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5卷 第 6期       2024 年 11 月
Journal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45  No.6              Nov.2024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路径研究

李思齐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主要路径有三条：中国政府的外宣性传播、学者的学术性传播和国

际组织的多边性传播。中国政府的外宣性传播主要通过政府职能部门、政策咨询机构和相关联盟、官方新闻媒体

等；学者的学术性传播路径主要包括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出版著作以及参加学术活动等；国际组织的多边

性传播更多是通过综合性国际组织、专业性国际组织机构和国际（区域性）发展援助机构传播。外宣性、学术性

和多边性传播路径构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立体化格局，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中

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持续关注。同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面临诸多挑战，需要进一步优化传播路

径和传播机制，以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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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

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

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

果 (1)。2018 年 5 月，党中央召开全国生态环境保护

大会，正式确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在我们这个 13 亿多人口的最大发展中国

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影响将是世界性的。”(2)

这种世界性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态危机成

为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生存性问题，在地缘政治

冲突和世界政治格局重塑背景下，中国致力于成为

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

者。二是在全球区域发展不平衡格局下，中国秉持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根本上破解了经济发展与环

境保护的矛盾难题，为人类应对危机提供了新的理

念引导和实践进路。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路
径之一：中国政府的外宣性传播路径 

中国政府的外宣性传播路径包括三个方面。一

是政府部门与国际各界就全球生态问题和双多边

环境治理进行的交流互鉴与合作，包括但不限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以下简称生态环境

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以下简称自然

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以下简称林草局）。 
二是政府相关部门和政策咨询机构面向国际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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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或合办的国际性合作平台及传播交流活动，包括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以下简称绿色联

盟）、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

国合会）、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以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等。三是中国的相关外事宣

传部门、官方新闻媒体等开展的对外传播。

（一）政府有关部门承担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国际传播的重要职责

生态环境部自 1990 年 6 月发布第一份环境公

报 (1) 以来，每年发布中英文版《中国环境状况公

报》，介绍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包括中国的大气环

境、水环境、海洋生态环境、土地生态环境和自

然生态环境等九个方面，通过翔实的数据支撑和

趋势分析展现了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的积

极行动和取得的卓越成效。生态环境部与全球多

个国家和地区召开的部长级会议以及双多边国际

合作交流，对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

播发挥了重要作用。2023 年，生态环境部部长黄

润秋分别同联合国大会主席克勒希·乔鲍（Csaba 
Kőrösi）、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Fatih 
Birol）、欧盟驻华大使和来自巴西等多个国家的政

府部门代表，就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等问

题进行深入交流。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赞赏中

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取

得的显著成效，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全球清洁能

源发展作出的贡献，并表示国际能源署愿进一步

加强与中方的合作交流，共同为应对全球气候变

化贡献力量 (2)。

自然资源部和林草局注重在开展自然资源领域

的对外交流合作和相关生态援外中传播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自然资源部和林草局皆设有国际合作

司，负责对外交流合作、开展相关重要国际活动以

及组织实施国际合作项目。2021 年，自然资源部

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合作，翻译出版了

《IUCN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全球标准》和《IUCN

(1) 《发布第一份中国环境状况公报》，https://www.mee.gov.cn/home/ztbd/2020/wdlchhcj_1/ggkf/202001/t20200109_758365.
shtml。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会见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https://www.mee.gov.cn/ywdt/hjywnews/202307/
t20230705_1035323.shtml。

(3)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全球标准中文版及中国实践典型案例发布》，https://www.mnr.gov.cn/dt/ywbb/202106/t20210624_2659274.
html。

(4) 齐敏：《我国申办联合国“海洋十年”海洋与气候协作中心纪实》，https://www.mnr.gov.cn/dt/hy/202206/t20220629_2740527.
html。

(5) 《林草国际合作推动全球生态治理》，https://www.forestry.gov.cn/main/5383/20221020/161536406408251.html。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全球标准使用指南》，结合中

