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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贵阳共识 

2021年 7月 13日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21 年 7 月 12 日至 13 日，2021 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

论坛在中国贵州省贵阳市举行。本届论坛以“低碳转型 绿

色发展—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主题，以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汇聚中外官、产、学、媒、民各利益

攸关方，致力于探讨自然生态保育、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

及全球治理等诸多国际社会关切的问题。 

2021 年 2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视察贵州时，明确

肯定了论坛“国家级、国际性”的定位，对于论坛提出“创

新方式，继续办好”的要求。今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的

召开，处于 9 月法国马赛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世界保护大会、

10 月中国昆明《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以及

11 月英国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第二十六次缔约方

大会之前，也是论坛举办十届之后新的起点，历史机遇特殊。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出席论坛，并在开幕式上

发表主旨演讲。栗战书委员长指出：“中国的现代化是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们将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为应对全球气候环境挑战、维护地球生

态安全作出积极贡献。” 

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前总理洛朗〃法比尤斯在视频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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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中指出：我们始终不要忘记气候变化是一个多边问题，我

们要在这些问题上共同努力；不要忘记环境的问题是一个综

合性问题，气候变暖和生物多样性是紧密相连的。塞尔维亚

总理阿娜〃布尔纳比奇、汤加首相波希瓦〃图伊奥内托阿、

波兰共和国参议院议长格罗兹基、泰国公主诗琳通、印度尼

西亚共和国总统特使、海洋与投资统筹部长卢胡特〃宾萨〃潘

查、法国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第 26 次缔约方大会主席阿洛克〃夏尔马、匈牙利外

交部长彼得〃西雅尔多、斯洛文尼亚前总统达尼诺〃图尔克、

埃及前总理伊萨姆〃沙拉夫、爱尔兰前总理伯蒂〃埃亨、韩

国前国会议长文喜相、爱尔兰环境，气候行动、通讯与交通

部长埃蒙瑞安、巴基斯坦气候变化部长马利克〃阿明〃阿斯

兰〃汗、英国国务大臣（太平洋和环境事务主管）扎克〃戈

德史密斯、瑞士联邦委员会环境署原署长、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总干事布鲁诺〃奥伯勒等分别发表视频致辞，表示愿与中

方一起，全球携手、全力合作，更新传统发展理念和思维方

式，实现经济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双赢，真正解决人与自然、

发展与保护间的关系，推动全球绿色转型，维护多边主义和

全球治理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共同建设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美丽世界。 

外交部部长助理吴江浩、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唐登

杰、生态环境部党组书记孙金龙、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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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局局长王宏分别发表致辞：中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

设，秉持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十四五”时

期，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

展道路，努力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让良好

生态环境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为实现低碳

转型、绿色发展的共同目标，作出不懈努力。 

专家学者们感到，2021 年至 2030 年是全球生态保护和

气候治理进程的关键时期，全球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

变化两个多边进程呈现加强、协同、相互促进的趋势，期望

通过本次论坛的研讨，汇集新理念，探索新路径，提出新举

措，为推进全球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积极

贡献。企业家们清醒地看到，生态系统的崩溃和气候变化将

影响所有的企业、经济体和全人类。企业通过充分发挥自身

的最大的能动性来应对这些挑战显得尤为重要。在不增加碳

排放的情况下满足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我们需要将重点放

在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上。 

论坛围绕今年的主题，设有开闭幕式、3 场国际咨询会、

22 场主题论坛及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展览展示、绿色产品展

销、绿色产业招商等系列活动。来自 78 多个国家和地区 500

余名代表参加论坛年会活动，就生态文建设领域共同关心的

全球性、行业性话题，开展务实探讨，取得了丰硕成果。这

些论坛活动积极响应生态文明思想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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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又指引了未来发展方向，对走向

生态文明新时代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国际咨询会自 2015 年首次举办

以来，已成为每届论坛年会期间的重要系列会议活动。国际

咨询会汇集每届参会的外国前政要、政府机构负责人、相关

领域的国内外权威专家学者、国际机构负责人、知名企业

家。在本届三场国际咨询会上，第一场聚焦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参与全球生态治理议程建言献策，第二场聚焦论坛本身

