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 (IIED)

通 力 合 作
与中国一起建设一个更加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IIED 在中国   

成立于 1971 年的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 (IIED) 在可持续发展领

域是一个全球领先者。作为最早将环境与发展联系起来的组织之

一 ,IIED 致力于成为本领域内世界性的顶级政策研究机构 , 我们

进行大量的出版工作 , 并向政府、商业企业、国际发展机构提供

专业见解。  

中国不仅是进行可持续发展实验的理想平台 - 而且中国的经验可

以帮助正处于资源持续紧缺和环境加速变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

同时 , 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也可以帮助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更高

效地发展。  

本手册是 IIED 与中国相关项目的一个“缩影”, 并重点突出了我

们有志于开创的新工作领域。我们希望与更多的机构进行合作 ,

也随时欢迎您的想法与参与。 

我们的使命是 ,通过收集证据 ,采取行动以及对其他合
作伙伴的影响来建立一个更平等、更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伙伴关系是 IIED 开展工作的关键所在 :它使我们在全
球各地的工作日新月异并充满活力。通过与草根以及区
域性民间组织的密切合作 ,我们的研究与倡导得以与本
地现实情况息息相关并保持一致。



目标一 :
帮助中国应对自然资源紧缺

从水资源与森林资源的治理 , 到城市化与农业生产多样性

的减少 , 中国面临各式各样的自然资源挑战。但中国仍然

在尽量满足国际上日益增强的对食品、土地、纺织品、水

以及能源的需求。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广泛调查,评据而论,

平衡各需求方来改善机构、政策和法律框架 , 以便鼓励和

实现对自然资源的更合理、更持续性治理。  

我们的工作方向 : 

● 在农业上建设更强的局部控制和应变能

力 ,以便改善民生 ,抵御经济和生态的

冲击。 

● 通过培育森林社区来改善森林产品

与服务的可持续性。 

● 通过加强治理与创新的融资方式

来保护生物多样性。 

● 发展更清洁、更便利、

更有效和更有应变能力

的地方能源系统。  



中国要点 : 

● 与贵州农业科学院合作建

立低碳、有效利用资源的农业

系统。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功将对全

球食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也可以为其他

发展中国家提供宝贵经验。  

● 与中国科学院下属的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

心长期合作。在 2010 年共同出版《保护中

国西南边缘农民的传统知识 :遗传资源和习惯

法》,作者李劲松 ,宋一青。  

● 在粮农组织的领导下 ,与中国林业大学以

及其他森林联盟的合作伙伴一起开发支持中

小型森林企业发展的国际“工具包”。  

● 由福特基金会支持 ,在《中国环境与发展

评论》上展示中国研究者对中国与全球可持续

挑战的思考。  

● 与中国科学院下属的中国农业政策中心合

作 ,研究中国对非洲食品发展及农业部门建设

的参与。  

● 研究发展方式和参与方式的变革 ,突出中

国可以作为试验对象 ,可以试用新方法 ,以

及有效利用国际经验的独特能力。将发表在

2011 年第 62 期的《参与式学习与行动》的关

于中国的特刊上。  

● 在英国国际发展部资助下 ,与中国农业大

学合作进行流域研究 ,包括出版《中国流域服

务的付款 :市场与政府的作用》,李小云等著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 通过森林治理学习小组进行多国合作。森

林治理学习小组的目的在于将被森林治理边

缘化的人群与治理者联系起来 ,以便帮助双方

更好地工作。目前正在建立一个学习平台 ,以

便将非洲的政策研究者 ,有看法要发表的农民

以及他们的中国同行联系进来进行森林投资

相关事宜的研究。

IIED 在以下领域经验丰
富 :设计案例研究 ,探讨
用不同的方法进行商业
活动 ,以及将不同兴趣人
群联系起来以创造实际
的可持续发展成果。  



目标二 :
帮助中国演示致力于发展的气候变化政策

在全球努力建设应对气候变化缓解与适应的机构与投资

中 , 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需要实例、机制、模式来

为气候变化适应提供足够的资金 , 并保证碳市场向着有适

应能力 , 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实现一个

有效的、公平的全球机制来应对气候变化 , 并提供一个有

应变能力的低碳的未来。  

我们的工作方向 : 

● 保证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结果是公正的 ,并切

实履行。 

● 在弱势国家和弱势生态系统中 , 增强不同层次

的政府与公民社会的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 提高民众对气候变化、贫困以及可持续发展之

间关系的认识和理解能力。  



中国要点 : 

