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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资金来源和金融机构概述

执行摘要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基础设施、服务、就业、气候和环境等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全球城镇人口已超过总人口
的二分之一，且正以每周增加 150 万人的速度增长。预计到 2050 年，城镇人口将占到全球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城镇能源消
耗占世界总量三分之二以上，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 70% 以上。

随着《巴黎协定》1 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2 (SDG) 的正式发布，全球首个可持续发展议程面世，它将全球各国凝聚
起来，共同努力面对全球气候这一难题。尽管有这种有利的政策环境，但在可用资金和落实到地方项目的资金之间仍然存
在显著的差距。

尽管如此，应对这些挑战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但它们常常因为无法获取足够的投资和资金，而难以实现城市可持续发
展、低排放或零排放及适应气候变化的目标。

近年来，气候融资和可持续发展融资在规模数量上有了重大进展，但取得这些资的渠道上依然有限。金融机构难以确定可资
助的项目，而发展中国家在设计优质项目与计划设计方面又面临重重挑战，最终导致供需失衡。

据国际金融公司 (IFC) 估计，全球“气候智能型投资潜力”的价值约为 22.3 万亿美元（IFC，2016 年），但麦肯锡公司
（2018 年）的报告却显示，实际投资只有 3 万亿美元。地方政府无法获得这些资金的主要瓶颈之一，是不了解金融体系
架构的复杂性以及可用资金的来源。

此外，通常项目融资需要结合利用多个资金来源和多种金融机制，因此地方政府必须具备整合并管理这些来源的综合能力。
本出版物将更深入地概述各种金融机构，并列举多个当前以城镇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相关项目加以说明。

1.ﾠhttps://unfccc.int/process-and-meetings/the-paris-agreement/the-paris-agreement

2.ﾠ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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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金流
1.1 全球金融趋势
由于方法理论的欠缺、数据差距及相关能力不足，数据的收集和比较仍是一大挑战，但资金流和可用资金依然呈现明显的
增长态势。

《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3 针对全球可持续发展提出的融资框架确认，地方当局由于资源匮乏、能力有限、国内和国际支持
不足等原因面临着诸多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世界各国领导人纷纷坚定致力于加强国际合作，着力提升市政及其他地方当
局的能力。2016 年 10 月在基多举行的人居三会议通过的《新城市议程》将《亚的斯议程》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包括 SDG 11）转化成了地方层面的需求，应该能够指导地方当局和中央政府探索可持续发展融资的新途径 (UNCDF)。

过去几年，在私营部门的带领下，涉及气候问题的投资大部分集中于能源部门、可再生能源和节能领域。然而，尽管私营部
门在全球气候融资资金流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仅有 30% 的私人资金投入到了公共部门。

1.2 国家级以下财政
国家级以下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家级以下政府，都很少具备完整、一致的数据库以及公开透明的报告机制，因此要
想在全球范围内追踪国家级以下政府的财政状况，更是难上加难。据气候变化融资领导联盟（CCFLA，2017 年）4 估算，城
镇投资每年的缺口已超 1 万亿美元，且未来几十年内预计还将增至数万亿美元之多。国家级以下政府以及地方当局使用传统
方法调动的收入不可能满足上述全球性行动的融资需求。

地区项目中占比最大的是能源、建筑和交通部门，其次为废物和水资源。70% 国家级以下的行动由地方政府资助（cCR，2017 

年）5，同时也有来自国内其他政府单位或金融机构的补助和贷款扶持。虽然国际金融机构及多边发展和气候基金在城镇融资
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绝大多数的国际资金无法直接为地方政府所用。私营部门在投资城镇项目方面仍有巨大潜力。吸
引私营部门参与融资的金融工具种类繁多，包括债券、公私合作等，由于发展中国家信誉度不足并缺乏明确的收入来源，以
上这些机会仍是可望不可及的。

2.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可分为公共来源和私人来源，在此基础上还可再划分为国际、国家和国家级以下来源。国际层面公共财政资金的流
动经过开发银行、联合国机制（SDG 和气候基金）、欧盟基金及其他多边与双边渠道实现。

