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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愿景    

 

人类社会从农耕/游牧文明，到工业文明，特别是

进入后工业化、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商业文明

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极大繁荣，也对生态环境造成

了极大破坏。人类对环境资源的索取，已经接近

地球承载力的极限。人类对自然的每一次征服，

必将受到自然加倍的报复。生态和环境危机已经

成为当今世界诸多危机的根源和放大器。 

 

人类要想永续发展，必将从褐色经济走向绿色经

济，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人

类社会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不是选择之

一，而是必由之路。 

 

用生态文明的理念，来校正商业文明，用商业文

明的经验，来助催生态文明的愿景，让这两种文

明互为动力、互为支撑，推动人类社会在更高的

水平上实现良性发展、持续繁荣，创造更加美好

的生活和未来。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亡则文明亡。 

Eco-civi l izat ion  is  not  an opt ion;  i t  

is  the t rend and inev i tab le course of  

human society  development .  

  OUR VISION 



 

我们的使命 

生态文明论坛是一个非官方、国际性高端平台，致力于汇聚官产学媒

民及其他各界决策者开展交流与合作，传播生态文明理念，分享知识与经验

，促进政策的落实与完善，抓住绿色经济转型的机遇，应对生态安全的挑

战，形成国际、地区和行业议程，从而有助于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

会，推动人类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 

OUR MISSION 



 

生态文明论坛是中国首家 

 

以公益性基金会为支撑和运作、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际性论坛 

 

以绿色经济、生态安全、两型社会、文明互视和社会责任为核心主题的论坛 

 

汇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各利益攸关方的平台 

生态文明论坛 章新胜秘书长在主持论坛全会（左一） 

章新胜秘书长是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会长，曾任中国教育部副部长、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执行理事会主席 



 

我们的定位 

洞察趋势，直面挑战，抓住绿色发展的机遇 

 

 

 

生态文明论坛是： 

 

一个互动平台，分享真知灼见 

 

 

 

一个网络，吸纳来自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与会者 

 

 

 

一个思想实验室，网罗前沿思想和创新理念 

 

 

 

一个社区，汇集官产学媒民的决策者 

OUR POSITIONING 

照片： 

 

1. 生态文明论坛贵阳会议
2009年开幕式 

 

2. 全国政协副主席郑万通
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

成果展”听取讲解 

 

3. 教育引领绿色发展-
创新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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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进了解 

 

促进友谊 

 

建立互信 

 

寻求利益汇合点 

 

形成共识 

 

共商解决方案 

 

共建、共享、共生、共

赢 

照片： 

 

4. 生态文明论坛贵阳会议-
电视高峰论坛 

 

5. 20国集团研究中心秘书
长龙永图与贵阳市市委

书记李军在会后交流 

 

6. 英国前首相 Tony 
Blair与壹基金创始人李

连杰参加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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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社区和网络 

 

 

 

 

 

 

 

全球顾问委员会 

 

全球大学校长网络 

 

全球青年先锋网络 

 

国际议程理事会网络 

战略合作理事单位 

 

行业合作理事单位 

 

创新合作理事单位 

 

年度合作伙伴 

 

城市和新区绿色联盟 

 

OUR COMMUNITY & NETWORK 



 

我们的十大产品 

 

1 
夏季年会 

2 
国际高端峰会 

 

3 
城市新区峰会 

 

4 
产业峰会 

 

5 
议程理事峰会 

 

6 
研究报告 

 

7 
培训咨询 

 

8 
认证 

 

9 
刊物 

 

10 
网站 

 

  

 

  OUR TEN PRODUCTS 



 

欢迎与我们联系，并成为论坛的伙伴 

请email至partner@efglobal.org 

电话：+86 10 6808 0892 

传真：+86 10 6808 0862 

我们的伙伴 

 

我们认为：“企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城市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载体，新区是生态文明建设最前沿的探索者和

实践者。” 

企业伙伴 分为合作理事和年度合作伙伴。 

合作理事 

包括战略合作理事单位、行业合作理事单位和创新合作理事单位，他们是从合作伙

伴中精选出来的企业，高度认同生态文明论坛的事业，积极参与和支持它的发展，

并从中受益。 

 

战略合作理事单位 

全国性或者全球性的企业，在塑造行业和地区未来的过程中发挥着领导作用，其生

态文明理念和社会责任感得到政府、同行和公众的普遍认同。战略合作理事单位为

论坛提供长期性、基础性的物质、理念和网络支撑，并且在论坛中享受参会、品牌

推广以及其他论坛带来的增值权益。 

 

 

