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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绿色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日益突出，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实现绿色发

展已成为迫切的社会需求，更是全球共同的挑战。自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理念提出以来，绿色“一带

一路”从倡议走向实践、从愿景变为行动，取得了实打实、沉甸甸的成效，呈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正

逐步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新热点、新亮点、新增长点。本文主要从绿色发展理念分析“一带一路”

建设过程中的具体实践及存在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绿色发展是“一带一路”建设上新的助力点，要

聚焦环境保护、清洁能源等方面，从技术创新合作、金融机制保护等保护绿色发展的稳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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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een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sue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round the world, posing a serious threat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chieving green development has become an urgent social need and a common global challenge. 
Since the concept of building a gree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Gree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moved from initiative to practice and from vision to action, and has achieved solid and heavy 
results, showing broad development prospects, and is gradually becoming a new hotspot, new 
highlight and new growth poi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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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 practices and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Green development is 
a new booster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and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environ-
mental protection and clean energy, and protect the steady progress of green development from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cooperation, financial mechanism protection,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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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出的重要国际合作倡议，旨在促进沿线国家的发展与合作。该倡议涵盖了亚

洲、欧洲、非洲和大洋洲的多个国家和地区，覆盖了经济、贸易、基础设施、金融等多个领域。倡议的

目标是促进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与共同发展，实现共赢和可持续发展。其范围包括亚洲、欧洲、非

洲和大洋洲的多个国家和地区，涵盖经济、贸易、基础设施、金融、人文交流等多个领域。参与方主要

包括沿线国家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国际组织以及其他相关利益相关方。这些各方通过加强合作、共

享资源和市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和推进[1]。 
一带一路倡议连接了世界上多个地区和国家，形成了一个广泛的经济合作网络。沿线国家的经济联

系更加紧密，贸易和投资活动得到了促进。这不仅有助于推动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还有助于缩小发展

中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实现经济全球化的更加平衡和包容性发展。其次，一带一路倡议为参与国家

提供了共同发展的机遇。沿线国家的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各不相同，但倡议鼓励各国加强合作，实现优

势互补，共同发展。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贸易便利化、投资合作等措施，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提供

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潜力。这对于那些资源丰富但缺乏基础设施的国家来说尤为重要，可以帮助它们加

快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随着倡议的推进，绿色发展已成为其中的重要议题之一。一带一路倡

议强调了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鼓励沿线国家采取环保和可持续的发展路径。这对于应对气

候变化、保护生态环境和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倡议还推动了清洁能源、环境保护

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合作，为全球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带一路倡议为参与国家提供了更多的合作平台和机制。沿线国家可以通过各种合作机制，如一带

一路论坛、区域合作组织等，加强沟通和协商，推动共同发展议程。这有助于加强国际间的互信和合作，

增进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同时，倡议还鼓励各方加强人文交流和教育合作，促进文化多样性

和民心相通，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最后，一带一路倡议提倡开放、包容和合作的精神，呼

吁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和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通过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和协调，一带一路

倡议促进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多边主义和规则化发展，为解决全球性挑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机制，对于全

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改革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总而言之，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

和共同发展，推动了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倡议关注可持续发展，推动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实践，

为全球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应对做出贡献。此外，倡议为参与国家提供了更多的合作平台和机制，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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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改革。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各国可以共同分享发

展机遇，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实现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以绿色发展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存在相应挑战。绿色发展可以帮助沿线国家实现

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局面，促进可持续发展，推动清洁能源和低碳技术的应用，减少污染和碳排

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增强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然而，实施绿色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如需要大

量投资和技术支持，涉及各方利益平衡和政策协调，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和共享经验，以及解决环境治

理和监管的难题。因此，绿色发展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必要方向，但也需要克服挑战，实现可持续的

发展目标。 

2. 绿色发展背景及挑战 

2.1. 绿色发展背景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以绿色发展为导向，这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和必要性。首先，绿色发展是应对全

球气候变化和环境挑战的迫切需求。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严重，推动绿色发展成为

国际社会的共识和责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其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

相结合，以减少碳排放、降低污染、保护生态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其次，绿色发展符合沿

线国家的长期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一带一路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其资源利用和经济发展模式对环

