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第12期
关注资源循环利用·引导产业持续发展

40

EXPERT OPINION专家观点

系统的绿色发展政策和
制度建设涉及三个相互
关联的方面和环节，即
确定规模、分配产权、
提高效率。一般来说，
这三个制度对于资源环
境生态问题的作用具有
内在的逻辑关系和操作
顺序。

从“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

山”的认识进步，到“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观念转变，我们正在经

历的，是一个国家向着全面小康的绿

色进军。补齐生态短板，建设美丽中

国，是中华民族为了永续发展的坚定

抉择。

十八届五中全会把绿色发展确立

为“十三五”规划建议的五大发展理

念之一，绿色发展将由此成为中国发

展战略与发展政策的主流。过去多年

来，我们的发展观虽然越来越多地提

到绿色，但是一直没有进入对实际发

展有指导意义和操作意义的五年发展

规划之中。“十三五”规划建议将绿色

发展作为指导思想和独立部分进行展

开，是绿色发展的主流化。从地位、

广度、深度、新度等多方面，可以认

为绿色发展的主流化有四个导向。

 民生导向

提高国人的生活质量

对此可以从两方面进行理解：

一是从顶层设计而言，对于中

国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原来人们多从 GDP 总量和人均收入

相对于 2010 年翻番达到世界银行

要求的人均 1 万美元的门槛去解读，

现在“十三五”规划建议将绿色发展

坚持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中国
诸大建

理念目标化和操作化，使得五年发

展规划第一次成为十八大强调的经

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

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五位一体

概念的实际体现。

二是从解决当前短板问题而言，

“十三五”规划建议的绿色发展强调要

解决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例如环境

治理中提到的水污染治理、大气污染

治理、土壤污染治理，均直接与老百

姓当前抱怨最多的问题有关。解决这

些问题，可以边际有效地缩小过去 30

多年来经济增长与环境影响之间发生

的缺口，大幅度提高全面小康社会中

国人的生活质量。“十三五”规划建议

因此是一个可以一举突破中等收入发

展水平、指导中国进入全面发展的五

年规划。

 深层导向

从“浅绿”到“深绿”

通常人们讨论绿色，常常限于从

状态和结果的角度讨论资源环境生态

方面的现状及其治理问题，常常认为

绿色发展主要是环保部门的事情，这

是浅绿色的认识。更深的绿色发展理

念，需要从根因和起源的角度，进入

到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之中，进入到体

制规范组织安排之中。

从“十三五”规划建议阐述的绿

色发展的六个领域，可以发现我们的

发展概念和发展政策正在从浅绿色向

深绿色进行转变，可以看到中国未来

的绿色发展包含了由浅入深的三个层

次：第一层次是发展的结果需要保证

有看得见的青山绿水，这涉及狭义的

通常人们讨论绿色，常常限于从状态和结果的角度讨
论资源环境生态方面的现状及其治理问题，常常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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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末端治理为重点的污染处理和生态

修复等工作；第二层次是看不见的作

为驱动力的经济社会过程和发展模式

的绿色化，在中国是要强调绿色导向

的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新型消

费模式等；第三层次是不易直觉感知

的体制安排和组织构建，“十三五”规

划建议强调要采取世界上最严厉的环

境管理措施，强调省级以下环境监管

需要采取垂直管理等，就是有深绿色

意义的体制安排。

 系统导向

政策设计具有系统性

系统的绿色发展政策和制度建设

涉及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和环节，即

确定规模、分配产权、提高效率。一

般来说，这三个制度对于资源环境生

态问题的作用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和

操作顺序。首先是确定经济社会发展

可以消耗的自然资本应该有多大，这

是规模问题；其次是进行自然资本初

始产权的公平分配，这是分配问题；

最后是通过产权的合理交易提高自然

资本的使用效率，这是效率问题。多

年来我们在这三方面政策安排上缺少

系统性，常常只关注提高资源环境消

耗的效率，而疏忽自然资本消耗的规

模控制和公平分配问题。

“十三五”规划建议，第一次表现

出绿色发展政策设计上的系统性，其

中控制水资源消耗、耕地消耗、能源

消耗、主要污染物排放、碳排放等的

总量是有关生态消耗规模的政策，提

出用能权、用水权、污染排放权、碳

排放权等制度安排是有关生态合理分

配的政策，而降低物质消耗强度和污

染排放强度或者提高资源生产率是有

关生态消耗效率的政策。沿着这样的

方向，中国的绿色发展政策会越来越

有整体性和协调性，产生越来越到位

的实际效果。

 国际导向

国内国际互动的视角

“十三五”规划建议的绿色发展，明

显地表现出国内与国际相结合以及两者

互动的视角，这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其一，1992 年以来国际上倡导可

持续发展，强调经济、社会、环境是

发展的三个支柱，强调三者之间应该

有好的比例关系。“十三五”规划建议

融入绿色发展战略，与联合国推出的

到 2030 年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即

SDGs 形成了对接，可以认为是全球

可持续发展目标在中国的行动载体。

其二，以往我们在国际上讨论环

境问题，态度常常是防守型的，强调

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硬道理，

只能采取最基本的环保战略和政策。

“十三五”规划建议的绿色发展，不仅

要求在国内加强美丽中国建设，而且

强调在国际要关注全球生态安全。联

系到最近以来，中国先后签订中美、

中英、中法之间的双边气候变化协

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

上，表现出更多的进取型态度；联想

到中国建设“一带一路”，用绿色发

展可以消解周边国家对中国将非绿色

的过剩产能转移出去的种种担忧，可

以看到，中国未来发展将会越来越多

地承担起崛起中大国的绿色责任，在

全球环境与发展方面起到引导可持续

发展的作用。

从“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

山”的认识进步，到“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观念转变，我们正在经

历的，是一个国家向着全面小康的绿

色进军。补齐生态短板，建设美丽中

国，是中华民族为了永续发展的坚定

抉择。

转自文汇报。

从“既要金山银山，也
要绿水青山”的认识进
步，到“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观念转
变，我们正在经历的，
是一个国家向着全面小
康的绿色进军。补齐生
态短板，建设美丽中
国，是中华民族为了永
续发展的坚定抉择。

“十三五”规划建议，第一次表现出绿色发展政策设计
上的系统性，其中控制水资源消耗、耕地消耗、能源
消耗、主要污染物排放、碳排放等的总量是有关生态
消耗规模的政策，提出用能权、用水权、污染排放权、
碳排放权等制度安排是有关生态合理分配的政策，而
降低物质消耗强度和污染排放强度或者提高资源生产
率是有关生态消耗效率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