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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欧盟绿色新政»被视为欧盟绿色转型的总体政策框架ꎬ其中提出了多项与贸易相关的环境政策ꎬ既包括与贸易

环节直接相关的进口标准、经济手段、信息手段ꎬ也包括将会对国际环境与贸易规则产生影响的政策ꎮ 欧盟与贸易相关

的环境政策具有管控环节多、涉及行业和产品广、不断加严及拥有全球影响力的特点ꎬ可为我国更好地推动绿色转型工

作提供重要启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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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１４ 项具体提案、战略或计划包括:推出«欧盟绿色新政投资计划»和«公正转型机制»ꎻ提交«欧洲气候法»提案ꎬ确保欧盟在 ２０５０ 年实

现气候中和ꎻ通过«欧洲工业战略»ꎬ打造面向未来的经济ꎻ提出以资源可持续利用为重点的«循环经济行动计划»ꎻ推出«从农场到餐桌

战略»ꎬ促进欧盟粮食系统的可持续转变发展ꎻ推出«欧盟 ２０３０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ꎬ以保护地球上脆弱的自然资源ꎻ推出«欧盟能源系

统一体化及氢能战略»ꎬ推动实现能源部门的减碳、高效及一体化发展ꎻ推出«２０３０ 气候目标计划»ꎬ将欧盟 ２０３０ 年气候目标提升为在

１９９０ 年基础上至少减排 ５５％ꎻ推出«革新浪潮»战略进一步绿化欧盟建筑业ꎻ推出«甲烷战略»以减少能源、农业和废弃物处理领域的

甲烷排放ꎻ推出«化学品战略»以建立可持续的无毒环境ꎻ推出«离岸可再生能源战略»ꎬ进一步发展离岸清洁能源ꎻ出台«欧洲气候公

约»ꎬ推动各利益相关方参与应对气候变化ꎮ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ｉｎｆｏ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２０１９－２０２４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ｇｒｅｅｎ－ｄｅａｌ＿ｅｎ＃ｔｉｍｅｌｉｎｅ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出台的«欧盟绿色新政»提出欧

盟“２０５０ 年实现气候中和” “将 ２０３０ 年的减排目

标提高到 ５０％ꎬ力争 ５５％”的气候雄心[１]ꎮ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ꎬ欧盟出台«２０３０ 气候目标计划»ꎬ进一步将

欧盟 ２０３０ 年气候目标提升为在 １９９０ 年基础上至

少减排 ５５％ꎮ «欧盟绿色新政»及其一揽子计划

将实现上述气候目标明确作为欧盟未来的增长

战略ꎬ要求欧盟以此为抓手制定所有的社会经

济计划ꎮ 与贸易相关的环境政策作为重要手段

之一ꎬ在«欧盟绿色新政»所涉的气候、工业、食
品、污染、生物多样性等多个领域推动欧盟绿色

转型ꎮ 欧盟与贸易相关的环境政策管控的环节

多、涉及的行业和产品广且不断加严ꎬ并具有全

球影响力ꎮ 因此ꎬ开展«欧盟绿色新政»与贸易

相关的环境政策经验研究对我国绿色转型具有

重要意义ꎮ

１　 «欧盟绿色新政»中与贸易相关的环境

政策

　 　 «欧盟绿色新政»框架下大部分提案、战略或

计划中涉及与贸易相关的环境政策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ꎬ欧盟已相继推出 １４ 项具体提案、战略或计

划①ꎮ 除聚焦欧盟区域内建筑业转型的«革新浪

潮»及为推动各利益相关方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

倡议型文件«欧洲气候公约»外ꎬ«欧盟绿色新政»
及已推出的其他 １２ 个文件中均涉及与贸易相关

的环境政策ꎮ 其中«欧洲工业战略» [２] «循环经济

行动计划» [３] 包含的环境政策与贸易关联度最

高ꎮ «欧洲工业战略»使用近 １ / ３ 的篇幅描绘支

持实现气候中和、建设循环经济等相关工业发展

蓝图以及落地方案ꎬ将会影响相关行业的国际

贸易ꎮ «循环经济行动计划»提出的关键政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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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ꎬ约一半属于产品政策ꎬ将会影响相关产品