3.ﾠhttps://www.un.org/esa/ffd/wp-content/uploads/2015/08/AAAA_Outcome.pdf

4.ﾠCCFLA 目标规划：气候融资本地化、明确差距和机遇以及设计解决方案
5.ﾠ采用全新气候治理办法，加快推进国家级以下气候行动，碳气候注册平台 2016–2017 年报告

公共财政

多边与双边开发银行

联合国发展和气候基金

国际、地区、多边和双边金融

欧盟基金

私人融资

图 1. 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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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多边开发银行
多边开发银行 (MDB) 可以多种方式进行分类。其中最大的两类是“主要”和“次地区”多边开发银行。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
在目的、地域覆盖范围和成员方面（表 1）。此外，还有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它们虽具有类似的职责，但并不属于上述类别。

欧洲投资银行 (EIB) 是一家国有国际金融机构，其股东为欧盟成员国。因此，EIB 既是一家银行，也是一家欧盟机构，致力
于为欧盟内外对经济增长、就业、经济与社会凝聚力及环境可持续性有重要贡献的项目提供支持。

政府间转移支付

自有收入

其他国内发展和气候融资

国际发展和气候融资

地方和 
地区政府

图 2. 公共财政资金流

主要 地区级以下

目的
由多国联合创立，以发展为目的提供融资与专
业化咨询服务

更优方案：银行向其成员发放贷款，同时从国际
资本市场借款。由于还款责任实际上由各国共同
承担，因此银行的借款成本往往比任意一个成员
国都低

成员 发达捐赠国和发展中借款国 仅借款国

金融工具

• 以市场利率发放的短期贷款 

• 以低于市场利率发放的超长期贷款（又称信贷）

• 补助

示例

• 世界银行

• 伊斯兰开发银行 (IsDB)

• 亚洲开发银行 (ADB)

•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EBRD)

• 拉丁美洲开发银行 (CAF)

• 美洲开发银行 (IDB、IADB)

• 非洲开发银行 (AfDB)

•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

• 新开发银行 (NDB)

加勒比开发银行 (CDB)

中美洲经济一体化银行 (CABEI)

东非开发银行 (EADB)

西非开发银行 (BOAD)

黑海贸易与开发银行 (BSTDB)

经合组织贸易与开发银行 (ETDB)

欧亚开发银行 (EDB)

新开发银行 (NDB)

表 1.“主要”和“次地区”多边开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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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有双边开发银行包括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法国开发署 (AFD)、日本国际协力银行 (JBIC) 等。这些开发银行都是政府所
有的公共金融机构，但也开展国际业务。它们在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同时，也协助实施了国家的外交政策。

气候投资基金 (CIF)6 是气候融资的另一重要金融工具。CIF 是现有政府开发援助 (ODA) 的一大补充工具，由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共同设计，与多边开发银行共同执行。这些公共资源由世界银行以信托形式持有，并以补助、特级优惠贷款和风险缓
解工具的形式向各国提供援助。CIF 分为两种不同的基金：清洁技术基金和战略气候基金。

世界银行集团
世界银行在促进城镇发展方面开展的工作，旨在通过兼容并包、韧性高效、低碳环保且适宜居住的城镇化进程，打造可持
续的城市和社区，同时有助于世界银行消除极端贫困、促进共享繁荣的目标。世界银行平均每年对城镇发展和韧性打造项
目的投资额达 60 亿美元。同时，世界银行会综合使用投资项目融资、政策发展贷款和成果导向性项目融资等途径，帮助
城市满足城镇化建设的关键需求。

如今，世界银行正联合私营部门、各级政府和公民社会，着力建设具备以下特征的城市和社区：(1) 能够适应自然灾害引起
的气候变化及灾难；(2) 能够实现低碳环保、可持续发展；及 (3) 拥有充足资金，创造有竞争力的经济体，为人民创造就业
机会，并保障全民（尤其是贫苦人民）都能获益。世界银行支持的各种运营活动和技术援助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1》以及《新城市议程》的实施，这些都为全民打造包容、安全、有韧性、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做出了贡献。