国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与实践编写了《基于自

然的解决方案中国实践典型案例》。例如，贺兰山

生态保护修复、钱塘江源头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

保护修复和江西婺源乡村建设，等等 (3)。以上案例充

分展现了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中国生态

文明建设与国际理念、国际标准的有效结合。2022
年 6 月 22 日，由自然资源部牵头并联合中国相关

科研机构和国际合作组织共同申办的“联合国海洋

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十年（2021-2030）”（以下简

称“海洋十年”）海洋与气候协作中心正式获批 (4)，

成为联合国首批批复的 6 个“海洋十年”海洋与气

候协作中心之一。该中心的成功获批标志着中国在

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角色由参与者转向引领者，

促进了中国与国际社会共建人类生态文明的交流协

作。林草局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集中

在国际间的交流合作和生态援外等方面。林草局通

过与 59 个国家签署的 96 个部门间合作协议和 14
个政府间合作协议，在国际上构建了广泛的林草国

际合作关系，并与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开展长期交

流合作。例如，林草局建立的“中国—东盟林业合

作论坛”“大中亚地区林业部长级会议”等林草资

源区域合作机制，进一步发展了林草区域合作。在

中国国家援外部门的支持下，国家林草局 10 年间

面向亚太、非洲和拉美地区等 106 个发展中国家举

办了 148 期林业技术和管理人员培训班，通过传播

中国生态文明成功实践范例，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

中国经验。为更好地提升受援国自主绿色发展能

力，中国还向其提供了菌草、油茶、竹藤、防沙治

沙等领域的专项援助和支持 (5)。

（二）由政府有关部门和国内外机构主办或合办

的国际性合作平台及其开展的交流活动，为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国生态文明实践的国际传播提供

优质平台和有利契机

绿色联盟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与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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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共同发起成立，旨在凝聚“一带一路”国

家绿色发展共识、加快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绿色联盟围绕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绿色能源和能源系统、南南合作和可持续发展目

标、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及绿色转型等重要议题，搭

建了 10 个专题交流平台，供中国和国际机构围绕

上述议题开展系统研究。绿色联盟积极推动各种形

式的国际传播交流活动，例如，“一带一路”重点

国家绿色低碳转型合作对话、“一带一路”绿色发

展展望与行动交流会、绿色发展投融资合作伙伴关

系会议，等等。 
国合会是经中国政府批准、于 1992 年成立的

国际性政策咨询机构，受生态环境部指导和监督管

理。国合会作为国际性双向交流平台，承担促进中

国生态文明建设和推动完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双

重使命。一方面，国合会针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进程提供政策咨询、技术支持和经验示范；另一方

面，国合会关注中国和国际环境发展问题的全球演

变趋势，传播中国生态文明理念和环境保护实践

经验，积极与国际社会分享研究成果。2023 年 12
月，国合会与绿色联盟合作举办《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第 28 届缔约方会议（COP28）中国角

边会，会议主题为“加强绿色发展创新合作，共建

低碳、包容和韧性未来”。来自不同国家和研究领

域的多位政府官员与学者就绿色低碳产业、新型能

源体系建设、全球气候治理和“一带一路”合作机

遇等进行交流探讨。

此外，一些由中国政府部门主导的国际性传播

交流活动也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平

台和契机。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是我国以生态文

明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高端峰会，自 2009 年举

办以来，面向全球广泛传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经验。2023 年 7 月，生态文

明贵阳国际论坛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与实

践”为主题展开探讨交流。由中国政府主办的“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中国对外传播生态

文明理念和建设实践的窗口。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宣布，中国

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其中，第

(1) 习近平：《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 —— 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

的主旨演讲（2023年10月18日）》，http://www.gov.cn/gongbao/2023/issue_10786/202310/content_6912661.html。
(2) Xi Focus：China’s ‘green miracles’ highlight Xi’s vis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https://peoplesdaily.pdnews.cn/

china/er/30001469716.

四项“促进绿色发展”明确提出中国将持续深化与

共建国家在绿色基建、绿色能源和绿色交通等领域

的合作(1)。此次高峰论坛同时设置绿色发展高级别论

坛，来自 40 余个国家的 400 多人出席论坛。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通过外事宣传、官

方新闻媒体等对外传播

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围绕“两山”理

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全球环境治理等

话题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行多语种传播。《人

民日报》（英文版）（People’s Daily）《中国日报》

（China Daily）《环球时报》（英文版）和光明网

（英文版）等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行全方位的

持续报道。例如，2022 年 4 月 24 日，《人民日报》

（英文版）刊发题为《中国的“绿色奇迹”彰显 
习近平生态文明愿景》一文，介绍了在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指导下中国社会的全方位绿色转型成