的国际贸易ꎮ
对«欧盟绿色新政»及其配套文件提出的贸

易相关环境政策进行梳理和分析后ꎬ可以将这些

环境政策分为两类:一类是与贸易环节直接相关的

政策ꎬ另一类是对国际贸易规则产生影响的政策ꎮ

１ １　 «欧盟绿色新政»提出的与贸易环节直接相

关的环境政策

«欧盟绿色新政»及其配套文件提出 １０ 项与

贸易环节直接相关的具体环境政策(表 １)ꎮ 按照

政策手段的类型划分ꎬ这些环境政策可分为进口

标准、经济手段和信息手段ꎮ
表 １　 «欧盟绿色新政»及已出台文件中与贸易相关的环境政策

类别 环境政策 相关法案 / 战略 所涉领域

进口标准 １.动物来源产品须满足严格的抗生素使用要求

２.强制使用数字化捕捞证明以防止非法鱼类产品进入欧盟市场

３.加严管控与森林滥砍滥伐或森林退化有关的产品进口ꎬ并促进森林友

好型产品的进口

４.对电子产品、汽车、包装、塑料、纺织品等关键产品的可持续性提出要求

５.严格对进口化学品的审查

１.«欧盟绿色新政»

２.«欧盟工业战略»

３.«循环经济行动计划»

４.«从农场到餐桌战略»[４]

５.«化学品战略» [５]

气候、 工 业、 食

品、污染、生物多

样性、交通

经济手段 针对选定行业提出碳边境调节税 １.«欧盟绿色新政»

２.欧洲«气候法»

３.«２０３０ 气候目标计划»

气候、交通、金融

信息手段 １.向消费者提供产品生命周期以及维修服务、备件和维修手册可获得性

等信息

２.提议企业公布产品环境足迹

３.要求企业和金融机构强化气候和环境信息披露

４.修订«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的法规» (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ꎬ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ꎬＲＥＡＣＨ)ꎬ要求标明其

所含全部致癌物的种类

１.«欧盟绿色新政»

２.«从农场到餐桌战略»

３.«循环经济行动计划»

４.«化学品战略»

食品、工业

　 　 数据来源:整理欧盟网站资料所得

１ １ １　 加严多项进口标准

提高外国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标准可直接影

响贸易ꎮ 在进口标准方面ꎬ«欧盟绿色新政»提出

５ 项政策ꎮ 一是针对动物来源产品提高进口标

准ꎮ 为了应对耐药性的全球威胁ꎬ进口到欧盟的

动物来源产品必须遵守新近议定的兽药产品法

规ꎬ满足严格的抗生素使用要求ꎮ 二是在渔业领

域加强进口管控ꎮ 欧盟通过强制使用数字化捕捞

证明ꎬ加强防止非法鱼类产品进入欧盟市场ꎻ在打

击非法、不报告和无管制( ｉｌｌｅｇａｌꎬｕｎ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ꎬＩＵＵ)的捕捞活动以及制止过度捕捞

