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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前提下追求经济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思想。本文结合目前“两山”理念研究

现状，采用文献资料法、综合分析法、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系统阐述了“两山”理念的认知历

程、基本内涵、践行路径，并对“两山”理念的转化提出思考与建议。研究表明：“两山”理念的实质

在于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和谐，确保人类依赖的自然生态系统得到维护。这涉及到最大化地

合理使用和保护各类自然资源和能源，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均衡；阐述了将“绿水青山”

转化为“金山银山”不但要具有绿色思维与制度保障，而且还应该因地制宜采取有效策略；“两山”理

念极大地改善了全国的生态环境，人民对优美自然景观和对蓝天碧水的渴望成为了推动力。最终目的是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论文最后提出未来发展亟待加强的3个方面思考与建议，以丰富和发展生态环境保

护与经济发展这一科学理论，为我国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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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re ide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s to pursue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pro-
tecting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is article combines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the “Two 
Mountains” concept, using literature review, comprehensive analysis,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
pirical research, systematically expound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basic connotations, and im-
plementation paths of the “Two Mountains” concept, and putting forward thoughts and suggestion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wo Mountains” concept.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essence of the 
“Two Mountains” concept lies in promoting harmony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suring the maintenance of the natural ecosystems on which humans depend. This in-
volves maximizing the rational use and protection of various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ergy sources 
to achieve a balance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it elaborates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green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into “invaluable assets” not only requires 
green thinking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but also should adopt effective strategies tailored to 
local conditions; The “Two Mountains” concept has greatly improved the country’s ecological envi-
ronment, with people’s desire for beautiful natural landscapes and clean air and water serving as 
driving forces. The ultimate goal is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ree aspects of thinking and suggestions that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enrich and develop the scientific theory of ecological environ-
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vid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upport for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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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国内学界对“两山”理念进行了大量研究[1]-[3]，在理论层面上，我们探讨了产业的生态化与生

态的产业化，主要研究目标是探索如何通过创新的体制和机制有效地拓展转化途径。如容冰等[4]运用聚

类分析方法，对全国 1666 个县(市、区)进行了筛选，并从中确定了 12 个典型地区，对这些地区的“两

山”转化路径进行了深入分析，最终总结提出了五种典型模式；也有针对单一区域进行“两山”转化的

经验总结和特色分析[5] [6]，董战峰等[7]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 52 个“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借鉴了其中

的典型案例和经验，围绕保护绿水青山与提升经济价值这两个核心目标，提炼出 11 种主要转化模式。在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两山论不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要素，其蕴含的实

践策略亦占据重要地位。推动两山理念的实施，成为新时代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战略之

一。正确地认识和实践两山理念，致力于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在于解决环境挑战。通过实现高质量的发

展路径，保持生态环境的完整性，以及建立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对于推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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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日益加强对生态文明发展的关注，导致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进了绿色山

水的生态工程。到目前为止，全国共有 136 个地区被授予“两山”实践创新基地的荣誉称号。这些“两

山”基地的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不仅自然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而且在提升区域碳吸收能力方

面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当今中国，“两山”理念已经成为一个重要发展趋势，但是关于研究“两山”概念的研究主要包括

建立衡量“两山”理念实施效果的指标系统、寻找实施机制和途径、以及对特定地区应用该理念的经验

进行分析等内容。在“两山”理念系统性方面研究及分析相对较少。在这一环境之中，通过系统分析，

详细解释了“两山”理念的发展、根本原理、含义以及践行路径。落实生态文明的理念，提升生态环境

品质，对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在总结目前“两山”理念的现状基础上，结合项目组多

年的研究，从“两山”理念的发展历程、基础理论、基本内涵、实现路径、及经验、具有特色和存在问

题等，并联系理论与实际，探索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建设之路，为我国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

供科技支撑，也为中国“两山”理念的实践积累经验、提供借鉴，以丰富和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一科学理论。 

2. “两山”关系的认知历程 

第一阶段是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置于对立位置，相关做法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过度消耗资源，

却未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实际承载能力。这种做法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一味地索取资源以追求经济效

