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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我们要对传统产业进行大规模
技术改造，努力吸收全球先进生产要素，尤其
是吸收先进的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技术资
本，积极构建面向绿色消费的全球产业链；要
通过绿色制造关键工艺和装备的创新应用，
制定一批绿色关键工艺标准，提升重大装备
自主保障能力，形成绿色制造的技术体系和
自主创新能力；通过开展绿色制造的共性技
术、绿色设计技术、绿色生产工艺技术、绿色
回收处理与再制造技术等研究，实施具有示
范作用的绿色制造应用工程，为跨越绿色贸
易壁垒和培育新兴产业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协作，以供应链延
伸为纽带,组建产业创新联合体，推进绿色制
造的系统化集成化发展。中国建材集团通过
大力推进水泥、玻璃等传统建材领域的创新，
发展新型建材、新型房屋和新能源材料，已经
形成了一个兼具制造、产品、服务、供应和厂
区于一体的绿色制造体系，倾力打造的绿色
小镇受到全球用户的喜爱，这些成功经验和
先进做法非常值得广大企业学习借鉴。

二、努力将可持续发展贯彻
到对外投资建设当中

从2015年开始，中国成为资本净输出
国，2016年累计实现对外投资1700多亿美
元，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中国企业的行

为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影响。特别值得指出的
是，中国首倡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世
界各国共同受益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3年
多来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参与和
响应，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合
作协议。截至2016年年底，我国企业已经在
多个沿线国家（36个）累计投入242亿美元，
为东道国创造了大量税收和就业岗位。“一带
一路”不仅仅要解决中国自身发展的问题，更
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进一步扩大开放，
推动国际间新型的发展合作，纠正世界发展
不平衡的重要发展战略。由于沿线国家大多
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难度非常大。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心理
准备，在对外投资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中
坚持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用最大的诚意与
努力造福沿线各国人民。一方面要坚持理性
投资，避免贸然突进，选择有意义、有利润、可
持续的投资项目循序渐进，稳步发展；另一方
面，要将绿色发展的理念扩展到国际市场，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
区等示范项目，加强绿色低碳技术、装备与产
业等方面合作，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和担当，推
动沿线国家提升可持续发展水平。

三、持续深入推进结构调整

结构性失衡是当前影响我国可持续发

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产能过剩是这一问题
方面的突出表现。采取资产重组、产权转
让、关闭破产等方式对过剩产能予以处置，
是当前结构调整的迫切任务。2016年，我
国提前超额完成全年压减粗钢产能4500万
吨、退出煤炭产能 2.5 亿吨以上的任务目
标。宝钢、武钢实施联合重组成立宝武钢铁
集团有限公司，打造钢铁领域世界级的技术
创新、产业投资和资本运营平台；一批违法
违规、落后产能依法关闭退出；违法违规建
设生产、超能力生产得到有效遏制；钢铁煤
炭行业生产经营状况整体好转。2017年是
深化结构调整的关键之年，化解产能过剩的
任务比上年更加艰巨，广大企业必须认清形
势的严峻性和紧迫性，要充分认识化解产能
过剩是优化产业结构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
手段，严格项目管理，依法依规全面清理违
规在建和建成项目；切实落实好新环保法，
加大环保设施投入；加速淘汰能耗水平高、
污染排放量大、产品附加值低的落后产能；
用自身的实际行动推动行业发展环境持续
向好。

四、主动适应和把握新规则

“十三五”规划将绿色发展作为指导全
局发展的一个重要理念，政府相关部门制
定了工业绿色发展规划、绿色制造体系建

设、生产责任延伸制度等一系列加快推动
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越来越细、越来越
实。2015年12月，气候变化巴黎大会达成
《巴黎协定》，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
化行动作出安排，将加速世界经济向低碳
转型，也将使我国经济转型更加紧迫。企
业必须主动把握不断出台的国际国内绿色
发展新规则，要积极联合社会各界的力量，
针对重点难点环节组织技术攻关，在新性
能新标准实施的过程中积极发挥作用。中
兴通讯以精益生产为基础、绿色制造为手
段，积极改造能耗大、环境不友好型生产模
式，在产业链关键环节主动提升标准，为落
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提供了可靠的保
障。兵器工业集团积极推广绿色产品，建
设企业绿色示范工厂、试点绿色工业园区，
构建了立体化的绿色标准体系。广大企业
应该以他们为榜样，努力加强相关基础领
域的研发积累，在新规则、新规范的变化过
程中抢抓主动权。