● 在 2009 年发表《对于大喜马拉雅地区洪涝

以及缺水的局部反应》,研究适应气候变化的

政策挑战 , 包括对云南生物多样性的案例研

究。  

● 在 2009 年和 2010 年召开的联合国气候会

议上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变化谈判人员进行

能力建设。  

● 研究如何将主流气候变化应对方式纳入地

方规划 ,此研究对于如何提高中国政府应对气

候变化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 对贫困国家相关政府领导、学校工作人员、

社区工作人员进行应对气候变化的培训。  

● 对畜牧业的总体经济价值进行研究 , 包括

比较用于食品的养殖和用于繁殖的养殖的成

本与受益 ,比较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旱地生态系

统和生态动态 ,此研究对于管理具有大量畜牧

业社区的中国旱地具有重要意义。  

● 连续四年对北京、重庆、广州、南京的记

者以及参与我们为期两周的“气候变化媒体伙

伴关系”项目报道的中国记者进行培训。 

在支持弱势群体参与气候谈判方面 ,IIED 展
示了独特的力量。  



目标三 :
帮助中国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中国的城市化进展迅速 , 从经济学角度看 , 这是一个巨大

的成功。但存在着很多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我们的目标是

和合作伙伴一起建设更好治理的、更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

以便更少地受到环境危害 , 同时 , 还能够提供安全庇护 ,

便捷服务 ,以及少量的生态脚印。  

我们的工作方向 : 

● 环境友好型城市。 

● 减少城市贫困。 

● 通过可以辅助地方发展的项目来使城市适应气候变化。 

● 通过促进人、水、废弃物以及食品的可持续性流动保证城

乡协调发展。  



中国要点 : 

● 在 2009 年出版《中国移民与小城镇 :权力

层次结构和资源配置》, 在 2010 年出版《移

民成为中国小城镇收入来源》, 作者李秉勤等。  

● 与北京师范大学和其他机构合作 , 在内蒙

古鄂尔多斯进行环境变化与城市化的案例研

究 ,将变化的动态 ,脆弱性 ,适应性和风险管

理综合起来。  

● 使用创新的反应地方现实情况的方法 ,在

世界范围内监测城市贫困化 ,包括中国的城市

贫困化。   

● 回顾中国的城市化趋势和政策 , 并将他们

与巴西、俄罗斯和印度进行比较。  

● 持续关注中国环境迁移政策的环保性影响。  

IIED 和具有创新性的地方从
业者一起寻求并实践不同的
方法 , 使城市化取得社会 ,
经济和环境上发展的多丰收。 



目标四 :
帮助中国建立负责任的市场

在过去几十年里 ,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出现 , 很多百姓的

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但除非市场经济结构明晰 , 并可实

现持续发展 , 否则这种改善不能持续。我们的目标是 , 通

过将市场结构、外部环境、能源、准入性以及操作规则结

合起来 ,帮助市场实现地方和全球层次上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的工作方向 : 

● 设计可以更好地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市场。 

● 采用可以降低贫困且环保的商业模式。 

● 量化环保市场的失误。 

● 在有利于环境保护、扶贫和可持续发展方

面进行投资。 

● 降低消费模式的不公平性。 

● 以经济杠杆实现气候变化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要点 : 

● 与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农业部在“市场的重

新治理”项目上进行合作 ,此项目主要研究企

业对于全球食品部门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影

响的关注。包括在北京召开题为“农产品市场

综合业务 :实例与行动”的会议。  

● 在博客‘南部国家 :为不公平世界的可持

续发展提供见解’上撰写“南南合作”中关于

援助和贸易的文章 ,这些文章对于中国作为全

球发展者的角色具有重要影响。   

● 研究市场如何向积极的环境变化和有效的

扶贫结果转变。 

● 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关于企业社会责

任的国际标准 ,此标准对于帮助中国建立负责

任的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 对具有‘贫困人群茶和咖啡证书’的中国

贫困农民的受益进行分析。  

● 持续关注包括肉类和水产养殖在内的中国

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 持续关注中国低碳发展的方法 ,对可再生

能源技术进行投资 ,支持分散的能源供应。

在 IIED, 我们通过致力于
转变市场规则和惯例 ,来
实现更公平的利益分配和
更好的环境管理 ,具体方
法包括协调企业、政府和
民间组织的行动。  





联系我们

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 (IIED) 
网址 : www.iied.org 
地址 : 英国 , 伦敦 , 恩斯利大街 3 号  
邮政编码 : WC1H 0DD  

电话 : +44 (0)20 7388 2117 
传真 : +44 (0)20 7388 2826 
电子邮件 : info@iied.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