境影响深远。以绿色发展为导向，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降低生态破坏的风险，确保

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2]。同时，绿色发展也能够促进创新和技术进步，推动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和

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为沿线国家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就业机会。绿色发展有助于改善人民生活质量

和社会福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存在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和生态脆弱等问题，这直接影响着人民的

健康和生活质量。通过推动绿色发展，可以改善空气质量、保护水资源、提供清洁饮用水、改善生态环

境等，使人民享受到更好的环境和生活条件。一带一路倡议涉及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合作，需要各方加强

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环境挑战和推动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是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重要方向。通过构

建绿色合作平台、分享技术和经验、加强政策协调，可以实现资源共享、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共同

目标。同时，绿色发展也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机制，推动构建以绿色为核心的开放

型世界经济，促进经济全球化的可持续与包容发展[3]。 
环境保护、碳减排和可持续经济增长对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性，对于实现共赢、可持续发展和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具有深远影响。环境保护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基石。沿线国家面临着诸如空气污

染、水资源短缺、生态破坏等环境挑战。通过加强环境保护措施，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提高生

态环境的可持续性。环境保护还有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维护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各国需加强环境监测、污染治理、生态恢复等方面的合作，共同推动环境保

护事业的发展。碳减排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键举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重

要来源。通过减少碳排放，可以减缓气候变化的速度，降低全球平均温度上升，减少极端天气事件的

发生频率和强度。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致力于推动清洁能源的发展和应用，减少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

同时，通过促进能源效率提升和推广低碳技术，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推动绿色低碳的

可持续发展。 
倡导可持续发展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目标之一。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通常伴随着资源过度消耗、

环境破坏和社会不平等等问题。通过转向可持续经济增长模式，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

通过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培育创新技术、改善资源利用效率等方式，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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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绿色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带一路建设在绿色发展方面面临着一些问题和障碍。 
一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往往面临着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的问题。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进程以及能源开发可能导致土壤、水源和空气的污染，破坏生

态系统的平衡和可持续利用。一带一路国家中的许多城市面临着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如空气质量下降

和雾霾等，以及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问题。其沿线地区的生态系统受到破坏的风险很高，如森林砍伐、

土地退化和物种灭绝等。 
二是资金和技术支持。实现绿色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一些沿线国家在环境保护和碳减

排方面缺乏资金投入和先进技术，难以承担转型升级的成本。因此，需要加强国际合作，提供资金和技

术支持，帮助这些国家推动绿色发展，推广清洁能源和低碳技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4]。 
三是跨国合作与政策协调。一带一路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涵盖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国

际合作和政策协调是推动绿色发展的关键。然而，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环境标准、政策体系和利益差异，

导致合作难度和协调风险增加。因此，需要加强国际间的对话与协商，建立共同的环境保护标准和政策

框架，促进跨国合作，实现绿色发展的共同目标[5]。 
四是社会参与和信息透明度。绿色发展需要广泛的社会参与和信息透明度。一些项目的规划和实施

过程中，缺乏广泛的社会参与和公众信息披露，导致环境和社会风险的忽视和冲突的产生。因此，需要

加强公众参与机制的建立，提高信息透明度，确保公众对一带一路项目的环境影响有更多的了解和参与

权利。 
五是可持续融资机制。绿色发展需要长期的可持续融资机制。目前，一带一路项目的融资主要依赖

于传统的融资渠道，缺乏对绿色项目的特殊优惠和支持。需要建立绿色金融体系，鼓励绿色项目的投融

资，引导资金流向低碳、环保和可持续发展领域。 
六是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绿色发展领域的技术和能力建设还存在一定的不足。

需要加强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合作，帮助这些国家提高环境管理和技术创新能力，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和

清洁技术的应用。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建设在绿色发展方面面临的问题和障碍涉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资金和技术

支持、跨国合作与政策协调、社会参与和信息透明度、可持续融资机制以及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解决

这些问题需要加强环境监测和治理，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加强国际合作和政策协调，建立社会参与机

制和信息透明度，推动可持续融资机制的建立，并加强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合作。通过这些举措，可以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实现绿色发展的目标，促进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 