实现可持续发展既是我们的理想和追
求，也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途径
和抓手。我们期待更多的中国企业牢固树
立和贯彻新的发展理念，切实承担起主体责
任，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在可持续发展中贡
献中国智慧，展现中国力量，与世界各国企
业共同努力，不断将世界可持续发展事业推
上新的台阶。

2017年4月20日，中国可持续

发展工商理事会（CBCSD）在北京

召开了以“全球经济治理与可持续

发展”为主题的第十三届可持续发

展新趋势报告会。来自CBCSD理

事、会员企业和工商业、政府、学界

及社会组织的140余位高层领导、

专家和代表出席了会议。中国企

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王

忠禹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企业

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

长兼理事长朱宏任主持会议。

王忠禹在致辞中强调，推动可

持续发展，一方面应着力解决好国

内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

不可持续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另一

方面要放眼全球，用可持续发展的

实际行动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为改善全球治理做出应有的贡献。

他建议企业要积极构建面向绿色消

费的全球产业链；努力将可持续发

展贯彻到对外投资建设当中；持续

深入推进结构调整；主动适应和把

握新规则。王忠禹强调，中国企业

要切实承担起主体责任，脚踏实地、

埋头苦干，在可持续发展中贡献中

国智慧，展现中国力量，与世界各国

企业共同努力，不断将世界可持续

发展事业推上新的台阶。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

合作司司长苏伟在会上做了重要

讲话，对 CBCSD 和工商企业在经

济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建设中如

何贡献力量、把握机遇提供了建议

和思路。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

事会（WBCSD）会长兼 CEO 贝德

凯（Peter BAKKER）为大会发来祝

贺视频，认为中国的全球领导力日

益彰显，加强与中国在内的全球协

作将是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必由之路。

本次会议共分为三个专题，分

别为“更有活力、更加包容、可持续

的经济全球化”，“2030年可持续发

展目标和行动”以及“CEO对话：更

好的商业、更好的世界”。

在“更有活力、更加包容、可持

续的经济全球化”专题中，清华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中国与

全球化智库理事长、国务院参事王

辉耀分别从区域发展、国际责任、

对外合作等角度，解读了当前我国

在推进可持续的经济全球化方面

的战略和行动，展示了经济全球化

的最新发展趋势，鼓励工商企业积

极参与，在促进全球经济、社会的

健康与稳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下转第六版）

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CBCSD)成

立于 2003 年 10 月，是国家民政部批准注册的

由多家国内外企业组成的全国组织。CBCSD

现有会员企业 66 家，涵盖了世界 500 强企业、

在可持续发展领域表现突出的中、外跨国企业

及民营企业。几年来，CBCSD 积极开展了关

注领域的项目活动，在能源与气候变化、健康·

安全·环境项目（HSE）、企业社会责任和可持

续发展报告等标志性项目领域形成了CBCSD

的特色，得到政府、工商界和社会的高度重视

和认可。CBCSD 积极开展与美国、欧盟等其

他国家或地区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的交流，

促进更多中国企业成为可持续发展践行者和

领先者。

第十三届可持续发展新趋势报告会在京召开，王忠禹出席会议并致辞，朱宏任主持会议，王基铭作总结发言

本报记者 王敏

第十三届可持续发展新趋势
报告会现场

▲

▲中国企联常务副会长兼理事
长朱宏任主持会议

（一、二版图片由本报记者林瑞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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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是

一家由 200 家倡导可持续发展的跨国公司

CEO 领导的全球性组织，致力于充分发挥商

业领袖的领导力，加速企业、社会和环境的可

持续发展进程。WBCSD 为会员公司提供了

一个平台，这些会员来自不同行业，覆盖所有

大洲，总计有1900万雇员、销售收入8.5万多亿

美元；企业在这个平台上分享可持续发展相关

的最佳实践并开发创新工具，从而改变现状。

同时，WBCSD还有70家各国或地区性工商理

事会以及合作组织，其中大部分位于发展中国

家。中国石化、中国宝武钢铁集团、国家电网

公司、中国建筑材料集团都是 WBCSD 的理事

单位。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

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CBCSD)

中外政商学界献策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