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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八大以来，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碳排

放强度不断下降，绿色发展取得新进步。“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

复杂，需要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推动产业转型、节能减排，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发展。具体措施包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

色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完善生态治理体系，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新格局；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

构建绿色发展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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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energy efficiency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has been conti-
nuously reduced, and green development has made new progress. During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the situation is still grim and complex. 
We need to always adhere to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take the road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mot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and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It includes the following meas-
ures: adhering to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man and nature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s 
thought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romoting the overall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y and 
society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mproving the ecological management system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new pattern of green development. We will improve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build a land spatial layout and support sys-
tem for gree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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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中央做出明确指示，新发展阶段，需要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生态环境的

保护，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促进产业的优化升级，为绿色新兴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实现人类

和自然的和谐共生。其中，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尽管我国在“十

三五”期间绿色低碳发展取得巨大成效，但进入新发展阶段，“双碳”目标为我国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

型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同时，也对我国生态环境治理提出的更高要求，迫切要求我们要把“两山”理念

和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任务紧密结合起来，着力破除绿色发展转型过程中面临的体制机制束缚，积极创

新完善制度体系，采取更有力的政策措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以实现新发展阶段的生态

文明建设目标。 

2. 推进我国全面绿色转型的必要性 

全面绿色转型发展，直接影响到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能否得以维持，这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

践中总结出的最新经验，也是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

格局，形成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与绿色发展理念密切结合起来，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方向。 

2.1. 全面绿色转型是实现“双碳”目标关键所在 

在全球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全球环境治理已经成为很多国家迫切关注的问题，因为会直接

影响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也在全球范围内达成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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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后的发展中会积极履行国际义务，承担大国责任，采取高效率的措施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加深与

其他国家在气候治理领域中的合作[1]。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硬仗，事关中国的绿色转型和高质量

发展。“十四五”发展时期，中国进入到新的发展常态中，主要任务就是全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国家，提高现代水平，实现民富国强。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任重道远，突出

表现在以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依旧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着较大的比重，而主要的运输结构也并没有本质

上的变化，对煤炭资源依旧有较高的依赖性，公路货运依旧占据着较大的比重。这就意味着当前所面临

的环境问题依旧比较严重，生态环境问题比较突出。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受到很多因素的影

响，在转型发展中遇到一些阻碍，发展动力不足。想要更好地是实现“双碳”目标，需立足自身，落实

好技术创新，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改变传统使用的能源结构，推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重视

双碳目标的宣传，采取合理有效率的措施，积极引导公众参与到绿色低碳生活生产中，减少化石能源的

使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选择更加低碳的出行方式，采取有效措施，全面推动绿色发展，产业转型，

建设绿色节约型社会。 

2.2. 全面绿色转型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行之路 

全面绿色转型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是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要求。

党中央明确了我国在新时期发展的方向和道路，提出要继续推进我国的供给侧改革，深入改革开放，积

极创新，更好地解决我国存在的社会基本矛盾，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追求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尽管“十三

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取得很大的成效，提前完成了 2020 年的碳排放目标，但仍面临能

源利用效率亟需提高、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亟需加快等一系列艰巨任务[2]。在新发展阶段，要坚持

科学发展观，实现人类和大自然的和谐共生。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采取更加高

效率的政策措施，推行绿色节能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传统能源结构，使用清洁能源替代传统能源，实现

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绿色经济的优势，把高质量发展真正落到实处。 

2.3. 全面绿色转型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 

全面绿色转型为新时期发展指明了方向，是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3]。在未来发展中，坚持全面绿色转型

发展，构建运行效率更高的生态体系，从各个方面为全面绿色转型发展提供支持，创造良好的条件。推

动绿色发展要求践行“两山”理论，要积极推动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覆盖经济、社会以及

生态发展的各个方面，积极创新，发展绿色产业，落实技术创新，引领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统

一、共同推进我国的“十四五”建设目标的实现。 

3. 我国全面绿色转型存在的制度性约束 

要将绿色发展举措落到实处，就需要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和政策的推动和保障。尽管我国目前的生态

文明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形势依然严峻。还存在着绿色发展工作的体制机制不健全，生态环境治理