3. 以绿色发展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措施和实践 

3.1. 技术合作和知识共享 

技术合作和知识共享在推动一带一路国家绿色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促进绿色技术

转移和创新，这种合作可以帮助沿线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推动低碳经济转型，并有效应对环境挑

战[6]。技术合作和知识共享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了获取先进绿色技术的机会。在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过程中，这些国家可能面临着技术和能力的瓶颈。通过与技术先进的合作伙伴合作，他们可以获得最新

的绿色技术和解决方案，包括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环境监测等领域的技术。这种技术转移可以帮助他

们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碳排放、减少资源消耗，从而实现绿色发展目标。技术合作和知识共享有助于促

进绿色创新。通过与合作伙伴共享知识和经验，一带一路国家可以借鉴和吸收先进的绿色创新模式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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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实践。这有助于推动本土企业和研究机构的创新能力的提升，并推动绿色技术的本地化开发和应用。

同时，通过促进跨国合作、共同研发和创新，可以加快绿色技术的进步和推广，推动全球绿色产业的发

展。此外，技术合作和知识共享还有助于建立合作伙伴之间的长期合作关系。通过共同开展技术合作项

目，建立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紧密联系，促进双方在绿色技术领域的合作与交流[7]。这种长期合作关

系有助于提高技术合作的效果和持续性，为双方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共同推动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

展的实现。总之，技术合作和知识共享在推动一带一路国家绿色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通过促进绿色

技术转移和创新，这种合作可以帮助沿线国家获取先进的绿色技术，提升创新能力，推动绿色产业的发

展。同时，这种合作也有助于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促进跨国合作与交流，共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通过加强技术合作和知识共享，一带一路国家可以在绿色发展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实现经济增长与环

境保护的双赢局面。 

3.2. 清洁能源推广 

清洁能源的重要性在于它对于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具有关键作用[8]。清洁能源是指那些低碳、

无污染、可再生的能源来源，例如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等。与传统能源相比，清洁能源具有

多个优势。清洁能源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尤为重要。清洁能源不依赖于有限的自

然资源，有助于提高能源供应的可持续性。此外，清洁能源具有较低的环境污染和健康风险，有助于改

善空气和水质量，并减少对公共健康的负面影响。清洁能源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改善空气质量和保护

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一带一路国家在能源领域面临着高碳排放和环境污染的挑战，通过推广清洁能源，

可以降低碳排放量，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改善环境质量，保护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一带一路国家

拥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包括太阳能、风能、水能等。通过开发和利用这些资源，可以实现能源供

应的多样化，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提高能源安全性。清洁能源的推广有助于降低能源进口风险，并

为国家的能源供应提供更稳定可靠的选择。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建设需要大量的投资和技术支持，促进了

相关产业的发展，包括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安装和维护等领域。同时，清洁能源项目的建设还创造了

大量的就业机会，提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许多国家采取了激励措

施，如补贴和税收减免，以促进清洁能源的投资和市场发展。一带一路国家可以通过与技术先进的合作

伙伴共享知识和经验，引进先进的清洁能源技术和解决方案。同时，他们也可以借鉴国际上的最佳实践，

开展本土绿色技术的研发和创新，推动清洁能源技术的本地化应用和产业化发展。一带一路国家在推广

和建设清洁能源项目方面进行了区域合作和政策支持。例如，通过建立区域性的清洁能源合作机制和政

策框架，促进区域内清洁能源技术和经验的共享与交流。同时，一些国家也出台了激励政策和法规，鼓

励投资和参与清洁能源项目，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 
总的来说，清洁能源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推广和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技术合作、创新和区域合作，

一带一路国家可以共同推动清洁能源的发展和应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通过这些实践和经验，一

带一路国家可以共同努力，促进清洁能源的发展，实现可持续能源未来的目标。 

3.3. 绿色金融支持 

绿色金融机制在一带一路国家的绿色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9]。包括绿色债券发行、绿色基金设

立和绿色投资项目合作。绿色债券是指用于资助绿色项目和环境友好项目的债券。一带一路国家可以通

过发行绿色债券来筹集资金，用于支持可持续能源、清洁技术、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项目。绿

色债券的发行可以吸引国内外投资者的关注和参与，提供了可持续发展项目所需的资金来源。此外，绿

色债券的发行还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国家的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建设。绿色基金是专门用于投资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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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环境友好项目的基金。一带一路国家可以设立绿色基金，吸引公共和私人资金，用于投资于可再生能