金融工具：需要主权担保的贷款和信贷。

城市韧性计划
旨在透过支持市政府设计大型投资项目，起到催化投资者交易流的作用。

https://www.gfdrr.org/en/city-resilience-program/about-crp

美洲开发银行 (IDB)
美洲开发银行在城镇发展和住房领域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让城镇化的全部成果惠及每一位城镇居民。

金融工具：IDB 为公共部门提供的主要融资工具为主权担保贷款（投资贷款、政策性贷款和发展可持续性信贷额度）。非主
权担保贷款主要面向私营部门，但国家级以下机构投资者也可进行申请。

6.ﾠhttps://www.climateinvestmentfunds.org/

聚焦：哥伦比亚巴兰基亚

巴兰基亚市马格达莱纳河沿岸的冲击平原面积达 429 公顷，由于地势低洼极易遭受洪水的侵袭。为此，该市计划开展土地复
原工作，以增强这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但该项目所需的公共投资远超市政资源范围，因此，巴兰基亚市决定启动能力需
求计划 (CRP)，并与国际金融公司 (IFC) 密切合作筹备贷款，使该市获得所需资金，以升级改造城市的排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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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第斯开发公司 (CAF)
为了从城镇角度应对气候变化，CAF 建立了拉丁美洲气候变化项目 (PLACC) 和气候变化减缓项目。

https://www.caf.com/

金融工具：CAF 的主要金融工具为贷款，且主要面向成员国中央政府及私营部门提供。CAF 也向地方政府提供主权贷款。

亚洲开发银行 (ADB)
2012–2020 年《城镇运营计划》为 ADB 的城镇部门运营指明了基本方向和框架。其重点是提升规划和融资能力。在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过程中，ADB 宣布将于 2020 年之前将亚太地区气候融资增加一倍，包括资助解决一系列与城市相关
的问题（如智慧城市、可持续交通）。

金融工具：ADB 的传统资金来源为成员国的国家预算，但是在 UFPF（参见附录 1）下，ADB 力求通过专项补贴用资源、信
用增级机制和 PPP 项目等方式提供更多创新融资渠道。

城镇融资伙伴基金 (UFPF)
UFPF 下设城镇气候变化韧性信托基金和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基金。UFPF 旨在筹集并利用发展伙伴资金，由地方政府和城市
联合融资并投资于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UFPF 也为一系列技术援助提供支持，以帮助为此类项目打下坚实的基础。

https://www.adb.org/site/funds/funds/urban-financing-partnership-facility

欧洲投资银行 (EIB)
环境与气候是 EIB 的首要投资领域。根据欧盟《城市议程》，EIB 为城市级别项目提供资金的具体渠道包括：规划贷款、直
接投资贷款、直接向城市发放的框架贷款、通过金融中介发放的框架贷款及参与股权基金投资。

http://www.eib.org/en/projects

金融工具：债券、贷款、股权与基金投资、混合工具（担保、技术援助、免赔额等与优惠融资相结合）。大型项目可直接
或间接通过政府或金融中介进行融资。技术援助主要通过欧洲投资咨询中心、JASPERS 及其他利于城市发展的咨询工具
（EPEC、EPEC 和 fi-compass）等提供支持。URBIS 成立于 2017 年，是一个致力于城镇项目咨询的新建专业平台，也是
欧洲投资咨询中心旗下一大联合举措。URBIS 通过整合 EIB 各种不同的服务，帮助提升城镇当局的项目建设能力，为其提
供量身定制的融资方案，并加速其城镇投资项目的实施进程。

聚焦：印度卡纳塔克邦

该投资将为卡纳塔克邦城镇水资源综合管理投资计划系列活动提供资金援助。具体而言，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基金 (UEIF) 的
这项补助资金将用于开展以社区为基础的公共卫生干预工作（为贫困和弱势家庭安装约 5,000 个全新的抽水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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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EBRD)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EBRD) 的服务范围最初集中在前东欧集团国家，后来才从中欧扩展到到中亚共 30 多个国家，主要为其
提供发展支持。EBRD 的活动形式多种多样，致力于使可持续性成为各经济部门的主流。

https://www.ebrd.com/

金融工具：主权级以下贷款、公司债务、准股权债务、担保和定向信贷额度。EBRD 主要负责直接或通过金融中介（如地方
银行和投资基金）间接投资于私人企业。地方政府可通过 EBRD 支持的地方银行获取贷款。