益[8]。同时，相关论述强调将生态环境资源化，以及将生态资源经济化，旨在实现利益最大化。这种观

点错误地认为，保护生态环境必然会导致经济发展受限。 
第二个阶段是鉴于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加剧，生态环境遭受了严重破坏，这已对人类的生存与发

展造成了深远影响[9]。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愈发显著，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也在

不断深化。若持续实施掠夺性资源开采，将进一步破坏生态环境，不仅制约经济发展，更会导致人类丧

失生存的根基。因此，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为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和优化生存环境奠定坚

实基础。人们已经认识到，唯有“留得青山在”，方能“不愁没柴烧”。2006 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

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10]；2011 年的指示明确了对长汀县水土保持问题的治理方针：长汀县

正站在水土流失防治的关键时刻；只有向前迈进才能取得全面胜利，停滞不前就会退步。因此，必须进

一步增强支援力度。在不断的积累、沉淀与发展中，是两山理论逐渐发展成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1]。 
第三个阶段是人们已经深刻理解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认识到“绿水青山”便是财富之源，

即“金山银山”。对于“两山”理念，大家对“两山”理念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认识到生态建设与经济

建设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绿水青山既能创造财富，又能创造“金山银山”，这是一种很好的投资

方式。在这个阶段，首先要保护好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然后才能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推动社会经济

的发展，这才是可持续性发展。生态优势可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具有可再生性、可持续性等特点，是

一个较高的层次。在这个阶段，人们开始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探索。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

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10]；自 2016 年起，生态环境部积极倡导建立“两山”实践创新基地，

该理念随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在此背景下，国内研究人员开始深入探讨“两山”概念及其在不同

地区的实际应用；2015 年 3 月，被正式写进《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文件[12]；2018 年 5
月，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等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10]；2020 年，自然资源部、财政部办公厅、生态环

境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指南(试行)》，是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得

到了根本保障[13]。在 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的理念[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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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两山”理念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两山理论体现了发展阶段论。发展是硬道理，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小树成材需要十年，而要使大地

葱茏，十年远远不够，没有定力是不可能完成的。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生态保护的底线思维，

确保生态环境的基本界限不被突破，为我们的后代保留生态界限，留下绿色和生态的长期财富。 

3. “两山”理念的基本内涵 

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是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素，明确指出两者既存在对立，又相互影响；

既存在矛盾，又相互支撑。因此，正确平衡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关系至关重要。实际上，强化生态保

护措施，为社会生产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优化和提升生态环境，为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创造了良

好环境。我们绝不能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而牺牲环境，在 2017 年 6 月 5 日世界环境日，中国将“两山”

理念作为了活动日主题[2]。这一举措凸显了中国对平衡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关系的重视。践行“两山”

理念在新时代具有决定性作用，它不仅对转变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模式、重塑社会角色至关重要，而且对

推进生态文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两山”理念是一种形象表达，在新时代，对于改变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以及社会角色具有关键

影响，对推动生态文明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它的本质上是探讨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

强调“绿色发展、生态为先”的理念，即在确保生态环境得到优先保护的同时，采取环保的方式推动经

济进步。通常的观点认为，在“两山”理念中，“绿水青山”象征着优质的生态环境、产品及服务，而

“金山银山”则代表经济的增长。所谓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即指通过合理且高效地利用

生态资源与环境，将其转化为实际的财富。遵循绿色增长的策略，这个变化过程利用自然的资产为基础，

开发以“生态+”为核心的绿色发展新模式，建立生态与经济互转的机制，促进生态经济的成长。各个学

科从其独特角度对概念进行解释，例如在生态环保领域，“绿水青山”象征着生态保护的目标，而“金山

银山”则代表了经济增长的愿景。在经济管理学中，这一“两山”理论被视为生态与经济之间相互转化

和融合的过程，旨在实现经济活动向绿色转型的同时，也促进生态价值的实现。从地理学的视角分析，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两山”理念的核心，这一观点倡导建立一种尊重、顺应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

态度。 
“两山”理念强调我们必须培养一种生态文明观念，即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并致力于自然保护。

这是一种兼顾环境保护与资源可持续利用，同时推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该模式的

核心宗旨是在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中，确保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避免引发环境恶化或资源枯竭，且