源、清洁技术、可持续城市发展和环境保护等领域的项目。绿色基金通过提供资金支持和投资管理经验，

帮助推动绿色发展项目的实施和推广。此外，绿色基金还可以促进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合作，共同应对

气候变化和环境挑战。绿色金融机制还促进了一带一路国家在绿色投资项目方面的合作。一带一路国家

可以通过建立合作平台、加强政策对接和信息共享，促进绿色投资项目的合作和共同开发。合作可以涵

盖多个领域，包括可再生能源、清洁技术、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等。通过合作，一带一路国家可以共同

分享技术、经验和资源，推动绿色发展项目的实施和推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些绿色金融机制

的应用对于一带一路国家的绿色发展具有多重益处。首先，它们为可持续发展项目提供了资金来源，解

决了项目实施中的融资难题。其次，这些机制可以吸引国内外投资者的关注和参与，促进资本流动和技

术转移。此外，绿色金融机制的应用还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国家的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建设，培育绿

色金融产品和服务，提高金融体系对绿色发展的支持能力[10]。然而，要有效利用绿色金融机制，一带一

路国家需要加强政策支持、建立监管框架和加强信息披露。同时，国际合作也至关重要，包括与国际金

融机构、投资者和技术合作伙伴的合作，共同推动绿色金融机制的发展和应用。 
总结而言，绿色金融机制在一带一路国家的绿色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绿色债券发行、绿色基金

设立和绿色投资项目合作等机制为一带一路国家绿色金融机制在一带一路国家绿色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 

3.4. 环境合作和跨国界治理 

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环境合作和环境治理能力建设对于解决跨国界环境问题至关重要。一带一路国家

可以建立政策协调和合作机制，以推动环境合作[11]。这些机制可以促进国家之间的信息共享、经验交流

和最佳实践的分享。通过定期举行高层会议、研讨会和专家论坛，国家可以共同制定环境保护目标和政

策，协商解决跨国界环境问题。一带一路国家在技术转移和合作方面，特别是在环境治理和可再生能源

领域。技术转移可以通过共享先进环保技术、培训人员和建立合作研发项目来实现。这将有助于提升一

带一路国家的环境治理能力，推动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减少污染物排放和资源浪费。一带一路国家

可以加强跨国界环境监测和数据共享。建立监测网络和数据共享平台，有助于实时监测环境状况，共同

应对大气污染、水资源管理和生态保护等重要环境问题。共享数据可以提供决策支持和科学依据，促进

跨国界环境问题的解决。 
因此，一带一路国家之间应注重环境合作和环境治理能力建设，以此解决跨国界环境问题。通过政

策协调、技术转移、数据共享、资金支持和法律框架建设，国家可以共同应对大气污染治理、水资源管

理和生态保护等重要环境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4. 政策建议 

4.1. 加强合作机制 

建立并加强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绿色发展合作机制。这可以包括定期召开高层会议、建立工作组或专

门机构，以促进政策对话、经验分享和合作项目的开展。合作机制应该涵盖各个领域，如清洁能源、环

境保护、可持续交通和可再生资源利用等。为了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合作，可以通过国家领导人

的高层互访，引领和加强政府间合作，定期举行双边或多边会谈，以加强相互理解和政治互信。推动多

层次的政策交流和对话机制，如定期举行的高层对话、研讨会和工作组会议，以讨论经济发展战略和对

策，共同制定合作规划和措施。通过签署合作文件，如谅解备忘录、合作协议等，明确合作原则和方向，

建立和完善合作机制。至 2022 年 4 月，中国已与 149 个国家签署了 200 多份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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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助于各国协调立场和政策，推动项目落地。共同推进绿色丝绸之路建设，加强在绿色能源、绿色交

通、绿色产业等领域的合作，促进绿色技术和标准的共享，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 

4.2. 加强绿色发展 

增加对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这包括发展清洁能源项目(如风能和太阳能发电)、推广可持续交通

