加入，丰富合作内容，共同做大

合作蛋糕，共享发展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