发展战略，如何巩固和扩大对外传播，创新发展，第三场围

绕贵州生态文明建设如何出新绩展开。国际咨询会提出论坛

在促进国内外对生态文明的理解和突出其成功应用方面处

于有利地位。它不仅在过去积极处理这些问题，而且作为一

个独立平台具有信誉，它召集了来自各个部门、各种领域和

机构背景的人员。 

论坛期间，福建省作为年会主宾省，通过举办系列活动，

全面介绍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举措和成效，充分展

示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信念和坚决行动。 

与会者高度评价贵州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绩，认为是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的一个

缩影。希望贵州创新理念、内容、方法、机制，持续推动论

坛越办越成功、越办越精彩，既要论起来，更要干起来，奋

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更好为世界提供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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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方案”。 

与会者认为面对日益复杂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人类命

运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必须开展全球行动、全球应

对、全球合作。应对危机挑战，未来十年十分关键。全人类

携手合作，共享治理经验，才能互利共赢，福泽各国人民，

更好地守护人类的美丽家园。 

与会者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

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要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

式，摒弃以牺牲环境换取一时发展的短视做法。我们应促进

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纵深推进大生态战略行动，大力实

施生态环境提升行动，力争实现生态环境改善由量变到质

变，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 

与会者强烈呼吁，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再次提醒我

们必须深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

绿色发展与应对气候变化是疫后复苏的关键一环。我们必须

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地球。 

与会者指出我们应以自然为根、在全面深入认识自然的

基础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统筹污染治理、

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努力建

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

调统一，共同守护地球家园。我们应积极参与碳达峰、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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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的行动，减缓并适应气候变化；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

为遏止地球生态系统衰退和生物多样性丧失、防治环境污染

作出积极贡献，勠力同心，共建繁荣、清洁、美丽的世界。 

经过充分讨论和深入交流，我们形成以下共识：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色发展，坚持系统治理。

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经济

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

键，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以降碳为重点

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

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抓住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推动疫情后世界经济

“绿色复苏”，汇聚起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合力。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疫后全球经济重建应着眼

绿色、智慧、包容发展，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主导，以循环经

济为基础，以绿色管理为保障，发展模式向可持续发展转变，

加大石漠化和荒漠化地区的治理与生态修复力度，牢筑国家

生态安全屏障，同时在守护绿水青山的基础上，考虑整个生

态系统的完善，最终形成规模化的产业，带动全域经济发展，

把生态修复、生态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相融合，让绿水青山

转化为金山银山。 

坚持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树立生态治理的大局

观、全局观，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形成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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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理，实现生产、生活、生态的和谐统一。在生态环境治

理中更加注重统筹兼顾，通过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

举，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对山水林田湖草进行统一保

护、统一修复，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美丽家园夯基

筑台、保驾护航。 

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制度化、全球化，完善生态文明法治，建立法治保

护法律体系和绿色核算制度，制定自然资源资产相关产权和

空间保护规划。 

金融领域应携手坚定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的雄心和决

心，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为共同保护好人类赖以生

存的地球家园贡献金融力量，探索绿色金融助推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的中国路径。自然资源是减缓气候变化和应对生

物多样性丧失的一种既经济、又有效的手段，在经济学中应

考虑人类最为珍贵的自然资本，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经济

繁荣有赖于自然，积极探索解决自然在当代经济学中的盲点

问题，在决策过程中确保自然资源的价值得到合理体现。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坚持多边主义。全球的气候危机和生

物多样性丧失问题，互相影响、相辅相成，必须协同解决。

落实《巴黎协定》，实现绿色发展，是我们面临的共同挑战。

这里面有三个关键词，分别是:实施、紧迫性和行动。并且我

们需要在今年就付诸行动，通过共同努力，以前所未有的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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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和行动，勇于担当，勠力同心，共同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将全面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联

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全球议

程，积极致力于参与并贡献全球全球生态环境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