果 (2)。此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列论著面向

全球公开发行，向世界各国传播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

综上所述，中国政府对外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传播主体包括政府

有关部门、政策咨询机构和相关联盟、官方新闻媒

体，等等。各传播主体相互协作，较为全面广泛地

传播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路
径之二：学者的学术性传播路径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国际学界的传播路径可

从三个维度进行梳理分析。一是中国学者就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关议题在

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以及出版外文著作；二是

国际学者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围绕相关议题发表论文

和出版著作；三是围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国

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开展一系列学术交流活动。 
（一）中国学者致力于中国生态文明的国际传

播交流，在国际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力

长期致力于中国生态文明的国际传播交流并具

有一定影响力的中国学者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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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委员、北京工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研究员潘家

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郇庆治、中国人

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云飞、苏州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教授方世南 (1)，等等。上述学者的学术

性传播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一方面，他们在相关

研究领域建树颇丰，学术观点受到高度认可；另一

方面，他们的外文论文和著作在国际相关文献中引

用率较高。中国学者相关外文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

介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探索社会

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讨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进程中的成功经验以及面临的挑战，等等。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还出版了一系列传播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外文专著或文集。例如，潘

家华的英译本著作《中国的环境治理与生态建设》

（China’s Environmental Governing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 

（China’s Global Vision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以及文集《美丽中国：新中国 70 年 70 人论生态文

明建设》（Beautiful China：70 Years Since 1949 and 
70 People’s Views on 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2)，	

围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重要论述和中国环境治理

实践经验进行探讨。收录于这一文集中的由方世南

撰写的《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永续发展观的价

值蕴涵》（On the Value Implications of the Outlook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1) 还有很多中国学者用外文撰写的关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研究成果引起关注 。例如，Zhihe Wang，Huili 
He，Meijun Fan.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ebate in China：the Role of Ecological Marxism and Constructive 
Postmodernism—Beyond the Predicament of Legislation，Monthly Review，2014（6）；Huajie Cai.The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Greening”of Capitalism and the Lessons From Fuzhou’s Socialist 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2021（3）；Qiang Li. Ecological Valuation and Promoting Green Behavior in the 
Process of 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Fuzhou City，China，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2021（3）.

(2) Jiahua Pan.China’s Environmental Governing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Heidelberg：Springer Berlin，2016；Jiahua 
Pan.China’s Global Vision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Singapore：Springer，2021；Jiahua Pan，Shiji Gao，Qingrui 
Li，et al.Beautiful China：70 Years Since 1949 and 70 People’s Views on 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Singapore：
Springer，2021.

(3) Shinan Fang.On the Value Implications of the Outlook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Beautiful China： 70 Years Since 1949 and 70 People’s Views on 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Singapore：Springer，2021：239-244.

(4) Yunfei Zhang，Na Li.Usher in a New Era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Progress，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7.

(5) Coraline Goron.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Political Limits of a Chinese Concept of Sustainability，China 
Perspectives，2018（4）：39-52；Coraline Goron.China’s Glob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in Thomas Meyer，José Luís de Sales Marques and Mario Telò （eds.），Towards a New 
Multilateralism，London：Routledge，2020：24.

Ecological Civilization），重点介绍了具有中国底色

的可持续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永续发展

观的价值蕴涵和实践意义 (3)。张云飞的英译本著作

《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Usher in a New 
Era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Progress）介绍了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过程和特征，讨论了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认为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其哲学基础上吸收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生态意蕴，是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历

史资源 (4)。

（二）国际学者对中国生态文明理论和建设实践

的关注构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重要维度

昆山杜克大学助理教授高丽娜（Coraline Gor-
on）认为，中国生态文明话语在全球多边环境治

理中具有一定影响力。她强调生态文明话语由早

期中国发展模式中的普遍性危机的代名词演变为 
习近平主席领导下的生态复兴的自信表述，集中体

现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

球生态治理理念中 (5)。此外，国际学者在相关著作中

肯定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意义，例如，美

籍俄裔作家安德烈·弗尔切克（André Vltchek）和

世界过程哲学家、美国生态文明研究院创始人小约

翰·柯布（John B. Cobb，Jr.）在访谈录《中国和生

态文明》（China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中，认

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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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 (1)。美国学者

撒万土（Salvatore Engel-Di Mauro）在《社会主义

国家对于生态社会主义未来的环境经验》（Socialist 
Sates and the Environment Lessons for Ecosocialist 
Futures）一书中揭示了国家社会主义在实现生态正