时ꎬ将实行零容忍政策ꎬ推广鱼类和海鲜资源的可

持续管理ꎮ 三是加严管控与森林乱砍滥伐或森林

退化有关的产品进口ꎮ 欧盟委员会将进一步提出

一项立法提案及其他配套措施ꎬ旨在避免或尽可

能减少欧盟市场上出现的与森林乱砍滥伐或森林

退化有关的产品ꎬ并促进森林友好型产品的进口ꎮ
四是对电子产品、汽车、包装、塑料、纺织品等关键

产品的可持续性提出要求ꎮ 欧盟«循环经济行动

计划»提出可持续产品政策框架ꎮ 该框架将制定

产品可持续性原则ꎬ来保障在欧盟市场的所有产

品具有越来越高的可持续性ꎬ包括对产品可回收

物质含量、环境足迹等多个方面进行监管ꎮ 行动

计划将电子和信息技术产品、汽车、包装、塑料、纺
织品等高影响力的中间产品确定为重点关注产

品ꎬ并提出差异化的关注重点(表 ２)ꎮ 五是加严

对进口化学品的审查ꎮ 欧盟«化学品战略»中指出

欧盟市场上关于危险物质的风险中约 ３０％来源于

化学品ꎬ而欧盟 ９０％的化学品来源于进口ꎮ 因此欧

盟将在边境加强对进口化学品的管控ꎬ将考虑采取

额外措施将«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的

法规»(ＲＥＡＣＨ)法案相关要求纳入海关程序中ꎮ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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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循环经济行动计划»中重点关注的产品及相关措施

七大关键产品 主要关注点

电子和信息

技术产品

将提出电子循环倡议ꎬ以确保电子产品具有节能耐用、可维修、可升级、可维护、可重复使用及可回收利用的设计

将出台生态设计工作计划ꎬ并在此方面作出进一步的规定

电池和汽车 将提出新电池监管框架ꎬ考虑关于再生成分含量的规定以提高所有电池回收利用率ꎻ考虑电池的可持续性和透明度

要求促进二次使用、改换用途和回收利用

将提议修订报废车辆规则ꎬ考虑针对某些部件的材料施加可再生成分含量的强制性规定ꎬ提高回收利用的效率

包装 将加强包装强制性基本要求ꎬ减少过度包装和包装废物ꎬ推动包装的二次使用和可循环使用设计ꎬ降低包装材料复

杂性

塑料 对包装、建筑材料和车辆等关键产品的再生成分含量和废物减量措施提出强制性要求ꎻ针对塑料微粒采取措施ꎬ包

括限制故意添加的塑料微粒ꎻ针对无意释放的塑料微粒制定贴标、标准化、认证和监管措施等ꎻ制定生物可降解或可

堆肥塑料使用的政策框架

纺织品 将提出纺织品综合战略ꎬ拟制定生态设计措施以确保纺织品符合循环性要求ꎬ确保二次原材料的利用率ꎬ处理有害

化学品问题等ꎮ 赋予企业和消费者选择可持续纺织品的权利ꎬ提供再利用和维修服务ꎬ建立产品即服务模式ꎬ通过

技术创新、扩大生产者责任延伸等促进纺织品的分类、再使用和循环利用

建筑材料 提出可持续建筑环境综合战略ꎬ在建筑产品规定修订中提出建筑产品中回收成分要求ꎬ提高建筑耐久性和适应性措

施ꎬ修订建筑和拆除废物回收目标等

食品 提出食品废物减量目标及确定可重复使用产品替代一次性包装、餐具的立法倡议范围

　 　 数据来源:整理欧盟网站资料所得

１ １ ２　 实施碳边境调节税

«欧盟绿色新政»提出在选定行业实施碳边

境调节税ꎮ 在进口环节征税将拉高出口方成本ꎬ
直接影响相关产品的贸易ꎮ 为实现欧盟气候目标

并给国内碳密集型产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以及防止碳泄漏风险ꎬ欧盟提出实施碳边境调节

