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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绿色电商作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产物，致力于发展绿色产业，推广绿色消费模式。这与“两

山理论”强调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生的核心理念具有高度契合性。本文从理论、实践两重

维度深入探析“两山理论”与绿色电商的耦合效应。在理论层面，“两山理论”为绿色电商提供了思想

遵循。在实践层面，“两山理论”指明了电商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构建了生态保护与经

济发展的双赢格局。然而“两山理论”指导下的绿色电商仍面临着生态环保观念缺失、基建设施存有短

板、绿色物流亟需提升的发展困境。为此，需要从认知转变、基建布局、绿色物流三重维度优化绿色电

商发展道路，推动绿色电商稳步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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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een e-commerce, as a product of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real econ-
omy, is commit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industries and the promotion of green consump-
tion patterns. This is highly compatible with the core concept of synergistic symbiosis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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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emphasized by the “Two Moun-
tains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upling effect of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and green 
e-commerce from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dimensions.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provides the ideological guidelines for green e-commerce. At the practical lev-
el,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points out a new path of synergy between e-commerce develop-
ment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builds a win-win pattern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eco-
nomic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green e-commerc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is still facing the development dilemma of the lack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
tection concepts, short boards in infrastructure facilities, and the urgent need to improve green 
logistics. For this reason, 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e-commerce from 
the cognitive change, infrastructure layout, and green logistics three-dimensional optimization of 
green e-commerce development path, to promote the steady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green 
e-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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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共生。为深刻阐释经济社会

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两山理论”应运而生。在数字化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经济发展与生态

保护的协调共生已然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并与信息技术应用呈融合之势。2023 年 7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深化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构建美丽中国数字化

治理体系，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1]绿色电商是以互联网技术为底层支撑的新兴产业，是实

体经济与数字化经济深度融合的产物。它能够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有效地提高资源的生产率和利用率，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助力清洁能源的发展与使用，降低碳排量。我国《“十四五”电子商务发展规

划》指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提高电子商务领域节能减排和集

约发展水平。”[2]这深刻表明绿色电商产业肩负着推动经济绿色化转型，助力经济与生态协同共生的使

命任务。在“两山理论”的指引下，绿色电商不仅会助推经济效益蓬勃发展，更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电

商产业全链条，助力经济与生态协同共生的实现。因此，系统探赜“两山理论”与绿色电商发展的耦合

效应，明晰“两山理论”视域下绿色电商的实践困囿与纾解路径，对助力经济社会繁荣发展与生态环境

保护协同共生具有重要意义。 

2. “两山理论”与绿色电商的耦合效应 

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并非矛盾冲突，恰恰相反二者内在勾连，存在密切联系。随着近些年生态文明

建设的持续高质量推进，如何融合时代新兴技术，以数字经济赋能生态保护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两山理论”的核心思想是追求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生，致力于构建经济效益增长与生态环境

保护双赢的发展新格局。绿色电商作为新时代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致力于推广绿色消费理念、

助力中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二者在理念与实践层面上具有高度契合性，搭建起生态文明建设与电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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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协调发展的桥梁。 

2.1. 理论指引：“两山理论”为绿色电商提供思想遵循 

“两山理论”深刻阐释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不是相互对立的两个层面，而是相互依赖、相辅

相成、共同发展的关系。“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3]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而改善

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既是中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念，也指明了电商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

共生的新路径。绿水电商作为电商行业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要积极践行“两山理论”。首先，在

追求经济效益时要充分考虑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原则。其次，要贯彻绿色发

展理念，积极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发展绿色产业。最后，要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目标。绿

色电商发展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通过发展绿色产业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生活

新模式。绿色电商发展要始终坚持以“两山理论”为重要思想指引，从而更好助推电商行业的绿色转型

和可持续发展。 

2.2. 实践应用：绿色电商是“两山理论”的生动实践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4]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到文明的接续更替。绿色电商作

为新时代商业模式的创新典范，在助力绿色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已然成为绿色经济的一部分。

在绿色经济发展模式中：一方面，电商企业积极践行生态环保理念，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绿色产业、

革新绿色物流技术发展清洁能源、推行环保包装等方式，降低经济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同时，电商

企业还致力于绿色消费观念的推广，通过改造创新绿色产品的方式，引导消费者选择绿色环保产品，进

而推动绿色消费市场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从绿色电商自身优势来说，绿色电商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

基底，使得其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消费者和生产厂家直接对接，减少了中间过程的能源消耗

和资源浪费，从而更好助力绿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绿色电商具有严格的商品准入制度和质量监

管机制。这与“两山理论”中强调的生态优先、保护优先的核心理念相一致。电商平台会对入驻商家及

产品进行严格审查，确保商家的产品符合绿色环保标准。这种严格的监管制度既助力电商企业绿色品牌

的树立，也提高了企业和消费者的生态环保认知。因此，绿色电商是“两山理论”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生