(如轨道交通和电动车辆)和改善城市环境(如城市绿地和污水处理设施)。通过增加绿色基础设施投资，可

以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加强一带一路国家间可持续能源合作，特别是在可再

生能源领域。这可以包括跨国电力交易、能源互联网建设和共享清洁能源技术。通过促进可持续能源的

发展和利用，可以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降低碳排放并推动能源转型。支持一带一路国家推动绿色城

市发展。这可以包括促进可持续城市规划和建设、提高城市环境管理能力、推广低碳交通和改善城市空

气质量等。绿色城市发展可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减少环境污染，促进资源有效利用[12]。 

4.3. 促进可持续投资和金融支持 

鼓励可持续发展的投资和金融支持。政府可以制定激励政策，如提供税收优惠和贷款利率优惠，以

吸引私人部门参与绿色项目的投资。同时，建立绿色金融机构和基金，为可持续发展项目提供融资支持。

通过多边和双边机制，如东盟与中日韩(10 + 3)财金合作机制、东亚及太平洋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

(EMEAP)等，加强金融政策沟通和协调。中国人民银行与多国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

协议，促进本币结算和投资，减少汇率风险，增强金融稳定性。加快金融市场制度型对外开放，鼓励企

业和金融机构通过股权、债权等多种形式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建设，推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联通。在政

府引导、市场主导和创新式投融资等三大类至少 15 种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如绿

色金融、丝路基金等，以满足不同领域和项目的融资需求。 

4.4. 推动绿色技术合作和转移 

加强绿色技术合作和转移，特别是对一带一路中的发展中国家。这可以通过建立技术创新中心、提

供技术培训和知识共享平台来实现。同时，鼓励企业和研究机构之间的技术合作和合作研发项目，加速

绿色技术的推广和应用[13]。鼓励绿色创新和研发，推动可持续技术和解决方案的发展。政府可以提供创

新基金和奖励计划，支持绿色科技企业和创新项目。同时，加强学术界与产业界的合作，促进科技成果

的转化和应用。通过双边和多边平台，如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推动绿色技术合作政策的沟通与

规划，确立合作方向和目标。鼓励科研机构和企业在绿色技术领域进行共同研发，促进技术成果的转移

和应用，如中匈技术转移中心推动的中匈绿色技术合作。开展绿色技术相关的培训和能力建设项目，提

高沿线国家人员在绿色技术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动绿色项目和示范工程的建设，

如重庆彩云湖污水处理厂使用匈牙利 FCR 污水处理技术，成为中匈绿色技术合作的代表性项目。 
建立和深化国际合作平台，如一带一路绿色创新大会，为绿色技术的交流和合作提供平台。 

4.5. 加强生态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一带一路地区拥有许多珍贵的生态系统和物种，但也面临着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

退化的挑战。通过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措施，可以保护这些宝贵的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并为

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应将生态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核心考虑。

这可以通过建立生态保护区、推行可持续土地利用和森林管理、采取环境友好型农业实践等方式来实现。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确保沿线国家制定和实施环保法律

法规，要求项目在规划、设计和执行过程中遵循环保原则，减少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推动沿线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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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工作，如治理土地退化、恢复湿地、保护森林等，以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

功能。制定和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计划，如建立自然保护区、迁地保护、恢复关键物种的栖息地等，以

保护沿线国家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加强环境监测能力建设，对沿线的生态环境进行定期监测

和评估，确保及时发现和解决环境问题。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对因项目实施而受到影响的社区和生态系

统提供补偿，以维护生态平衡。在一带一路项目的审批和实施过程中，严格评估项目的环境影响，对可

能造成重大生态影响的项目实行严格的监管。 
可持续发展在未来的重要性不可忽视。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资源压力、环境破坏和

气候变化等问题越发突出。可持续发展旨在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以满足当前需求而不损

害未来世代的需求。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注重可持续发展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并确

保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利用，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具有巨大的前景，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构建绿色、低碳、环保的未来提供了重要机遇。中国在一带一路发展中发挥着关键

作用。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和主要推动者，致力于推动绿色发展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参

与国家得到落实。中国积极推动清洁能源开发和应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可持

续农业和食品安全等方面的合作，为一带一路地区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技术支持。中国还通过加强国际

合作、推动政策对接和资源共享等方式，促进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合作。中国的积

极作用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地区实现绿色转型，为地区的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提供坚实基础，

同时也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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