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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
以生态文明促进绿色发展

*

推进绿色变革，必须理念先行。要用整体思维深化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理念”的理解；用协同思维深化对“发展和保护相统一理念”的理解；用

辩证思维深化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理解；用市场思维深化对“自

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理念”的理解；用底线思维深化对“空间均衡理念”的理解；

用系统思维深化对“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理解。

绿色发展是在传统发展基础上的一种模式创新，是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

承载能力的约束条件下，将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支柱的一种新型

发展模式。

要运用现代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全面推进法制生态化，把生态文明建设方面

比较成熟的经验政策化、制度化、标准化，通过建立与国家治理体系相配套的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本文系作者2015年12月19日在中国生态文明论坛上的讲话（节录）。 *

陈宗兴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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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的建议，对“十三五”期间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作了总体部署，这一

部署在“十三五”规划中具体表述为“坚持绿色发展，着力改善生态环境”，成

为我国未来5年发展的重要内容。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以习近平同志关

于生态文明建设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

方案》要求，结合实践经验，在新形势下全面建设生态文明，以生态文明助推

绿色发展。

一、强化生态文明理念，实现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绿色化

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全方位、系统性、根本性的绿色变革，必然带来生产

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深刻调整。推进绿色变革，必须理念

先行。中央建议，“十三五”期间要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发展理念，其中，绿色发展是对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理念的集中概括和升华。因

此，要用与绿色化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加深理解，提高认识。

用整体思维深化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理念”的理解。“三个

自然”理念所强调的是要坚持以大自然生态圈整体运行规律的宏观视角，全面

审视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放在自然界的整体格局中考

量，按自然规律行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用协同思维深化对“发展和保护相统一理念”的理解。发展与保护之间既

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不可取；一味强调保护、

限制发展同样不可取。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平衡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实

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相互促进。

用辩证思维深化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理解。“绿水青山”与

“金山银山”之间的辩证统一，也就是建设生态文明和发展经济之间的辩证统

一。绿色经济决不是对经济的制约，而是经济的一种转型、提升和创新发展。

从长远看，坚持绿色发展，遵循自然规律，将生态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把生

态资本转变为发展资本，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

用市场思维深化对“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理念”的理解。自然生态是有价

值的，保护自然就是增值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过程，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就应得到合理回报和经济补偿。我国绿色经济市场潜力巨大，要加强运用市场

机制解决生态文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完善市场机制，坚持谁保护谁受益、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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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谁赔偿的原则，构建体现生态文明理念的新型市场体系。

用底线思维深化对“空间均衡理念”的理解。什么是底线思维？就是发展

不能超出地域自然资源承载能力和环境容量。一些地方和企业环境责任意识不

强、减排治污不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忽视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极限，缺乏底

线思维。实现绿色发展必须严守资源消耗上限、环境质量底线和生态保护红线，

将各类开发活动限制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内。

用系统思维深化对“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理念”的理解。山水林

田湖生命共同体之间互为依存，又互相激发活力，反映了大自然生命过程的内

在联系。这就要求我们要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资源管理体系，守住山青、天蓝、

水净、地洁的良好环境，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让“生命共同体”生生不息。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要科学统筹而不能顾此失彼，要协同推进而不能单兵突进，

要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全面提升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态

服务功能。

二、强化主体功能定位，构建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空间发展格局

空间格局是资源等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状态，构建良好的空间格局是对生

态、经济、社会的“顶层设计”，是对资源等要素的科学配置。“十三五”规划

建议明确提出，要发挥主体功能区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基础制度的作用，这

对生态文明建设至关重要。未来应进一步强化主体功能区定位，健全空间规划

体系，科学合理布局和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

一是从国家层面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

体。各地在制定“十三五”规划过程中应该充分体现生态文明要求，加大开展

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试点示范工作力度，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基础，统筹各类