绿色城市计划
凭借 EBRD 超过 10 亿欧元的承诺资金，EBRD 绿色城市计划致力于为城市及居民打造更好、更加可持续的未来。该项目将
准确把握城市所面临的环境挑战，确定其优先级别，并与可持续基础设施投资和政策措施相结合，以积极实现这一目标。

http://www.ebrdgreencities.com/

2.2 联合国发展和气候基金
可持续发展目标基金（SDG 基金）
SDG 基金是联合国于 2014 年创立的多捐助方、多机构国际性发展机制，旨在通过综合式、多维度联合方案为可持续发展
活动提供支持。SDG 基金是为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而专门设立的首个联合国发展合作机制。其主要目标是将
联合国各机构、各国政府、学术界、公民社会及商界联合起来，共同解决贫困难题，推动《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
施，进而实现 SDG。

申请流程：作为一种机构间机制，SDG 基金在联合国系统内通过联合国各机构运行，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实施联合方案。
联合国在国内的最高代表将被任命为联合国驻地协调员，其将全面负责战略协调和实施工作。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 气候基金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了一个金融机制，专门为执行《公约》的发展中缔约国提供资金。该金融机制由全球环
境基金 (GEF) 和绿色气候基金 (GCF) 作为经营实体受托运作。此外，各缔约国还共同成立了四个特殊基金：全球环境基金 

(GEF) 管理的特别气候变化基金 (SCCF) 和最不发达国家基金 (LDCF)、绿色气候基金 (GCF) 及适应基金 (AF)。

多边气候基金主要使用补助和优惠贷款。LGR 无法或很少能直接使用这些基金。以下详细说明了其中规模最大的三个机制
的申请流程，它们分别是：绿色气候基金、绿色环境基金和适应基金。

聚焦：保加利亚索非亚

索菲亚市于 2018 年 5 月加入 EBRD 绿色城市计划，旨在将首都改造为更加绿色环保的宜居城市。随着城市道路运输量的
持续增长，燃料消耗和碳排放量也随之攀升，诸如此类问题使索菲亚市面临巨大压力。为此，索菲亚通过制定绿色城市行
动计划 (GCAP)，探索出了一套系统化的解决方案，能够有效应对城镇环境挑战。GCAP 中确定了各投资项目和改革措施的
优先执行顺序，为实现环保、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愿景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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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基金
适应基金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的《京都议定书》而设立。基金的一部分资金来源于政府和私人捐赠方，还有
一部分来自于根据《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签发的核证减排量收益的 2%。

金融工具：补助

申请流程：只有经认证的实体才能获得这些资金，它们还可提交项目理念或完整项目提案。因此，各国/地区要想申请项目
和方案资金，必须通过相应的认证机构提交提案。这些实体分三种：国家实施实体 (NIE)、地区实施实体 (RIE) 和多边实施
实体 (MIE)7。申请资金的项目或方案必须符合国家战略与计划或《国家自主贡献》中的重点工作安排。每年有三次提交提
案的机会：一年两次的适应基金董事会会议召开前两次，以及闭会期审议期间一次。

绿色气候基金 (GCF)
绿色气候基金考虑易受气候变化影响国家的需求，力求促进向低排放、气候适应型转变的发展模式。该基金为气候融资创造
了新的模式，专注于从公共和私营部门两大渠道提供投资资金。其目的是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提供等量资金。

金融工具：补助、贷款、股权或担保

申请流程：GCF 本身不直接参与项目的实施，而是通过与认证实体合作来间接参与8。发展中国家将指定国家指定机构 (NDA) 