义中的巨大作用，认为应肯定国家社会主义在环

境治理中取得的成就，正是在此意义上，他将中

国称为“世界生态社会主义斗争的支点（Fulcrum 
of World Ecosocialist Struggles）”(2)。美国新泽西州

立罗格斯大学客座助理教授杰西·罗登比克（Jesse 
Rodenbiker）认为，中国虽然一直在相关技术和战

略方针上注重环境保护，但真正系统的生态文明建

设是从习近平主席领导开始的 (3)。

（三）国际社会围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中

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开展一系列学术交流活动

国际社会围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国生态

文明建设实践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的主导机构包括国

际性的生态文明研究组织和中国各高校的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克莱蒙生态文明国际论坛由

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主办，迄今已成功举

办 16 届，对传播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国际环

境治理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在 2023 年举办的第

16 届论坛上，来自 10 余个国家的 300 余位学者和

环保积极人士参会，超过 1 万名听众通过直播形式

参与。

综上所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性学术

传播已初具效应，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

2012 年开始，对习近平主席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论述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相关研究在国

际上逐渐增多，一些中文研究成果被系统性地翻译

成外文出版。分析近年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

相关研究成果可知，中国的政策文件和中国学者的

研究成果受到广泛关注。第二，中国学者学术成果

的国际传播对国际社会关注和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国际社会客观深入地研究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重要窗口，应进一步鼓

励和促进中国学者就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展国际

(1) Andre Vltchek，John B.Cobb，Jr.China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John B.Cobb，Jr. in conversation with Andre 
Vltchek，PT. Badak Merah Semesta，2019.

(2) Salvatore Engel-Di Mauro.Socialist Sates and the Environment Lessons for Ecosocialist Futures，London：Pluto 
Press，2021：144.

(3) Jesse Rodenbiker.Ecological States：Politics of Science and Nature in Urbanizing Chin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23.

化学术研究和交流。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路
径之三：国际组织的多边性传播路径 

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的重要路

径，国际组织依据不同职能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

综合性国际组织以及区域性国际组织，尤其以联合

国大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秘书处和联合国相关机构为代表；第二类

为专业性的国际组织和机构，例如，国际能源署、

国际竹藤组织等；第三类为国际及区域性发展援

助金融机构、基金会，包括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GEF）、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

作基金，等等。

（一）综合性国际组织为政府间对话合作提供

平台支持，侧重于推动特定政策的国际共识构建

在综合性国际组织中传播力较强的是联合国

大会、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和各国领导人气候峰

会。综合性国际组织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关注

和认可促进了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国际传播。例

如，2013 年 2 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 27 次理事

会通过了宣传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决定草案，标

志着中国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在国际社会得到进

一步认可和支持。2016 年 5 月，第二届联合国环

境大会（UNEA-2）发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向国际社会

系统介绍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原则、基本

理念和政策举 措。

以国际组织为重要传播平台，中国从三个方面

树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

引领者的形象。第一，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实现绿色

发展决心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2020 年，习近平

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

中明确指出，人类需要一场自我革命，中国将通过

更有力的政策和措施迈出决定性步伐，使“二氧化

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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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实现碳中和”(1)。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 
习近平主席再次提到中国会全力以赴地实现“双

碳”目标，并承诺“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

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2)。第二，

联合国大会是确立《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全球生态发展目标的

重要平台，中国是重要参与国。2016 年 1 月 1 日，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正式启动，中国全面启

动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工作并参加联合国首轮国别

自愿陈述。同时，作为当时二十国集团主席国，中

国推动二十国集团制定《二十国集团落实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

价 (3)。2023 年，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中国

向世界交出了落实这一议程的初步答卷。《中国落

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23）》对中

国关于可持续发展议程各项目标的进展状况、基本

经验、下一步工作等作出详细说明，不仅呈现了中

国落实各项目标的具体措施与行动，而且描绘了中

国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愿景 (4)。第三，1992 年，《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通过，

1994 年 3 月 21 日起对中国生效。2022 年，中国向

《公约》秘书处提交《中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目标

进展报告（2022）》，重点讲述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

顶层设计以及在重点领域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取得的

新进展 (5)。2023 年，中国与《公约》秘书处合作推

出《公约》中文版网站。《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

西蒙·斯蒂尔（Simon Stiell）表示：“气候变化是全

球性挑战，需要全球人人参与，尽其所能。中文是

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全球有超过 13 亿人以

中文为母语。网站中文版在《公约》秘书处和中文

使用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有助于气候多边进程

变得更加透明、包容和有效。”(6)