税ꎬ对来自气候目标较弱国家的高碳商品征收关

税ꎬ使欧盟进口商品价格更准确地反映其碳强度ꎮ
２０２０ 年欧盟已就该机制的初步影响评估方案征

求了公众意见ꎮ 基于«欧盟绿色新政»同时提出

在钢铁、化工等能源密集型行业实现脱碳ꎬ以维护

欧盟区域内受气候目标管控的能源密集型行业的

利益ꎬ其他气候目标弱的国家的钢铁、化工等碳密

集产品将极有可能成为欧盟征收碳边境调节税的

对象ꎮ
１ １ ３　 提高产品环境信息披露要求

对产品提高环境相关信息的披露要求ꎬ一方

面将增加企业的出口成本进而影响贸易ꎬ另一方

面通过影响消费选择影响相关产品的进口需求ꎮ
«欧盟绿色新政»提出了 ４ 项信息方面的政策ꎮ
一是修改相关法律ꎬ规定企业应向消费者提供产

品生命周期、维修等方面的充分信息ꎮ 为加强消

费者在循环经济中的参与度ꎬ欧盟将确保消费者

在购买产品时能够获得与产品相关的可靠信息ꎬ
包括关于产品生命周期以及维修服务、备件和维

修手册可获得性的信息ꎮ 二是推动企业公布产品

环境足迹信息ꎬ如在生态标签中加入耐久性、可循

环使用性和可再生成分含量等内容ꎬ以及在食品

行业探索包括电子渠道在内的新方式以更好地为

消费者提供详细的食品信息ꎮ 三是要求企业将可

持续性纳入治理框架ꎬ强化气候和环境信息披露ꎮ
四是修订«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的

法规»(ＲＥＡＣＨ)ꎬ要求产品(包括欧盟进口的产

品)标明其所含全部致癌物的种类ꎮ
１ ２　 «欧盟绿色新政»提出的将对国际贸易规则

产生影响的环境政策

１ ２ １　 实施“首席贸易执行官”政策ꎬ加强欧盟

贸易协定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践行

«欧盟绿色新政»提出利用贸易政策支持欧

盟生态转型ꎬ并将贸易政策作为纳入贸易伙伴参

与气候和环境行动的平台ꎮ 为此ꎬ欧盟委员会将

通过任命首席贸易执行官来践行欧盟贸易协定的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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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目标ꎮ 欧盟将确保所有欧盟双边贸易

