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2016 贵阳共识 

（2016 年 7 月 10 日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6 年年会通过） 

 

2016 年 7 月 8 日至 10 日，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6 年年

会在中国贵州省贵阳市举行。会议积极响应中共中央总书记、中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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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倡议，围绕打造

“知名品牌、著名平台”的目标，致力于“既要论起来，又要干起来”，

为普及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生态文明实践作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论坛年会并

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代表习近平主

席对论坛年会的召开致以热烈的祝贺；强调中国是生态文明建设

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将更加牢固地树立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

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倡

导世界各国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大力加强交流合作，共同

实现绿色发展，努力建设一个环境友好、资源节约、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的美丽世界。与会嘉宾和社会各界对此反响强烈，高度赞

赏。 

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彼得·奥尼尔，瑞士国民院议长克里斯

塔·马克瓦尔德，肯尼亚副总统威廉·卢托，老挝副总理本通，爱尔

兰前总理伯蒂·埃亨等发表演讲，高度赞扬了中国在建设生态文明、

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展示的坚定态度、采取的务实行动和取得的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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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成效，表达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国际

交流合作的积极意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罗

富和，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顾秀莲，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原主

席周铁农，原国务委员戴秉国，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卢塞贡·奥巴桑

乔，哥伦比亚前总统安德烈斯·帕斯特拉纳，匈牙利前总理彼得·麦

杰希出席论坛。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一直关注论坛发展，为今年年会专门发

来视频贺信，高度赞扬中国在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协

定》的达成和落实上作出的重要贡献。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

富珍发来贺信。论坛期间，举办了开闭幕式、2 场高峰会、37 场

主题论坛、系列配套活动、主宾省活动以及贵州绿色博览会·大健

康医药产业博览会。来自 73 个国家（地区）的 1000 余名嘉宾，

聚焦公众关注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生态产业和绿色城镇化、

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生态道德和生态教育、生态领域的国际

和地区合作等前瞻性、引领性、战略性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提出了务实性的政策措施建议，达成了重要共识。 

会议提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必须更加牢固树立绿色发

展新理念。当今世界，越来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和自然灾害已

给人类社会造成严重影响，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应对

气候变化，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安全，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更

为紧迫的共同挑战。必须把绿色发展理念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并作为长期坚持的方针，着力建设生态文化、培育生态伦理、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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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生态共识。最根本的是，要正确处理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

系，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也不能走“守着青山绿水苦熬”的穷路，更不能走“以牺牲环境生态

为代价、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歪路，应着力发展绿色经济、

打造绿色家园、构建绿色制度、培育绿色文化，努力实现经济发

展、减少贫困和环境保护的多赢。 

会议特别强调，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关键在行动。中华民

族有“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传统，明代哲学家王阳明在贵州提出

了“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无论是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

《巴黎协定》，还是落实中国“十三五”规划确定的绿色发展新理

念，都需要发扬“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人文精神，把生态文明的

理念变成实实在在的举措。人人都要行动起来，身体力行，热爱

自然，保护生态，倡导节约，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在生态文明建

设中，城市是载体，企业是主体。城市负责人和企业家尤其要肩

负起更大责任。同时，科学界、教育界、媒体界、国际组织等各

方也要更深度地参与，相互协作，使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更加协

调、更加有力。 

会议指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务必把构建绿色发展新体

制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围绕重构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加快构

建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

度体系，以更大的力度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

发保护制度、空间规划体系、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资

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治理体系、环境治理和生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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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市场体系以及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等方面的制度

建设，为打造绿色发展新空间、增强绿色发展新动力、构建绿色

发展新结构、形成绿色发展新格局提供制度保障。 

与会者认识到，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必须全球携手、加强

国际合作。世界各国都应认真履行《国际环境公约》，按照共同但

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承担应尽的国际义

务，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为全球生态安全作

出重要贡献。发达国家要在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给予

发展中国家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并帮助提升其适应气候变化

的能力。 

与会者强调，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作为以生态文明为主题

的国家级国际性论坛，应势而生，顺势而为，贡献良多，前景光

明。多年来，论坛秉持弘扬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生态文明实践的

传统，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发出了生

态文明建设的响亮声音，为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维护全球生态

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本次论坛年会以“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绿

色发展·知行合一”为主题，顺应了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趋势和潮

流，体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和情怀，展现了中国推动绿

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的务实行动，具有重要意义。 

与会者高度评价贵州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和成效。大家认为，

近年来，贵州认真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要求，以生态文明理

念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共

进。在这里，可以处处感受到绿色发展的脉动和气息，体会到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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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绿色发展的探索和实践。过去五年，贵州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民生改善持续向好、发展动力持续增强、生态优势日渐显现，在

生态文明建设的诸多领域发挥了引领性、示范性作用，令人印象

深刻。 

与会者表示，河北省作为年会主宾省，通过举办系列活动，

全面介绍了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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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信念和坚决行动。在年会期间举办的“贵

州绿色博览会·大健康医药产业博览会”系列活动，是生态文明“干

起来”的具体体现，是今年论坛的一大亮点。 

会议呼吁，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类的福祉和未来，生态环境

保护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建生态安全、绿色

发展美好家园，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世界，

为人与自然永续发展赢得光明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