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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报：绿色发展已成为关
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个重要理念，也
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理念。今年环境日
主 题 是“ 改 善 环 境 质 量 推 动 绿 色 发
展”。请问，在当下您怎么理解绿色发
展？绿色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是
怎样的？

钟茂初：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
绿色发展作为新常态背景下的五大发
展理念之一，并指出：坚持绿色发展，
必须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推动形
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持可
持续发展，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
友好型社会，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
贡献。中央《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意见》提出，必须构建科技含量
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
构，加快推动生产方式绿色化，大幅提
高经济绿色化程度，有效降低发展的资
源环境代价。由此可见，绿色发展在新
常态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是可持续发
展。地球生态系统对于人类经济社会
发展活动具有一定的承载力，但这一
承载力是有限度的，资源消耗不能超
过其再生速度，污染排放不能超过其
自净化能力。发展规模一旦超过承载
力限度，生态功能就会退化，人类赖以
生 存 和 传 承 的 环 境 也 就 随 之 逐 步 劣
化。所以，我们的发展追求，必须在生
态承载力约束之下。工业化发展到今
天，全球各国的发展都已经接近甚至

在一些方面超过了地球生态承载力，
这是全球出现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坚持一个原则：
人类发展活动所带来的生态环境影响不
得超过地球生态系统的承载力。

中国环境报：要实现绿色发展，需
要具备什么条件？

钟茂初：绿色发展的含义是：在生
态承载力限定的条件下，要提高经济
发展水平，不能再依靠投入要素规模
扩张，而必须通过生态要素效率的提
高来实现。因此，真正意义上的绿色
发展，有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一是严
格遵守生态承载力的约束；二是把生
态效率提高作为发展的根本途径。

中国环境报：绿色发展面临的主
要挑战有哪些？

钟茂初：当前，绿色发展的主要挑
战在于：其一，“经济发展不可超越生
态承载力”，尚未真正成为各级部门的
发展理念和准则，也没有真正成为硬
约束。“增长至上”以及依靠增加投资
促进发展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依然
没有改变。其二，企业作为绿色发展
的直接主体，尚未形成以利益为引导
的诱导机制和杠杆机制，企业主动促
进绿色发展的动力不足。其三，消费
者作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主体，同时
作为生态环境问题的最终承受者，并
未担负起推进绿色发展的应有责任，

更没有形成相应的约束或激励机制。

中国环境报：您提到，应把生态效
率提高作为发展的根本途径。对此，
您有哪些建议？

钟茂初：推进绿色发展，根本途径
是提高生态效率，即通过结构调整、技
术进步、管理水平提高等方式，实现增
长方式转变，而不是直接以经济增长
为目的。所以，在制定有关产业绿色
化政策时，最直接的激励目标是碳排
放量、污染排放量的降低及使用效率
的提高，而不是作为新的增长点。只
有在排放总量稀缺的条件下，生产者
才 有 足 够 动 力 去 挖 掘 绿 色 发 展 的 潜
力。在此制度基础上，配额量决定了
各主体经济规模的限制量，要想增加
经济规模，就必须通过技术、结构的改
进去实现，绿色产业、绿色技术、绿色
产品才可能由此形成。

发展绿色产业是绿色发展的重要
内容。那么，什么样的产业才可以认
定为绿色产业？一个基本准则是：生
态效率高于传统产业，并能够有效替
代低生态效率的传统产业。所以，发
展绿色产业是产能更新，而不是产能扩
张。即高生态效率的产业对低生态效率
产业的替代，实现绿色化产能更新。

以新能源汽车对传统汽车的替代
为例：相对于化石能源汽车，新能源汽
车 的 低 碳 性 、低 污 染 排 放 性 显 而 易
见。但是，我们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必
须明确：新能源汽车是对现有汽车存

量和现有汽车产能的替代，不可能在
现有存量和产能基础上新增一块市场
需求。所以，制定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规划和发展步骤时，要依据其替代能
力。相应地，传统汽车的产能应同步
削减。否则，新能源汽车就可能在“绿
色”口号下，出现新的产能过剩。同
理，能源、建筑、交通领域的绿色发展
规划，在客观评估对传统产业替代能
力及替代进展的基础上，必须包含对
传统产业的替代削减规划。

推进绿色发展，可通过强化环境
规 制 来 倒 逼 企 业 生 态 效 率 提 升 。 所
以，要考虑如何让环境规制激励企业
生产率提升而非削弱其生产率。根据
理论和实证分析，当环境规制提高到
合理强度时，由环境规制引发的创新
效应、竞争效 应 就 会 大 于 规 制 成 本 。
强 化 环 境 规 制 能 够 提 高 企 业 生 产
率 ，促进企业优胜劣汰机制的形成。
但是，不同类型行业的环境规制对企
业生产率的影响是不同的。目前，重
度污染型产业已经接近效率向好的转
折点，所以环境规制应适当强化，使之
尽快跨过痛苦期，很快就可以迎来生
产率上升阶段。对于轻度污染型行业
和民生影响大的中度污染型行业，现
阶段不宜“一刀切”地强化环境规制水
平，宜让其保持较高的生产率。对发
达地区有竞争优势的行业，环境规制
程度应逐步提高，这样更有利于激励
企业形成稳固的国际竞争力。宜从中
遴选环保领跑者，纳入中长期规划予
以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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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社会进步应
当是全面进步；天地之大德曰生，一切
发展最终须以人为本。天蓝、地绿、水
清是生态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绿色
发展的重要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用 30 年时间
走过了西方国家 300 年走的路。对于
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我们有更
迫切的需求，也做了很多努力。有理
论创新，提出“五位一体”，凸显生态
文明建设的历史高度；绿色发展成为
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有制度安排，强
化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保责任、发挥
审计监督作用、明确各级领导干部责
任追究情形、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制度改革试点等；有法律政令完善，如
修订《环境保护法》、颁布《关于加快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有产业推动，如
调整能源结构、优化产业结构、鼓励低