(1) 《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20/content_5549875.htm。

(2) 习近平：《坚定信心，共克时艰，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人民日报》，2021年9月22日。

(3) 《中方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https://www.gov.cn/xinwen/2016-10/13/content_5118514.htm。

(4)  《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23）》，http://infogate.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
dnzt_674981/qtzt/2030kcxfzyc_686343/zw/202310/P020231018366004072326.pdf。

(5) 《中方提交〈中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目标进展报告（2022）〉》，https://www.gov.cn/xinwen/2022-11/12/content_5726372.htm。

(6)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网站中文版上线》，https://unfccc.int/zh/news/lianheguoqihoubianhuakuangjiago
ngyuemishuchuwangzhanzhongwenbanshangxian。

(7) 《联合国气候变化迪拜大会（COP28）中国角活动日程发布》，http://www.ncsc.org.cn/zt/2023/202311/t20231125_1057268.
shtml。

(8)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http://www.xinhuanet.com/2021-04/22/c_1127363132.htm。

(9) 《国际能源署专家：中国在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域树立榜样》，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1/content_6928750.htm。

在第二十八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代

表团团长、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阐述了中国应

对气候变化的主张，呼吁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

应对。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举办“中国角”系列

活动，围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应对气候变

化政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绿色低碳发

展等主题举办了百余场边会活动 (7)。2021 年，习近平 
主席以视频方式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在题为《共

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讲话中重申

“双碳”承诺，表明中国始终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 (8)。

（二）专业性国际组织和机构以促进全球生态

发展为目标，制定规划、推广先进技术

专业性的国际组织以国际能源署、国际竹藤组

织为代表，一些国际会议和论坛也对全球生态发

展目标的实施展开讨论。国际能源署高级分析师海

米·巴哈尔（Heymi Bahar）表示，中国的可再生能

源产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不仅有利于

中国，而且有利于世界，中国取得的成就是“全世

界的榜样”(9)。成立于 1997 年的国际竹藤组织是第

一个总部设在中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也是全球唯

一专门致力于竹藤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机构。中国政

府与国际竹藤组织共同发布“以竹代塑”全球行动

计划（2023-2030），通过发挥竹子在代替塑料产

品方面的突出优势，应对全球环境治理领域突出的

塑料污染问题。

中国通过国际会议和论坛与世界各国交流、探

讨环境保护与治理经验。2017 年，中国承办《联

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大会

通过并发布《鄂尔多斯宣言》（以下简称《宣言》），

从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粮食安全

等角度强调了防治荒漠化的重要意义，同时，《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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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强调中国政府将通过经验共享、能力共建和示

范项目合作等方式支持“一带一路”防治荒漠化合

作机制的实际运行 (1)。此外，《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以“生态文明：共建

地球生命共同体”为主题。在 COP15 领导人峰会

上，习近平主席发表《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主旨讲话，提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与环

境协同共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地球家园，赢得

了国际社会广泛赞誉。自然资源保护协会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马尼什·巴普纳（Manish Bapna）认为：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宣布的举措将为应对全

球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危机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在增强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迈出关

键一步。”(2) 
（三）国际及区域性发展援助金融机构、基金

会通过向各国提供资金，支持与生态环境相关项目

的落地与实施

全球环境基金（GEF）始创于 1991 年，是关

于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

土地沙漠化的国际环境公约的资金机制。GEF 由

捐助国提供资金，以实现国际环境公约为目标，

向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提供资助。30 余年

来，中国以创始成员国、捐资国和受援国的身份

同全球环境基金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自 2019
年开始，中国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及两个议

定书核心预算的最大出资国 (3)。上述合作项目加强

了中国履行国际环境公约的能力，为推动中国的

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

中国通过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增强

其他发展中国家向绿色低碳发展转型、提升气候

适应力建设的能力。

综上所述，国际组织的多边性传播路径以综合

性国际组织为代表，侧重在多边场合通过全球环境

治理的热点议题凝聚共识。习近平主席关于全球生

态环境保护治理的重要思想和论述，展现了中国对

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卓越贡献。中国以专业性国际

组织机构和国际及区域性发展援助金融机构为支

持，进一步推动了全球生态环境保护治理领域建

设，促进了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施。

(1)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发布〈鄂尔多斯宣言〉》，https://www.gov.cn/xinwen/2017-09/16/
content_5225525.htm。