或联络点作为与 GCF 的联络单位。获得 GCF 董事会批准资助的每个项目都必须由 NDA 或联络点以无异议函的形式进行背
书。资助提案由认证实体与 NDA 或联络点密切协商制定。

https://www.greenclimate.fund/

7.ﾠ认证实体名单：https://www.adaptation-fund.org/apply-funding/implementing-entities/

8.ﾠGCF 认证实体名单：https://www.greenclimate.fund/how-we-work/tools/entity-directory

聚焦：亚美尼亚阿蒂克

受气候变化影响，亚美尼亚阿蒂克市遭受水文气象灾害侵袭的频率不断攀升，严重程度也在不断加深。该项目的启动正是
为了提升阿蒂克应对这种灾害的韧性能力。该项目将通过提升项目覆盖区域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减少流入阿蒂克市沿岸水库杂质的数量，并减轻对农业用地（300 公顷可耕地、190 公顷牧场、15 公顷干草牧地、640 公
顷人造森林、80 公顷水库及其他自然景观）的污染。
实施实体：环境项目实施单位
执行实体：亚美尼亚自然保护部

©Travis W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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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环境基金 (GEF)
GEF 负责管理数个信托基金，也会临时向适应基金提供秘书处服务。世界银行是 GEF 受托人，负责协助调动 GEF 资源；
为 GEF 各机构提供资金；制定投资和资源使用相关财务报告；并监督预算与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GEF 用以项目资助的资
金来源于捐赠国。这些财政捐款每四年补充一次（最近一次为 2014–2018 年度 GEF 第六届成员国大会 (GEF-6) 期间）。 

GEF 的资助对象为属于其重点领域战略下的国家项目和方案：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减缓、国际水资源、土地退化、化学
品和废弃物、可持续森林管理。城镇管理项目也可从其中几个重点领域中获得资金援助。

https://www.thegef.org/

金融工具：通常为补助（取决于基金本身）

申请流程：大多数情况下，GEF 的资助对象为政府项目和计划。政府负责选定执行机构（选择对象包括各政府机构、公民社
会组织、私营部门企业、研究机构）。GEF 运营联络点 (OFP) 负责协调国内与 GEF 相关的所有活动。OFP 负责审核项目理
念，检查项目是否符合资格标准，并确保新项目理念与现有项目不会重复9。

全球可持续城市发展平台 (GPSC)
GEF-6 可持续城市项目旨在为城市提供支持，以促进城镇规划、管理与融资一体化建设，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健全的生态
系统管理。全球可持续城市发展平台 (GPSC) 专为寻求改善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提供综合性的解决方案和先进的理论支持。

https://www.thegpsc.org/

2.3 欧盟基金
欧盟和欧洲委员会通过一系列资助计划提供支持，其中涵盖各种资助机会及资金筹措和使用建议。城镇政策框架和方向的确
立依托于两大政治承诺。欧盟《城市议程》于 2016 年 5 月根据《阿姆斯特丹协议》10 正式启动。这是一种多层级的全新工
作方案，通过各成员国、城市、欧盟委员会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从经济增长、宜居社区打造和改革创新方面刺
激欧洲城市的发展，同时确定和应对社会挑战。

此外，2014–2020 年规划期间，城镇发展在《地区政策》中也占据着核心地位。期间，欧洲地区发展基金 (ERDF) 至少将
投入一半的资源用于城镇区域建设，同时直接划拨约 100 亿欧元的资金，用于支持城镇可持续发展综合战略的实施。除结
构性基金外，还有许多其他致力于城镇发展的项目和倡议。《市长盟约》制定了一项交互式融资指南，旨在帮助各城市大
致了解这一复杂的系统，并找到最契合其发展需求的项目。

https://www.covenantofmayors.eu/support/funding

9.ﾠGEF 的 OFP 名单：https://www.thegef.org/focal_points_list

10.ﾠhttps://ec.europa.eu/futurium/en/content/pact-amsterdam

聚焦：中国北京、贵阳、南昌、宁波、深圳、石家庄和天津

该项目的重点是将交通基础设施与城镇发展相结合。预计将帮助中国实现基础设施建设的宏伟目标，即在 2020 年之前建成
总里程达 6,000 公里的城市轨道交通基础设施及 4,000 个地铁站。