不得以社会分化加剧为代价。要树立和践行我们必须秉持并实践“两山”理念，恪守节约资源与环境保

护的国策，将生态环境的保护视为生命般重要。实施最为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对山、水、林、田、

湖、草等自然资源进行综合调控，推动“两山”理念的落实及生活方式的发展。在十九大报告、二十大

中，深刻阐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的丰富内涵和深远意义，“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

“两山”理念的真正要义[15]。 
“两山”的核心理念是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寻求平衡，确保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得到维

护。这包括对各类自然资源和能源的高效合理使用及其保护，以实现生态和经济的和谐共存。“两山”

理念是与开放性增长、和谐发展及共享进步互为补充、融为一体的，这一理念适应了高品质现代化经济

结构的进步需求。其核心目标在于转变过去那种“生产过剩、消费过度、排放过量”的旧式模式，强调了

保护生态环境实际上就是对生产力的保护。此理念提倡能源与生产、消费的有效对接与协调，推崇生态

保护为先、循环利用、低碳及绿色成长的原则，致力于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和谐一致以及人

类与自然的平衡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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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两山”理念的践行路径 

十九大报告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推动美丽中

国的发展过程中，必须维护和治理山水、林木、田野、湖泊、草原及沙漠等自然资源的整体性和系统性。

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共同促进减少碳排放、降低污染、扩大绿化以

及增加增长，推动以生态为先、节能减排和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式。在“两山”理念下，绿水青山可以有效

转化为金山银山，但是这一转化过程却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要想保证转化过程的顺利性，要从以下几方

面着手。 

4.1. 绿色思维 

(1) 系统思维：系统论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旨在针对复杂系统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有效解决，具备

显著的科学性质。要想将“绿水青山”成功转化为“金山银山”，必须要对山、水、林、湖、田、草、沙

等各因素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考虑，对科技、文化以及制度等条件进行系统的分析与研究[16]。唯有如

此，方能确保绿水青山得以安全、高效、快速且规模化地转化为金山银山，进而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与经

济效益的同步提升。 
(2) 创新思维：敢于突破固有的思考方式，突破陈规，摆脱固有观念的束缚，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引

导社会经济的生态发展，探讨以生态环境保护为基础的新型经济建设理念、新型经济建设机制以及新型

经济建设方式，对转型中的堵点、难点和痛点进行持续突破。 
(3) 底线思维：通过对各类活动进行全面分析、深入研究和精准判断，我们旨在掌握活动实施的标准

与界限，以防止在转化过程中出现不合理行为，进而避免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损害。在实现“绿水

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变过程中，必须确立以下核心思维：坚守生态保护底线、设定资源利用上限、

确保环境质量底线、维护生态安全底线以及促进 GEP 的稳定增长。 
(4) 数字思维：就是借助数字化方法和技术促进“绿水青山”的转化。只有利用数字化技术构建数字

化体制机制、数字化组织架构、数字化转化方法流程以及数字化商业模式，才能够保证“绿水青山”的

转化质量，实现“金山银山”发展空间的拓展[17]。 

4.2. 有效策略 

(1) 促进城市低碳化发展：在遵循“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指导下，推动城市实现低碳化转型

至关重要。这一转型不仅有助于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而且为这一转化过程奠定了坚实基

础。为此，我们必须针对城市交通、科技创新、建筑和能源等关键领域，制定一套全面的低碳化转型升

级策略。具体而言，通过构建低碳产业园区、低碳新城区、低碳社区和低碳城镇，确保在实现“绿水青

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后，其成果能够得到充分体现，进而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 
(2) 构建生态农业品牌：以本地特有的生态资源为基础，建立区域公共品牌系统。在此基础上，对以

市场为导向的品牌运作模式进行完善，扶持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全方位地为生态农产品全产业链的

创新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保证追溯系统的完善与可靠。 
(3) 推动制造业绿色化进程：在产品设计、研发、运输和回收等过程中贯彻绿色发展的思想，加快传

统工业的绿色转变。围绕重点行业，打造一批优秀的项目、领军企业和产业集群，促进我国的绿色智能

化生产整体增长。 
(4) 突出现代服务业特色：注重“环境招商”工作，利用本地优良的生态条件，大力发展新的产业和

新经济，开拓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同时，在现代服务业中引入“环保管家”制度，以专业化管理、服务与