空间性规划，推进“多规合一”，以解决现有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城乡、土地、

环保等各类规划自成体系、条块分割、内容冲突、缺乏衔接等问题，有度有序

利用自然，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自然

岸线格局等。

二是从城乡层面形成绿色城镇化格局。绿色城镇化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力

调节城镇功能和规模，依托山水地貌优化城镇边界和形态。各地在城镇规划和

建设过程中，应将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镇化过程，推动形成绿色、循环、

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城镇建设运营模式。科学控制城镇开发强度，合理布局

城镇等级和分布，推动城镇化发展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依托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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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资源，积极推进美丽乡村和文明村镇建设。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公共

资源均衡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

三是从海陆层面建立海洋保护开发格局。要树立大国土理念，坚持陆海统

筹发展，根据海洋空间承载力，科学制定海洋功能区划，充分发挥海洋国土的

重要作用，促进海洋强国建设。坚持以生态系统为基础，陆海统筹、河海一体

的基本原则，严格控制陆源污染物排海总量，实施严格的围填海总量控制制度、

自然岸线控制制度，建立陆海统筹、区域联动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机制。

积极推进“蓝色海湾”综合治理、“生态海岛”保护修复等重大工程，加快受损

生态系统恢复。

三、强化创新驱动，不断提高国民经济绿色化程度

绿色发展是在传统发展基础上的一种模式创新，是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和

资源承载能力的约束条件下，将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支柱的一种

新型发展模式。在新常态下，要从根本上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

必须去“黑”存“绿”、低碳循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大幅

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

一要通过科技创新推动绿色发展。绿色发展需要绿色技术支撑，科技创新

是重要的驱动源泉。应当结合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符合生态文明建设领域

科研活动特点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建立面向人才、研发、产品、市场的全

方位绿色创新支撑体系；应当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同时在新能

源开发利用技术、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绿色装备制造、绿色建筑、海绵城市、

大数据应用等方面加大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循环高效使

用；应当加强相关重大科学技术和生态文明基础研究，开展资源生态环境领域

关键技术和前沿技术攻关，让创新驱动在绿色转型中成为持久的推动力。

二要通过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进生产方式绿色化。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是绿

色发展的重要环节。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换代步伐，形成循环、低碳的新型产业

结构，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发展壮大服务业。实现生

产方式“绿色化”需要着重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进一步调整政府职能，加

强市场机制在生产方式“绿色化”中的作用；第二，建立人才培养和研发的科

技支撑体系，为生产方式“绿色化”提供持久的创新动力；第三，加快绿色金

融体系建设步伐，从税收优惠、商业贷款优惠以及引导风险投资等方面拓宽融

资渠道，切实缓解中小型绿色企业的资金约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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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通过发展绿色产业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按照“十三五”规划建

议推动绿色产业集聚，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以

推广节能环保产品拉动消费需求，以增强节能环保工程技术能力拉动投资增长，

形成新的绿色支柱产业。充分发挥市场的激励作用，多渠道引导社会资金投入，

推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应当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结合扶贫工作，

在“老、少、边、穷”地区积极发展有机农业、生态农业、林业经济等，推进

绿色现代服务业和生态旅游等生态产业加快发展。

四、强化制度保障，推进生态文明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加强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就是要运用现代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全面推进法制生态化，

把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比较成熟的经验政策化、制度化、标准化，通过建立与国家

治理体系相配套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从“理念”和“政策”层面，正在深入到“具体操作”

层面。以前诸多生态环境问题难以根治，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生态文明建设缺

乏制度化的量化标准，缺少精准有力的考评和追责体系。中央已经提出，要以

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管控、自然资源产权和用途管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自

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责任追究、生态补偿等重大制度为

突破口，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

能遏制种种基于利益冲动对环境生态的破坏，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证。

要加快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推进绿色考核。要严格责任追究，对违背

科学发展要求、造成资源环境生态严重破坏的，对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不力

的，对不顾资源和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履职不力、监管不

严、失职渎职的，都要依纪依法追究主管领导和相关人员责任。要通过制度创

新不断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加强相关法律、制度的统一性、整体性和协调

性，提高生态环境治理能力。

让我们共同坚持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开拓创新、扎实工作，推进生态文

明研究与促进工作迈上新台阶，为绿色富国、绿色惠民、美丽中国做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赵  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