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2018贵阳共识 

（2018 年 7 月 8 日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8 年年会通过） 

 

2018年7月6日至8日，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8年年

会在中国贵州省贵阳市举行。本届论坛以“走向生态文明

新时代：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主题，汇聚中外官、产、

学、媒、民，各利益相关方，致力于探讨生态文明领域前

瞻性、趋势性、务实性话题，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和可

持续发展。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分关心生态

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专门发来贺信，发出建设美丽

中国、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号召。2015年指示要继续办

好这个论坛，深化同国际社会在生态环境保护、应对气候

变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2018年7月7日，习近平主席再次

为本届年会致贺信，深刻阐述了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

来，建设绿色家园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梦想的重要主张；积

极倡导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共同努力，构建尊崇自然、绿

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推动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明确表达

了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全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共同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的意愿，为我们凝聚共识、

深化合作、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增添了信心和动力，与会

者深受感动、备受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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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出席年会，并

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孙春兰副总理指出：人类是命

运共同体，保护生态环境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共同责

任。中国将进一步加强与各国在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合作，

推动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努力

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视频贺信中鼓励

各位借助这场重要的论坛，共同探讨如何加大力度应对气

候变化，减少城市空气污染，以及充分把握气候行动方案。

并表示联合国将继续与中国以及其他伙伴齐心协力，为所

有人构建低污染、可持续和气候友好型的美好未来。冰岛

前总统奥拉维尔·格里姆松、比利时前首相伊夫·莱特姆、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国际能源署署长法蒂·比罗尔等

分别发表演讲，高度评价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作出的努

力和取得的成就，认为中国在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清

洁能源方面的领先大国地位已正在成为现实，表达了要以

更加积极的态度建设生态文明、推动各行各业绿色革命和

可持续发展的主张。 

论坛年会围绕今年的主题，设有开闭幕式、35场论坛

以及国际咨询会委员会议和十周年纪念活动等特色活动。

来自35个国家和地区2400余名代表参加论坛年会活动，就

应对气候变化、湿地修复与全球生态安全、落实2030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和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协同增效、资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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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效率与绿色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海

洋微塑料污染防治、生态文明与反贫困、国家公园管理等

等全球性、区域性话题，开展务实探讨，取得了丰硕成果。

这些论坛活动积极响应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提供对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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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期间，江西省作为年会主宾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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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坚守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经济社会

发展，并切实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在经济保

持快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生态优势日

趋明显。 

与会者认为，绿色是一种重要理念、绿色是一笔宝贵

财富、绿色是一场深刻变革、绿色是一份民生福祉、绿色

是一项共同责任，建设地球美好家园，需要国际社会加强

合作、共同努力，全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

全球可持续发展。 

与会者强调，面对日益复杂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关注绿色经济建设、绿色

产业发展至关重要，必须顺应技术发展新趋势，充分利用

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等先进技术，推动消费方式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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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模式发生深刻变革。 

与会者强烈呼吁，应对气候变化、实施《巴黎气候协

议》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人类必须主动遵守气候战略

和协议，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利用和节能减排，努力

提高大气环境质量、维护气候安全，建立一个理性、合作、

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与会者指出，《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在许多领域初

见成效，但一些挑战和困难也开始显现，迫切需要建立环

境治理体系，开发可衡量的环境统计和核算框架，推进生

态文明绩效评估和问责。 

经过充分讨论和深入交流，初步形成以下共识： 

（一）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坚持平等、互助、

合作共赢原则，加强绿色发展国际合作，深化绿色技术国

际交流。 

（二）牢固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致力于绿

色生活方式，进一步巩固社会“生态共识”和“生态价值

观”。 

（三）建筹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智库，加强对全球

最紧迫的经济、生态问题及绿色增长战略的研究和探讨，

为政府、城市、企业等利益相关者提供研究型和知识型管

理服务，加强全球生态文明传播和推广。  

（四）坚持环境与生态保护的基本原则，加大自然生

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促进能源节约，减少排放及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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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水污染，并支持植树造林。 

（五）加大对生态绿色产业的投入，通过绿色科技创

新与高科技产业相融合的方式改变生产方式，发展节能环

保低碳产业，利用新能源和新材料技术，推动旅游业等现

代服务业快速发展。 

（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化、全球化，落实全面

加快绿色发展政策，坚持生态伦理，推进各级生态教育。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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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加强沟通

协调，注重公平和各国的能力差异，共同维护全球生态安

全。  

（九）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城市是关键，科学技术是

基础，企业是主战场，教育是基础，媒体是软实力的支撑。 

（十）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关键在于行动，“生态行动”

应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使山川、海洋、河流、城

市、乡村更加美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