协定中ꎬ都有专门的可持续性章节ꎬ并将确保所有

贸易协定中有关贸易和可持续发展的规定ꎬ都能

得到充分落实和执行ꎮ 就气候变化领域而言ꎬ欧
盟委员会提议将尊重«巴黎协定»作为未来所有

全面贸易协定的核心要素ꎮ 此外ꎬ还将确保贸易

协议反映循环经济的目标ꎬ并将加强现有和新协

定中涉及生物多样性的规定ꎮ 欧盟提升其贸易协

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相关规则的水平及可执行

性ꎬ将会产生溢出效应ꎬ推动国际环境与贸易规则

的水平进一步提升ꎮ
１ ２ ２　 重视合作政策ꎬ与贸易伙伴深化环境与气

候合作

在«欧盟绿色新政»中ꎬ欧盟明确提出要做全

球领导者ꎬ通过与贸易伙伴深化环境与气候合作

并依托自身强大的贸易影响力ꎬ在全球价值链中

推行欧盟标准ꎬ进而推动全球环境标准的提升ꎮ
欧盟鼓励合作伙伴制定与欧盟水平相似的绿色监

管目标ꎬ以此加强其环境保护并提升应对气候变

化的能力ꎮ 欧盟还将在全球继续推广循环经济ꎬ
在动物福利、农药使用、打击耐药性、化学品管理

等关键领域加强对外合作ꎬ与全球伙伴一道开发

全球碳市场ꎬ使其成为以经济手段激励气候行动

的关键工具ꎬ并与全球伙伴就减少甲烷排放开展

合作ꎮ

２　 «欧盟绿色新政»与贸易相关的环境政

策特点分析

２ １　 管控环节多

贸易是生产的延续、消费的前端ꎬ在贸易中推

行可持续性原则ꎬ其实质目标就是借此来影响产

品的整个生命周期ꎬ使环境保护和低碳原则深入

到商品生产、消费的每个环节中去ꎮ «欧盟绿色

新政»正是运用了生命周期理念ꎬ从原材料选择、
产品设计、生产、运输、消费、回收等各个环节加强

环境管控ꎮ 如欧盟提出的可持续产品政策框架ꎬ
前端延伸到产品设计ꎬ后端拓展到产品售后管理ꎬ
提出生产者应在产品全部生命周期内对产品可持

续性负有责任ꎬ最大限度地提升产品各个环节的

可持续性ꎮ

２ ２　 涉及行业和产品广

«欧洲工业战略» «循环经济行动计划»包含

的与贸易相关的环境政策涉及机电、纺织、家具、
钢铁、塑料、建筑等多个行业和诸多具体产品ꎮ 欧

盟对钢铁等能源密集型行业提出脱碳要求ꎮ 对于

塑料、纺织、家具等资源密集型行业ꎬ欧盟拓展应

用了生态设计指令ꎬ对这些行业提出可持续产品

要求ꎬ重点关注可再生成分含量ꎬ可维修、可升级、
可循环使用、可回收利用的产品设计ꎬ以及有害物

质含量等方面ꎮ
２ ３　 管控政策不断加严

与此前政策相比ꎬ«欧盟绿色新政»在多个方

面的管控政策明显加严ꎮ 一是对产品有害物质含

量方面提出更高的管控要求ꎬ将修订关于电池、包
装、报废汽车和电子设备中有害物质的立法ꎬ提高

再生成分含量ꎬ推广更安全、更清洁的废弃物流ꎬ
确保高质量回收利用ꎮ 二是在边境加强对进口化

学品的管控ꎬ将采取额外措施将«关于化学品注

册、评估、许可和限制的法规»(ＲＥＡＣＨ)相关要求

纳入海关程序中ꎮ 三是对产品的可持续性加严管

控ꎮ 此前欧盟虽已有一些相关倡议和立法ꎬ比如

生态设计指令、欧盟生态标签(ＥＵ Ｅｃｏｌａｂｅｌ)及欧

盟绿色公共采购(Ｇｒｅｅ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ꎬＧＰＰ)
标准ꎬ对产品的可持续性施加或强制或自愿的监

管ꎬ但影响力较低ꎮ «欧盟绿色新政»可持续产品

政策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是欧盟加严上述已有政

策的表现ꎮ
２ ４　 具有全球影响力

欧盟政策将对诸多产品的国际贸易产生重要

影响ꎮ 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集团ꎬ欧盟整体贡献

了全球贸易总额的 １６％ꎬ是约 ８０ 个国家和地区的

最大出口目的地ꎮ 其在新政中制定的与贸易相关

的环境措施涉及产品设计、生产工艺、运输、消费

以及最终处置等各环节ꎬ以及边境调节税等与贸

易发生联系的各方面ꎬ其对所涉产品国际贸易的

影响是多重的ꎮ 许多国家在与欧盟进行贸易时ꎬ
不得不遵循其与贸易相关的日益严格的环境要

求ꎬ以利于出口产品达到欧盟环境标准ꎮ
另一方面ꎬ«欧盟绿色新政»相关政策将会影

响国际环境与贸易规则的走向ꎮ 依托其贸易影响

力ꎬ欧盟提出的加强贸易协定对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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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践行ꎬ以及通过国际合作提高全球环境治理水

平ꎬ将产生重要溢出效应ꎬ对国际环境与贸易规则

产生影响ꎮ 这将主要通过欧盟对外缔结贸易协定

过程中强化环境和气候要求、参与国际标准化机

构的活动、推动诸如全球塑料协议等在内的多边

环境协定达成、在国际合作中推广欧盟环境管理

做法等渠道实现ꎮ

３　 «欧盟绿色新政»与贸易相关的环境政

策对我国的启示

　 　 虽然«欧盟绿色新政»提出的与贸易相关的

环境政策将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对

欧出口产生影响ꎬ我国需要紧密跟踪其后续具体

措施的出台ꎬ提前研究和制定应对方案ꎮ 同时提

升贸易的绿色化水平是全球发展趋势ꎬ我国需要

高度重视ꎮ 欧盟政策给我国对欧贸易带来压力的

同时ꎬ我国开展绿色转型工作也可从中获得一些

启示ꎮ
３ １　 与贸易相关的环境政策可以推动生态环境

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机结合

«欧盟绿色新政»的核心是强调通过绿色转

型来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ꎬ将绿

色振兴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机结合在一起ꎮ «循
环经济行动计划»将可持续性原则最大限度地应