体系尚未形成，绿色治理能力还有待提高，区域环境联防联控机制仍需进一步加强等问题。这些都在一

定程度上制约了绿色发展的实施效果。 

3.1.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尚未形成 

绿色转型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十三五”发展期间，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

在“十四五”发展规划中，要求始终坚持绿色低碳发展方向，更好地解决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中存在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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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而在当前阶段，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存在的问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仍未健全，体制机制还有待理顺。目前，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体制中还存在

着多部门管理、分权化、部门化和碎片化监管现象。由于这种部门分割、职能交叉、多头管理的体制导

致在实际工作中缺乏统筹协调，需要多个部门配合才能实现生态环境治理。这样会导致在环境治理过程

中出于部门利益、地区利益考量，相互之间容易出现一些争功避责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态环境

治理的效果和效率。第二，尚未建立健全的生态补偿和环境投入机制。生态补偿机制不完善，生态补偿

力量薄弱，生态补偿配套制度相关法律法规滞后；社会资本尚未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社会

力量没有达到较高参与度；尚未构建科学合理的环境决策机制，群众参与环境建设的积极性不高，仅仅

依靠政府无法达到预期的治理成效。企业和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不强，尚未形成社会力量参与环

境治理的多元生态治理体系。第三，资源环境等要素市场交易机制缺失。包括产权交易机制和有效竞争

机制还需完善；资源价格机制也没有健全，市场化定价机制尚未完全形成。碳交易、用能权交易等试点

进展缓慢。此外，还存在环境资源利用激励约束政策体系不完善，政策针对性和配套性不够等现象。公

众对资源环境治理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缺乏有效保障。 

3.2. 绿色治理能力存在明显不足 

监督是履行绿色发展责任的有效手段。目前，我国的环境治理监督能力还有待完善。现实中绿色发

展相关领域存在着监管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些能源资源领域，由于能源垄断经营体制和监管机制本

身存在的不足，一些能源价格定价存在着不透明情况。一些地方缺乏对于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进行环境

执法监督的职能配置，生态环境监管人员严重不足，监管难以到位。此外，生态建设目标制度尚未健全，

科学环境考核机制尚未构建。已经实施的环境考核机制中，选择的指标不合理，没有把定性指标和定量

指标结合起来，考核结果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无法满足需求，环境治理效果不理想，执行效率不高，灵

活性不强。 

3.3. 绿色发展区域联动有待进一步加强 

绿色发展需积极落实区域协调发展策略，重视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的构建，积极优化国土空间布局，

提高土地资源使用效率，在获取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当前，生态环境治理方面

区域之间缺乏联动机制，实践中缺乏协同治理的统一规划，治理标准也不统一，执法力度差别很大。区

域环境治理中如空气治理测评、污染源监测的信息尚未完全共享，协同控制不够，难以对区域间的环境

治理有效控制。一些区域经济带城市生态协同发展能力还不够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目标达成还有一定

的差距，需要推动区域发展的协调性，这就使得生态环境区域联防联控成为下一步生态环境治理需要加

强的重点工作。 

4. 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创新路径 

全面绿色转型发展是契合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方面，在环

境治理中起到重要作用，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根本之策。这就要求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

牢固树立生态意识，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这样才能保证生态

环境明显改善和根本性整体性好转。 

4.1. 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经济社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成为绿色发展观创新的核心标志。要深刻领悟“两山”理论，将人与自然、发展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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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和生态化有机统一起来。加快推动全面绿色低碳发展，就要着眼于整个生态系统，以统筹“山水

林田湖草”治理的系统思想建设美丽中国。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根本要求。要充分发挥政府主导和

统筹协调作用，明确新发展阶段中的主要任务，能够为全面绿色转型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实现良好生态

环境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共赢，进而实现自然与经济、与社会大系统的动态平衡。 

4.2. 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高发展质量水平 

实现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不仅要转变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也要始终坚持绿色发展，提高发展

质量水平。经济绿色发展可以通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科技、绿色金融等方面来进行，

而绿色社会转型则需要通过形成绿色的生活方式、低碳的消费方式来实现。 
在绿色经济发展层面，可以借鉴日本等先进经验，制定绿色消费、资源循环可再生利用等方面的法

律法规，积极探索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通过能源低碳化、技术节能化、交通低碳化等方面实现中国的