(2) 《综述：描绘人类高质量发展美丽图景 凝聚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强大合力——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在〈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http://www.news.cn/2021-10/13/c_1127954711.htm。

(3) 《综述：中国将积极引导“框架”目标落地》，http://www.news.cn/world/2022-12/21/c_1129224170.htm。

四、分析与启示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根据传播侧重

内容形成了三条主要传播路径：中国政府的外宣性

传播、学者的学术性传播和国际组织的多边性传

播。这三条路径的传播主体和传播内容虽有交互，

但传播侧重点和话语色彩并不相同。中国政府的外

宣性传播多带有政治话语色彩，以宣传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理论高度和现实意义为侧重；学者的学术

性传播以学术话语为表征，传播内容集中在对中国

生态文明话语和理念意涵的探讨；国际组织的多边

性传播通过带有外交色彩的话语在各种多边场合凝

聚共识，凸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贡献。

对比分析三条路径可知，由中国政府主导的外

宣性传播路径的突出特点在于其受众的全面性。政

府职能部门、政策咨询机构和相关联盟、官方新闻

媒体等多层次的传播主体，保证这一传播路径能够

覆盖最广泛的受众群体，包括但不限于国际政府机

构、社会组织和大众群体。同时，由于外宣性传播

路径可以依托政府机构和官方传媒平台，容易形成

一定的传播规模。因此，作为外宣性传播路径，应

充分考虑不同文化认知下话语解码和叙事方式的异

同，将宏大叙事与微观个例相结合，用微观多元的

柔性话语传播中国经验，营造聆听中国故事的良好

氛围。

学者的学术性传播路径的突出特点是传播受众

较为集中、传播话语较为中性。学术传播受众多为

具有一定学术理论素养的学者，传播内容多围绕学

界共同关注的议题展开，易形成良性的多向传播。

学术话语的淡政治和浓学理色彩，使其相较政治话

语和外交话语更易于进行有效的国际传播和交流。

就传播内容而言，现阶段，国内外学者的学术性传

播虽有重合，但研究重点并不完全相同。国际学界

的关注重点集中于对中国生态文明概念的溯源和话

语意涵的分析，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成功经

验的系统性研究较少。值得注意的是，学者的学术

性传播路径缺少具备聚合效应的传播平台，应进一

步扩展国际间学术性交流活动的深度和广度。基于

此，要加强对学术性传播路径的资源倾斜和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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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传播平台。

相较前两条路径，国际组织的多边性传播的主

体和受众主要是国家机构和国际组织，其优势在

于传播主体拥有较强的话语权和实践能力，是促进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际传播和获得国际认可的重

要路径，也是提升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领域国际地

位的重要渠道。国际组织的多边性传播主要围绕中

国的环境治理话语和实践经验对世界的意义与贡献

等议题，多边性传播路径包括多种国际会议和论坛

等平台。未来可在中国主办或主导的语境中通过议

程设置，加大国际社会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中

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关注力度，从而实现精准化

的国际传播。

综上所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依

托的三条主要传播路径形成了立体化的传播格局，

即多元化传播者和多层次传播内容，取得了良好的

传播效果，集中体现在国际社会对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高度关注，充分体

现了中国对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和传播中国声音的战

略支持和资源投入。同时也应看到，在地缘政治冲

突和世界政治格局动荡背景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的国际传播仍面临不容忽视的挑战，应进一步对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国际传播路径进行系统性、

学理性和有效性分析，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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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athways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main types ：external communication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academic communication by scholars，and multilateral 
communication b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Governmental external communication primarily involves government functional 
departments，policy advisory bodies，relevant alliances，and official news media. Academic communication by scholars mainly 
includes paper published i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journals，published books，and academic activities. Multilateral communication 
b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ccurs mainly through comprehensiv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specialize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and international（regional）development aid agencies. Together，these pathways form a three-dimensional framework 
for the global communication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reflect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ongoing attention to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rogress. Meanwhile，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aces numerous challenges，necessitating further 
optim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pathways and mechanisms to effectively tell China’s stories through a Chinese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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