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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健枝 

香港中文大学环

境、能源及可持续

发展研究所教授 

中国参与创建世界可持续新秩序的可能途径 

5 年前中国被认为造成污染的原因，但现在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很好的

伙伴致力于解决这样的问题，5 年之间中国已经准备好领导这方面工

作，希望能够改进全球环境。这说是一个挑战，中国的发展道路与背

景跟其他国家有很大区别，我们必须要理解其他国家，知道我们应该

做什么，还需要做到利益共享，我们不仅仅要关注基础设施，我知道

我们需要大的小的基础设施都需要，除了基础设施以外，我们还需要

适当的政策，需要适当的一些政策或者说是方法，我们需要很好的治

理。 

 

 

Yehua Dennis Wei 

犹他大学教授 

城市化，城市扩张和空间分异 

从三重转换的框架角度，关注城市化的发展以及我们土地之间的关

系。中国土地供应跟房屋供应并不是完全同样的，在城市的扩张之中

出现了很多的一些道路还有广场，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公共设施，还有

工业行业的一些扩张。居住区的土地开发的发展速度是落后于其他类

型行业的发展的，到在一些沿海地区情况尤其是如此，也许在某些地

区比如说在大城市他们的土地供应是不足的。 

 

 

诸大建 

同济大学公共管

理系教授、系主任 

中国绿色发展的关键问题 

中国绿色发展中，经济指标、社会指标、环境指标，这三者不是并列

关系，是包含关系，环境最大，社会是第二，经济是最小的。今天的

战略规划应该用回溯性的方法，而不是较主流的外推型方法。我们应

设计减少人均的规划。 

 

 

戴星翼 

复旦大学环境科

学与工程系教授 

生态文明的核心是发展方式的优化 

认清生态文明的本质，以雄安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为例，现在的发展

模式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之间是对抗对抗关系，我们可能会打着生态

文明的旗号反环境反绿色，要考虑清其中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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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l 

Ravenscroft 

布莱顿大学教授 

从先驱到生态商务：生态文明建设中农业社区的角色 

生态农业发展趋势是农业生产的地方越来越靠近城市或者市郊，即与

城市越来越接近了。政府的支持也是确保我们的一些先行的发展模式

进行下去的原因。 

 

 

Jørgen Vilhelm 

Delman 

哥本哈根大学教

授 

 

 

陈诗一           

复旦大学经济学

院教授、副院长 

 

 

胡涛 

世界自然基金（美

国）中国项目主任 

环保部政策研究

中心研究院 

生态文明和绿色城市治理的挑战 

中国有很多政策，有很多法律框架，但是实际上的实际效果却并不良

好，本质是增长与绿色之间的发展矛盾。以杭州为例，我们现在有了

一套新的政策叫做生态保护红线，我认为这种终身追究制，是非常有

利的一种措施。 

 

 

雾霾治理、能源结构与经济增长——对山东能源发展的启示 

以数学方法结合中国能源结构及环境因素，建立了回归模型，分析山

东能源未来发展趋势与改革的方向。 

 

 

通过绿色贸易实现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的目标 

1.与贸易相关的一些新兴环境问题，中国的贸易在大幅度价值量顺差

的同时我们有很大的环境的逆差，我们的环境由于这种贸易其实是贡

献于我们的污染物排放变的越来越差。 

2.绿色贸易是绿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投资生产贸易消费都

是绿色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对绿色发展有贡献，我们需要对绿色

投资和贸易同样要给予一定的关注，经济发展方式和贸易发展方式都

要转型。 

3.转变贸易发展方式，促进绿色贸易。发展是我们目前供给侧改革的

重要任务，绿色贸易同样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任务，我们需要资源合

理的配置，把环境的要素有机的进行到供给侧改革里边。 

 

 

毕军 

南京大学环境学

院教授、前院长 

 

 

 

 

 

 

生态文明引导下环境发展与风险管理的目标与阶段性 

我们需要构建一个中国的环境风险管控政策体系框架，针对面临的三

类主要环境风险，包括突发性、慢性以及累积性事件，环境风险治理

体系以及目标和战略还有支撑措施以及风险交流四方面提出一些具

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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