低碳发展之路；需要为产业绿色转型发展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提高绿色农业发展质量水平，推动农业

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从工业发展上来看，转变生产方式，使用清洁能源替代传统能源，减少污染物的排

放，提高绿色工业发展质量水平；增加研发力度，加速推广绿色科技标准建设和推广应用；大力发展为

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绿色金融，促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优化，进而实

现绿色经济的广泛开展。 
在绿色社会建设方面，需要重视绿色生活方式的转变，杜绝浪费，节能减排，构建绿色节约型社会，

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全社会形成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绿色文化，这是引导并推进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的

内在动力。要提倡绿色消费，重塑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营造绿色生活环境，借助创

新技术，构建绿色生活平台，为更加健康消费方式的落实提供便利。 

4.3. 重视生态治理体系的优化，为绿色发展新格局的构建创造条件 

绿色发展必须有科学合理的体制机制作保障。实现生态环境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色发展，构建绿色发展新格局的根本制度保障。 
第一，建立契合新经济常态的统筹协调机制，为人类和自然和谐共同发展创造条件。推动绿色发展

首先要建立完善的法制体系和严格的执法和监督机制。在实施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制定实施相关法律以

保障绿色权益。其次，要进一步探索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生态文明联动协作运行机制，注重企业和社会组

织及公众的参与力量。再次，要重视生态文明考核体系的构建，建立效率更高的评价机制，建立健全与

绿色转型发展目标和要求相一致的干部在任考核、离任考核、终身追责的制度。明确自然资源产权制度

体系，明确权责承担机制，完善环境权属的登记流程，提高运行效率。第二，重视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

偿机制的构建和应用，能够契合全面绿色转型发展战略。为绿色发展营造良好条件，充分发挥生态补偿

机制的作用，提高发展质量水平，借助政策方式来达到更好的发展目标。应通过运用计划、立法、市场

等手段来解决受益地区对于受损地区、末端产业对于源头产业、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下游地区对上游

地区的利益补偿。为此，执行中要明确补偿主体、落实受益主体、保障补偿标准的客观公正。同时也要

根据客观实际，补偿方式尽量实现多样化，可以达到更好的生态补偿效果，维持生态环境平衡，获得更

多的环境效益。第三，完善绿色低碳发展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重视碳中和任务的落实，并且针对

性地提出了相关要求。我们要根据其提出的要求结合自身实际来制定更加合理的措施，寻找可行性路径。

首先，需要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借助技术创新来达到更好的成果转化成效，为传统

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能够充分利用试点示范工程的作用，为绿色低碳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

件。其次，需要重视评价机制的构建，采取效率更高的分配制度，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减少资源的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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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除此之外，还要不断挖掘和使用清洁能源，提高资源利用率，推进低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启动低

碳发展试点，积极探索相关机制和激励政策；积极引导公众参与到低碳生活中，能够为绿色资源观的实

现创造良好的条件。 

4.4. 借助区域协调发展来为全面绿色发展创造条件 

区域协调发展能够缩小区域发展存在的差距，构建更加科学合理支撑体系，为国土空间使用效率和

质量的提高创造条件。这就把区域协作提到了重要的日程上来。事实上，国际上绿色发展都强调加强区

域之间的协作，强化环境管理工作的协调机制。以区域低碳治理和跨国城市联盟为代表的区域横向协作

机制是多数先进国家致力于低碳发展普遍采用的协调机制。它包括横向之间区域内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协

作、区域外城市之间的合作以及不同国家城市之间的合作。区域协作特别是针对于气候变化政策之间的

合作尤为普遍，并有着很多的气候保护方面成功的经验。 
为此，针对我国目前生态环境治理能力不均衡的现状，要积极建立区域性统筹治理机制，区域间政

府可以联合建立新的环境组织机构，共同负责区域间的环境治理活动。通过强化区域间完备的生态环境

协同治理制度、改善不同区域之间的协同关系，实现更有效、可持续的绿色发展。要重视区域协调发展

机制作用的发挥，合理进行国土空间布局，对主体功能进行明确，构建差别化政策，强化对生态环境的

保护，在经济效益获取的同时，要同时兼顾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区域间生态

资源、生态产品和生态治理的优化整合，进一步提高生态治理效能，从而实现国家层面的绿色可持续发

展，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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