实施机构：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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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盟外部政策中，混合工具是其他援助方式的重要补充，同时也是贯彻实施相关地区、国家和全局性政策重点工作的关键
性工具。这种机制的原则是，结合使用来自欧盟的补助及来自公共和私人融资机构的贷款或股权。

https://ec.europa.eu/europeaid/policies/innovative-financial-instruments-blending_en

凝聚基金
凝聚基金的服务对象为人均国民总收入 (GNI) 低于欧盟平均水平 90% 的成员国。其目的是缩小经济和社会差距，并促进可
持续发展。

2.4 多边与双边金融
多边与双边金融机构使用的融资工具与国家金融机构相同，包括（优惠）贷款、补助、股权和担保。

提供双边资助的双边发展合作机构的详细名单请见： 

https://unfccc.int/topics/climate-finance/resources/multilateral-and-bilateral-funding-sources

3. 建议
地方、地区和国家各级政府必须切实加强相关工作，以提供更多可用资金，并拓宽资金获取渠道。同时迫切需要再在地方层
面营造有利环境支持投资和气候适应行动，从而充分发挥城市实现 SDG 及《巴黎协定》目标的潜力。

而确保地方的良好治理是迈向这一发展目标关键性的第一步。地方和地区政府必须证明其具备高效的资金管理能力，这一方
面可以通过能力建设和专业化城市人才（金融投资顾问、风险专家、首席财务官等）投资来弥补不足。与此同时，各国政府
必须积极营造有利的监管环境，(a) 促进资源从国家到地方的流动，以支持地方气候行动的实施；(b) 确保地方和地区政府拥
有更多自治权，从而系统化地发挥公私合作 (PPP) 模式投资的杠杆作用。

国际融资机构必须响应号召，为次国家政府提供更多财政资源，并拓宽资源获取渠道。要想拓宽资源获取渠道，除了要建立
灵活的投资机制为小型项目提供资金外，在项目筹备工作的早期阶段就要加大能力建设以及提供技术和财政援助，是能快速
启动具备投资吸引力的城镇可持续发展项目的必要条件。

单一的资金来源不足以覆盖短中期城镇发展项目的预期成本。因此，城市应着力打造公私结合的混合资金来源，从国际、国
家、地方和社区来源（如贷款、补助、债券、微型金融、税收收入、社区贷款、众筹等）中广泛吸收资金。多元化的战略能够
分散风险，可持续性更高，且更易在当地进行管控。因此，发展新的合作伙伴必将成为解决气候融资难题的一大有力武器。

聚焦：罗马尼亚阿拉德

该项目涉及阿拉德县饮用水供应系统及废水收集处理系统相关工作。在饮用水基础设施方面，该项目重建了伊内乌镇水源
井，同时延长（5 公里）并修复（10 公里）了该县配水管网。在废水收集处理系统方面，该项目还延长（28 公里）并修
复（额外 5 公里）了该县污水管网。此外，项目还升级改造了两座废水泵站，修建了覆盖两公里范围的污水收集设备，并
翻新了六座处理厂。所有这些努力最终带来了一大直观的成果：如今，项目地区 98% 的人口可受惠于当地供水管网，并因
此获得了优质而可靠的饮用水来源。此外，污水处理系统也惠及了当地 96% 的人口。



本出版物的全部内容由 IUC 协调机构全权负责，在任何情况下均不
代表欧盟的观点。欧盟各机构、团体或其任何代表均不必对其中所
载信息的相关使用负责。

IUC 项目
国际城镇合作 (IUC) 项目能将世界不同地区的城市相互联系起来，并分享应对共同难题的
解决方案。该项目隶属一项长期战略，由欧盟联合公共和私营部门，以及多位研究和创新
代表、多个社区团体及众多公民共同促进城镇可持续发展。参与 IUC 项目的城市将有机会
与全球其他城市分享交流知识，共创更加环保、更加繁荣的未来。

IUC 项目为地方政府提供了一个相互学习、制定宏伟目标、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检验新解
决方案以及提升城市国际形象的绝佳契机。其中的各项活动将为实现政策目标及履行以城
镇发展、气候变化为主题的重大国际协议（如《欧盟城市议程》、《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和《巴黎协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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