用于产品设计中ꎬ推动工业向清洁循环经济转型ꎬ
其核心目的是提高产业竞争力ꎬ创造新的经济增

长点[６]ꎮ 我国需进一步提高绿色转型在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地位ꎬ进一步推动国内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ꎬ建立健全绿色低

碳循环经济发展体系ꎮ 因此我国应借鉴«欧盟绿

色新政»思路ꎬ通过与贸易相关的环境政策促进

重点行业绿色升级转型ꎬ创造绿色增长点ꎬ推动生

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融合ꎮ
３ ２　 与贸易相关的环境政策落实到各领域、各环

节时需要更细化的政策引导

欧盟«循环经济行动计划»不仅提出可持续

产品的概念ꎬ还从耐久性、可重复使用、可修复、可
升级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方法和步骤等ꎮ 在该行动

计划中ꎬ欧盟对关键产品提出了有针对性的管控

重点ꎮ 欧盟委员会还将在适当时间基于欧盟生态

标签法规、产品环境足迹方法以及欧盟绿色公共

采购确立的标准和规则ꎬ评估生态设计指令ꎬ在生

态设计的框架下ꎬ针对特定的产品类别开展进一

步工作ꎮ 当前我国更多还处在主要通过立法迫

使相关行业主体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阶

段ꎬ在行业政策细化、分类引导方面还需要进一

步加强ꎮ
３ ３　 贸易绿色化的同时要引导生产、消费绿色

转型

«欧盟绿色新政»提出的与贸易相关的环境

政策不仅包括产品生态设计、产品环境标准等对

设计、生产进行环境管控的政策ꎬ也注重加强环境

足迹、有害物质含量等产品环境信息的披露ꎬ通过

影响消费者的选择ꎬ引导绿色消费行为的形成ꎮ
我国绿色发展框架已基本形成并覆盖到具体的行

业政策体系构建中ꎬ但生活与消费领域绿色转型

进程较为滞后ꎬ需要在推动生产绿色转型、提高供

给侧环境意识的同时ꎬ在贸易环节加强环境信息

手段的应用ꎬ培养需求侧的环境意识、引导消费绿

色转型[７]ꎮ
３ ４　 绿色贸易合作可以成为中欧合作的增长点

«欧盟绿色新政»多次提及欧盟将继续深化

循环经济、高水平环境标准、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

的国际合作ꎮ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ꎬ中欧决定建立环境与

气候高层对话ꎬ打造中欧绿色合作伙伴关系ꎬ并已

于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成功举行首次中欧环境与气候高

层对话ꎮ 中欧在绿色贸易上具有广阔的合作前

景ꎬ可以在碳价格、低碳贸易、全球供应链、绿色投

资等领域继续加强对话沟通ꎬ持续开展务实合

作ꎬ使绿色贸易合作成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的新亮点ꎮ
３ ５　 积极推动全球环境与贸易规则发展是促进

绿色转型的外部条件

«欧盟绿色新政»虽然是欧盟发布的单边战

略ꎬ但欧盟屡次提出要加强其在全球的领导力ꎬ在
缔结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提升全球环境标准、推
广欧盟环境管理实践、推动全球碳市场建立等方

面提出了雄心勃勃的目标ꎮ 在面临全球绿色发展

的共同挑战面前ꎬ世界各国和地区同为利益攸关

方ꎮ 欧盟积极向其他国家推广其环境标准、环境

管理等经验固然有维护产业竞争力的考虑ꎬ但依

托其贸易影响力ꎬ欧盟积极推动全球环境与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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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发展的姿态将有助于促进绿色贸易理念和实

践在全球进一步得到主流化发展ꎬ将为世界各国

和地区推动国内绿色转型创造较为有利的外部条

件ꎮ 我国已经作出力争于 ２０３０ 年前实现碳达峰、
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庄严气候承诺ꎬ在中欧加

强绿色贸易合作的基础上ꎬ我国要积极推动全球

环境与贸易规则的发展ꎬ以外促内加快推动国内

绿色转型步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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