行业合作理事单位 

行业领军企业，在塑造行业未来的过程中发挥着领导作用，其生态文明理念和社会

责任感得到政府、同行和公众的普遍认同。行业合作理事单位为论坛提供必要的物

质、理念和网络支撑，同时享受论坛带来的相关权益。 

 

 

创新合作理事单位 

快速成长型企业或技术先锋企业，具有成为未来行业领导者、推动经济与社会变革

的潜力，其生态文明理念和社会责任感得到政府、同行和公众的认同。创新合作理

事单位为论坛提供一定的物质、理念和网络支撑，同时享受论坛带来的相关权益 

 

年度合作伙伴 

 

认同生态文明论坛价值，意识到生态文明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主动参与论

坛活动的企业。 

城市伙伴和新区伙伴 

认可和积极探索可持续发展方式的城市和新区，他们不仅能通过论坛分享和交流他

们的经验，更能结识志同道合的企业，获取前沿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和方法。城市和

新区伙伴将组成生态文明论坛的绿色联盟。 

  

 
 

OUR PARTNERS 



 13 

成为伙伴的八大理由 

1 洞察趋势 
众多成功企业家的共同经验是：不仅要低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正如中国古语所说：凡事预

则立，不预则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论坛恰恰为与会的企业决

策者提供了一个了解经济、政治和社会最新趋势和前沿动态的平台。 

 

2 掌握政策走向 
在论坛里不仅能聆听学者专家的政策解读，还将有机会与相关政策制定者进行互动与交流。 

 

3 提升核心竞争力和绿色品牌形象 
成为企业赢在下一步的关键。 

 

4 解决难题 
通过最佳案例展示、交流、分享经验和知识，提供解决相关领域难题的思路、启示甚至可能途

径。 

 

5 找到利益攸关方和志同道合者 
我们相信，利益攸关者和志同道合者是企业得以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论坛汇集了官产学媒民

等各界决策者，可以为企业快速和有针对性的打通脉络，建立合作网络。 

 

6 跨领域多学科的角度，利于创新思维 
当今社会是一个紧密联系高度流动的社会，无论企业、政府还是其他机构所面临的问题都是复

杂的。我们认为论坛的多学科跨领域的讨论与碰撞有助于为解决这些带来启发和思路。 

 

7 平等互动 
不论机构大小，无论来自哪一领域或界别，论坛始终致力于提供一个平等互动交流的平台。 

 

8 搭建国际桥梁 
是融入国际潮流、走向全国和全球的捷径。 

  

 



 

我们的缘起 

 

1971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人与生物圈”计划

，在研究过程中提出“生态城市”的概念，

这一崭新的城市概念和发展模式一经提出就

受到全球的广泛关注。 

1972年6月  

第一次国际环保大会“斯德哥尔摩”会议召

开，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1992年  

里约“地球峰会”，会议通过并发表了里约

环境和发展宣言，提出“21世纪议程”。大

会还确定了“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将世界各国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衔接起

来，共同面对生态恶化这一全球性的挑战。 

2007年  

中国“十七大”首次正式提出“建设生态文

明”，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2012年6月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峰会”，世

界各国领导人将再次聚集在里约热内卢，并

集中讨论两个主题：1）绿色经济在可持续发

展和消除贫困方面的作用；2）可持续发展的

体制框架。 

20 

20 

19 

19 

19 

19 

OUR ORI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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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  

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在美国问世

，标志着人类首次关注环境问题的著作。 

1972年  

环境保护运动的先驱组织罗马俱乐部给世界

的第一个报告《增长的极限》，给人类社会

的传统发展模式敲响了第一声警钟，从而掀

起了世界性的环境保护热潮。 

1988年  

贵州省主要领导提出要努力探索一条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并且提出了十二字方针：开发扶贫、生态建

设、人口控制，成为最早提出生态建设的地

区。 

1997年12月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国三次会议制

定《京都议定书》，并于2005年2月正式生效

，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

室气体排放。 

2009年  

第一届生态文明论坛贵阳会议成功举

办，在中国首次提出了“绿色经济” 

的概念，并以生态文明为焦点，立足

中国、面向世界，打造具有品牌效应

的国际性论坛。 

10年  

00年  

90年  

80年  

70年  

60年  
 



 

 

 

 

 

 

 

 

 

 

 