辅导为手段，使其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三是要把文化和旅游业结合起来，形成一大批有影响的旅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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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产品。 
(5) 突出不同区域内容和特色：在具有优良生态环境和重要生态功能的地区，实施将绿色的水域和青

翠的山地转变为经济价值的“金山银山”策略。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在生态环境状况较差但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实行为了保持生态系统的稳健与健康，提升生态产品及服务的有效供给；在经

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保持动态平衡的区域既重视优质生态商品的价值发挥，也关注于投资于改善

生态环境。 

4.3. 绿色制度 

实施绿色政策体现了“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这是一场影响生产、生活习惯及思考

方式的根本改变。因此，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依靠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作为后盾[18]。将环保作为

创造财富的基础，尽管其具有很大的经济意义，但是其价值却不能以其经济意义来衡量。因此，必须建

立以环境保护为核心的管理体系，确保自然资源所有权明晰，避免权责不清导致的资源滥用。同时，应

当制定为了防止生态平衡受到过度利用的威胁，必须采取保护国土资源的措施。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过程中，政府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需要依据国家生态战略规划，为不同区域的进步提供指导框架，

设立生态保护的临界点，界定产权边界。同时，加大禁止砍伐森林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的措施，努

力维护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此外，改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评价机制，把资源使用和生态效果等环保指

标融入到评价系统中去，促进可持续发展。 
构建新时代的生态文明是一个重要的方针和限制。必须建立一套责任追究机制，坚定地阻止和严厉

惩治任何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同时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规划和领导管理。经验表明为确保绿色保

护措施的有效执行，对领导层的严格监督不可或缺。自然资源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要求，领导者必须

恪守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定，充分发挥其关键作用，并严格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确保职责履行到

位。对于那些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领导者，必须彻底追责。 

5. 思考与建议 

“两山”理念的系列论述已经深入人心，实践行动也已取得了丰硕成果，只有对“两山”理念进行

详细而全面的研究，针对区域差异性、因素不确定性、社会经济异质性等问题，妥善处理“两山”之间的

关系，探寻“两山”理念的现实意义，才能够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发展。 
(1) 将“两山”理念融入政治、经济、文化及生态保护修复过程中，体现人类社会进步需遵循自然保

护的原则，确保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与经济及社会发展之间达成平衡。自然环境拥有生态和经济的双

重不可分割价值，发展过程中必须保持对自然的尊重、保护，并依赖于它。遵循绿色发展的原则，解决

发展上的难题，持续探求将“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的途径与策略，实现生产增长、生活水平提

高、生态环境改善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 
(2) “两山”转化的机制与路径领域的研究，多在自然生态条件优越或采取“先污染后治理”策略的

经济较为发达地区集中，而在其他类型的区域则相对较少。而且，目前的研究范围覆盖了从理论分析到

实践案例的概述，主要集中于将生态环境“绿水青山”转换成经济收益“金山银山”的单一方向过程。然

而，对于易受生态影响的地区，一个互补的“双山”转化策略的探讨却相对缺乏。 
(3) 新旧动能转换尚处于艰难转型时期，“两山”转化通道尚未完全打开[16]。需要打造绿色低碳大

花园，加快发展生态服务业、生态工业和生态农业。为绿色发展综合改革创新积累经验，全力打好最美

生态牌，打开“两山”通道，把中国打造成一个具有美丽的生态环境、经过优化的空间布局、繁荣的绿色

经济、幸福的民众生活以及健全的体制机制的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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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综上所述，绿水青山具备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潜力，然而，金山银山却未必能够逆向转化为绿水青山。

生态保护修复思路必须是保护优先、修复为辅。“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并非对立的概念，它们之间

存在着相辅相成、相互转换的动态关系。只有深入理解“两山”理念及其内在的转换逻辑，我们才能有

效推动我国在水环境整治与保护、水土流失防治与治理、以及土地整理与改良等方面的工作。通过实施

森林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矿区环境恢复等生态工程项目，我们能够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社会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并让人民早日享受到高质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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