动实践，它通过技术创新、产业优化、产品监督等方面助推绿色产业发展，打造绿色消费新模式，助力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格局的形成。 

3. “两山理论”视域下绿色电商发展的实践困囿 

“两山理论”视域下，绿色电商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助推力，其发展对于“美丽中国”建设，

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良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实际发展过程中，绿色电商发展道路并

不是一帆风顺的，仍然存在着实践困囿。这些困囿不仅制约绿色电商的健康发展，也影响生态文明建设

的整体进程。 

3.1. 主体维度：生态观念认知不足 

“低碳经济以降能减排为主要目标。这一理念下，电子商务发展理念也会相应发生革新。”[5]“两

山理论”深刻阐明了经济发展要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的道理。但是，在绿色电商发展的实践道路上，生

态文明理论欠缺，环境保护观念淡薄成为“两山理论”视域下绿色电商发展的实践困囿之一。一方面，

部分企业生态保护观念欠缺，依然停留在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利益的落后发展模式中。它

们为了追求短期的经济效益，而不管不顾自身的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企业对绿

色电商的认知与理解停留在字面意义中，没有深入探析绿色电商的发展意义和模式，而是将其作为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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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的补充，因而未能充分发挥绿色电商在提升经济效益与促进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优势，使得绿色电

商的发展失去了原本意义。另一方面，企业和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认知也停留在表面，缺乏更深层次的

了解和认同。在他们的固有观念中，绿色产品仅仅是指向水果、蔬菜类的产品。因此，消费者对绿色产

品的需要不高致使企业忽视了对绿色产品的改造创新，这更加制约了绿色电商的发展道路。要促进“两

山理论”视域下绿色电商的健康发展，首先要提升企业与消费者的生态环保意识，加深他们对绿色电商

的理解与认同。 

3.2. 设施维度：基建设施存在短板 

“两山理论”指导下的绿色电商发展不仅要实现经济效益又快又好的提升，而且更强调在经济发展

过程中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然而，绿色电商发展道路上，除生态环保理念缺失外，基建设施方面也存

在着明显的短板。这些短板既抑制了绿色电商的持续发展，也对“两山理论”在绿色电商领域的深入实

践产生了消极影响。绿色电商的兴起与发展是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底层支撑的，互联网技术赋予绿色电

商高效率、低延迟、低成本等特点，使得绿色电商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助力绿色经济的发展。但是随

着绿色电商规模逐渐扩大，其对与互联网相关的基础设施的依赖也愈来愈强。为保证绿色电商稳步向前

发展就必须要有庞大的互联网基建设施作支撑。虽然我国较早地捕捉到了互联网信息技术对实现经济跨

越式发展的重要机遇，并制定了发展规划，开始了互联网基建设施的建设与普及。但是，从发展全局来

看，我国互联网基建设施建设还存着地区发展不平衡、建设资金短缺、技术融合发展欠缺等短板。尤其

是在基建设施地区失衡方面，由于资金、技术等限制，乡村明显落后于城市、西部明显落后于东部。这

严重制约了绿色电商的综合建设与发展，在带来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后果的同时，也使得全国良好生态

文明建设难度加大。因此，补齐互联网基建设施短板对保障绿色电商稳步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3. 运输维度：绿色物流亟待提升 

“两山理论”强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共生，为绿色电商发展提供重要理论支持和

实践导向。走好绿色电商稳步发展道路除了在生态理念认知和互联网基建设施上下功夫外，也要提升物

流运输的绿色化水平。“绿色电商物流作为一种新兴的物流模式，旨在通过采用环保、节能、低碳的方

式，实现电商物流的可持续发展。”[6]绿色电商与绿色物流紧密相连，二者是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关

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随着绿色电商快速发展，绿色物流成为至关重要的环节。然而，我国绿色物

流却也存在着些许问题。一方面，绿色物流技术有待优化与更新。由于新能源技术发展的限制，我国物

流配送主要交通工具还是以燃油车为主，采用电动车、氢能源等新能源车辆进行物流配送所占比重较少。

但燃油车、飞机的废气排放问题是不可忽视的。不仅影响了空气质量，也与绿色电商追寻的经济与生态

协调共生的发展理念相驳，增加绿色电商在环保方面的挑战。另一方面，包装材料方面也是绿色物流面

临的一大难题。在绿色电商业务中，绝大部分商品是需要经过包装后才能运输。传统的包装材料，如纸

质箱、塑料袋、泡沫等被广泛使用，这些材料在使用后往往会变为废弃物，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压力。