3届 

贵阳会议 
 

三届贵阳会议主题分别为： 

2009 | 发展绿色经济－我们共同的责任； 

2010 | 绿色发展－我们在行动； 

2011 | 通向生态文明的绿色变革－机遇和挑战。 

48场 

分论坛及活动 

历届会议紧紧围绕着生态文明建设这个大方向和目标，扣住绿色经济和发

展的主线，逐年深化，共组织约48场互动性分论坛。往届分论坛设有企业

家、碳汇、生态修复、绿色文明与媒体传播、跨国公司、科学、对话经济

学家、技术、高新产业金融、共建低碳生态城市、教育、UNESCO-

青年先锋圆桌会、人与生物圈等。 

52个 

焦点议题 

与会者共同探讨的议题涉及绿色变革、生态文明建设、城市低碳转型、企

业家战略、全球气候变化、森林碳汇、西部矿产开发、绿色文明与媒体传

播、能源危机、低碳技术、环境权益、生态城市规划、金融引领绿色生产

力等社会焦点、热点、难点议题。 

2367名 

参与者 

参会的部分知名人士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郑万通、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徐匡迪、人资环委主任张维庆、人资环委副主任王玉庆、国家发改委副主

任解振华、环保部部长周生贤、环保部副部长李干杰、住建部副部长仇保

兴、人资环委副主任中科院院士秦大河、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爱尔

兰前总理伯蒂·埃亨、20国集团研究中心秘书长龙永图、泰康人寿董事长

陈东升、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联合国政府

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原副主席莫汗·穆纳辛格等。 

103个 

政府部门及机构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国家发改委、科学技术部、环境保护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贵州省政府作为年会主办方给予大力支持，论坛年会

协办方为中国工程院、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气象学会、中国市长协会

及联合国相关机构，支持论坛年会的还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广东、江

苏、浙江、黑龙江、四川、云南、河北、安徽、陕西、厦门、青岛等在内

的省市区政府部门。 



 

 

 

 

 

 

 
 
 

 

 

242家 

企业参与 

国内外众多知名企业CEO对论坛年会给予充分肯定，参会商界嘉宾部分

来自：招商银行、泰康人寿、中国节能环保、思科、北京迪信通、韩华集

团、IBM、微软、可口可乐、中国投资、ADP、香港合和实业、保利集团

、贵州茅台、远大集团、江西塞维LDK、蒙牛、格力、华谊兄弟、甲骨文

、GE中国、苹果、施耐德电气、东芝中国、英特尔、飞利浦、3M、利丰

集团、美国自动数据处理、英国石油、康明斯、埃森哲、万通投资等。 

21个 

国际组织及其他 

往届三年的贵阳会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UND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气候组织(TCG)、联合国人居署(UNHabitat)、大自然保护协会(TNC)、

世界劳工组织(ILO)、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联合国亚太农业工

程与机械中心(UNAPCAEM)、世界银行(WorldBank)、国际地方环境行

动理事会(ICLEI)、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亚洲开发银行(ADB)等。 

63所 

国内外大学 

生态教育与研究是论坛持续关注的焦点话题，来参会的国内外著名大学包

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

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

坦福大学、康奈尔大学、华盛顿大学、 

英国剑桥大学、东安吉利亚大学、爱丁堡大学、日本东京大学、早稻田大

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瑞士洛桑理工大学、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等。 

89家 

新闻媒体 

生态文明论坛贵阳会议得到了世界一流媒体的青睐，参与论坛的部分传媒

包括：新华社、贵州日报、中视金桥、经济日报、21世纪经济报道、南方

周末、华文传媒、《领导者》杂志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头版进行了详

细报道，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晚间新闻、朝闻天下以及凤凰卫视均进行

了报道，新华网、新浪网则进行了全程直播。国外媒体，如美国CNN、

英国BBC、美国TIME为论坛做了专程采访。 

 

 



 

 

 

 

 

 

 

 

 

 

 

 

 

 

 

 

 

 

 

 

 

7 

8 



 

 

 

 

 

 

 

 

 

 

 

 

 

 

 

 

 

 

 

 

 

 

 

11 

照片: 

 

7.前UNDP驻华代表Khalid 

Malik、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陶斯亮

等参加生态城市分论坛 

 

8.金融时报社社长汪洋主持，招商

银行总行行长兼首席执行官马蔚华

等参加高新产业金融分论坛 

 

9.英国爱丁堡大学副校长、英国皇

家学会会员Geoffrey Boulton在 

会后与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城

市与区域规划系主任、北京大学发

展规划部副部长吕斌教授交流 

 

10.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副校长John 

W. Hepburn在会场与参会人员交流  

 

11.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陈东升、中国人民

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毛振华等在企

业家分论坛上对话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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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论坛秘书处 

中国北京市南礼士路66号 
建威大厦702A室 
邮编: 100045 
 
电话: +86 10 6808 0892 
传真: +86 10 6808 0862 
邮箱:info@efglobal.org 

 

 

Eco-Forum Global Secretariat 

Room 702A, Canway Building 
66 Nanlishi Road 
Beijing 100045, China 
 

Tel.:  +86 10 6808 0892 
Fax:  +86 10 6808 0862 
Email: info@efglobal.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