碳环保产业；有教育跟进，通过电视、
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介，大力宣传生
态文明和绿色发展。

无论是各级党委、政府，还是企业
和公众，对生态文明建设、环境保护、
绿色发展的关注和重视都达到了前所
未有的高度，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大
气、水、土壤等污染问题有了一定缓解
和改善。然而，在很多地方，还会看到
露天焚烧垃圾，烟雾弥漫、气味刺鼻；
还会看到生活和生产污水直接排放，
河流不堪重负，沦为臭水沟。有些地
方土壤污染尤其是重金属污染，还在
直接或间接给食品安全和人体健康带
来危害。整体上看，大气、水、土壤污
染等依然严重，资源节约及综合利用
等方面的压力还很大、任务还很重。

为此，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绿
色发展的相关工作。一直以来，我们
强调用理论、制度、法律、政令、经济等

办 法 来 推 进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和 绿 色 发
展，殊不知，治心才是治本。若是人人
有绿色内心，天地自然就有绿色。所
以，全体公民内心深处的绿色意识、绿
色理念、绿色认同感，或者说全体公民
不断被绿色化的内心，以及被绿色化
内心影响下的生产、生活和生命才是
绿色发展的基础，是解决当前资源趋
紧、环境污染严重、应对气候变化等问
题，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

从传统文化和宗教思想对人的意
识理念或内心阐释来看，儒家讲格物
致知、正心诚意。道家讲以柔克刚、无
为无不为。佛教讲心即一切、一切即
心，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周易讲以何
为体，答案就是“感”。基督教讲当看
护你的心胜过看护一切，你一生的效果
都是由心发出。诚然，传统文化和宗教
思想对内心的看法有一定的历史和自身
局限性，但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绿 色 内 心 是 一 个 系 统 、全 面 、前
瞻、发展的思想理论体系。为逐步解
决当前气候变化、资源趋紧、环境污染
等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凡是可以指
引全体公民采取绿色化生产、生活方
式的意识理念，统称绿色内心。包括
在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资源综合利用、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等 绿 色 发 展 思 想 影 响
下，全体公民的绿色生产和生活意识；
也包括生产、生活和生命中的哲学、文
化、道德、法律和科学的，一切进步、积
极 向 上 的 思 想 。 一 切 有 利 于 绿 色 发
展、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理念，都
是绿色内心的要素。

绿色内心的创立和发展，可以丰富
和完善绿色发展相关思想，提高人们绿
色发展意识，指导绿色发展实践；可以提
高人们尊重自然、社会和他人、尊重规律
的生态意识、社会意识和文化意识，从而
促进绿色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绿色发
展理念。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
应成为绿色发展理念的积极践行者，
增 强 绿 色 发 展 的 内 生 动 力 。 笔 者 认
为，推动企业绿色发展，当务之急是要
建立三大机制。

建立环保约束的倒逼机制。对于
传统发展模式下形成的高耗能、高污
染企业，要强化环保约束，倒逼企业向
绿色转型。严格落实环境法律法规。

《环境保护法》提出了更加严格的处罚
措施，如按日连续处罚、责令停产停
业、黑名单制度等，具有很强的震慑
力，可以倒逼企业淘汰落后设备和技
术，实现转型升级。“十三五”期间，要
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约束企业的

排污行为。抓紧完善排污许可制度，
建立覆盖所有固定污染源的企业排放
许可制。按照“谁污染、谁付费”的原
则，通过环境经济政策将环境污染成
本内部化，促使企业权衡减排成本，做
到 自 觉 减 排 。 实 行 能 源 和 水 资 源 消
耗、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
推进企业形成绿色生产方式，节约资
源和能源。

建立利益补偿的激励机制。补偿
机制的目的是兴利，即激励企业提供
更 多 有 利 于 环 境 保 护 的 绿 色 生 态 产
品。节能环保产业和生态产业，往往
是社会效益大于个体利益，属于公共
产品。要保证投资者有所回报，就必
须采取一系列鼓励节能环保和生态产

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应综合运用经济
手段，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
用，营造有利于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
发展的环境。采取财政贴息、税收优
惠、差别电价、阶梯水价等措施，鼓励
企业加大环保投入、加快节 能 环 保 改
造 ，引 导 项 目 投 资 和 产 业 发 展 向 绿
色 转 型 。 鼓 励 各 类 投 资 进 入 环 保 市
场 ，通 过 政 府 和 社 会 资 本 合 作 等 模
式 吸 引 社 会 资 本 参 与 环 境 治 理 和 生
态保护。

此外，探索建立多元化补偿机制，
逐步增加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
付，完善生态保护成效与资金分配挂
钩的激励机制，增强企业参与生态保
护 的 动 力 。 通 过 政 府 购 买 服 务 等 方

式，加大对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支
持力度。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政府公
共消费和个人消费绿色化，通过绿色
采购拉动企业绿色生产。

建立创新发展的驱动机制。现代
经济发展越来越依靠企业的技术创新
和技术进步。绿色发展要与创新发展
相融合，通过创新寻找环境与发展双
赢 的 新 路 径 ，寻 找 绿 色 发 展 的 新 动
力。其中，最重要的是技术创新和治
理机制创新。在技术创新方面，要通
过多种手段，加强污染治理、生态修复
等绿色技术的研发。以资源集约利用
和环境友好为导向，采用先进节能环
保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建立绿
色发展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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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绿色发展关键在于提高生态效率

绿色行动源于绿色内心

增强企业绿色发展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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