此外，部分企业为吸引消费者眼球，往往会使用更多不环保的材料将产品包装的美观和高档。这不仅违

背了“两山理论”中“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发展理念，也严重影响了绿色电商的可持续发展。 

4. “两山理论”视域下绿色电商发展的纾解路径 

绿色电商作为电子商务与绿色发展理念深度融合的产物，旨在通过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实现电商

产业的绿色化、低碳化转型。然而，绿色电商发展仍然面临着诸如生态观念认知不足、基建设施存在短

板、物流配送绿色程度不高等一系列困境。因此，深入探索“两山理论”视域下绿色电商发展的有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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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更对推动电商产业绿色化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有深远的实践意义。 

4.1. 培育新发展理念，推动认知优化 

“两山理论”深刻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生态环境不仅是

宝贵的自然财富，也是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重要支撑，为绿色电商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要培育绿色发

展理念，提升我国传统电商企业和消费者对绿色发展的重视和认同程度。一方面，政府要加强宣传教育，

提高电商企业生态环保理念认知水平。政府可以通过举办绿色发展论坛、生态文明理论知识普及活动等

方式，普及绿色电商的基本知识，增强传统电商企业与消费者对绿色电商的认知和理解。同时，政府可

以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传播渠道广泛宣传报道绿色发展理念和绿色电商的实践成果，提

高绿色电商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从而激发传统电商企业与消费者参与绿色电商发展的热情。另一方面，

“我国传统企业要充分认识到发展电子商务的重要性”[7]电商企业自身要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将经

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生作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准则。为此，电商企业要加强绿色发展理念的

学习，提高员工的绿色化认知水平，使绿色化发展在员工心中生根发芽并落实到实际的生产活动中。同

时，电商企业可通过建立绿色消费鼓励机制、定期举办绿色主题宣传活动，如绿色购物主题节、生态环

保知识竞赛等，鼓励消费者购买绿色产品，增强其生态环保意识，引导其形成绿色健康的消费习惯。 

4.2. 牢固生态导向，完善基础设施 

“完善的电子商务基础设施有利于保障各类电子商务活动顺利进行。”[8]绿色电商以互联网信息技

术为底层支撑，其稳步持续发展离不开完善的互联网基建设施的支撑。因此，“两山理论”指导下的绿

色电商发展必须补足互联网基建设施的短板。一方面，政府要加大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互联网网

络建设资金，提升绿色电商网络的速率和通达度，为绿色电商企业提供完善的互联网技术支持，保障绿

色电商的良好发展。同时，政府还应当大力帮扶落后地区互联网基建设施的建设。要完善农村地区和欠

发达西部地区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深入推进这些地区的无线网络、宽带网络等信息化基建设施的

建设。政府也要有意识地帮助这些地区引入具备电商发展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人才。这些人才既可以促进

当地互联网基建设施的建设，也可以向当地人民普及绿色电商的相关知识。从而更好推动绿色电商的可

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电商企业要加大互联网设备采购力度，保证电商业务运营的通畅迅速。在保证设

备通畅运行的前提下，要选择效率高且能耗低的设备，这不仅降低了电商业务运营成本，也更加契合绿

色发展理念。同时，发达地区的电商企业要秉持协同发展理念，主动帮助欠发达地区的互联网基础设施

建设。具体可通过提供技术指导、资金援助、设备援助等方式帮助欠发达地区绿色电商的健康发展。 

4.3. 推广绿色配送，打造绿色物流新模式 

绿色物流是推动绿色电商发展的重要助推力，“虽然电商物流在逐步发展绿色化、清洁化和智能化

的物流运输，但现阶段电商绿色物流水平仍然较低”[9]要进一步提高绿色物流水平，推广绿色配送方式。

首先，要强化绿色物流配送技术的创新与应用。绿色物流技术的应用是打造绿色物流新模式、提升物流

配送绿色水平的重要手段。绿色物流技术涵盖面广泛，其中节能减排技术是重中之重。这项技术可以显

著减少物流配送过程中的能源消耗与污染物质排放，从而降低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例如，采用电动

车、氢燃料车等环保型交通工具进行物流配送，能够大幅削减碳排量，达到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功效。

同时，智能化与自动化技术的广泛运用，也在绿色物流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不仅优化了物

流流程，提高了配送效率，还显著降低了能源消耗与物流成本，从而减轻了物流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压力。

其次，电商企业要优化包装材料，提高产品包装的绿色化水平。绿色电商企业要采用可循环使用的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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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减少使用或者不使用塑料袋、泡沫等传统包装材料。同时，绿色电商企业也要推广使用可生物降

解材料、可回收材料等环保材料，替代传统的不可降解、污染性较大的包装材料，从而减少包装废弃物

对环境的污染。此外，绿色电商企业还可以建立产品包装回收体系，鼓励消费者参与包装回收，实现资

源的循环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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