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１４卷　第５期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Ｖｏｌ．１４　Ｎｏ．５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ｃｔ．２０１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６－１５
［作者简介］余谋昌（１９３５—），男，广东省大埔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生态哲学和地学

哲学。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３７２９（２０１３）０５－０００３－１３

将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余谋昌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摘　要］将生态文明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各方面与全过程，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复兴之
路，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任务、确保经济建设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当

前，可采取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

态文明制度建设等措施来开展这一工作。其关键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确立生态文明的价值观，

并将其融入生产技术工艺，实现经济发展基本目标的“三个转变”，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将

节能减排与资源再生作为突破口，将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作为中心环节来抓。把生态文明建设

融入经济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落脚点是发展循环经济，大力发展生态经济、节能经济、低碳经济。

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需要绿色消费的支持，要创造一种可持续的绿色生

活方式。绿色生活是一种生态文明的生活方式，以简朴、低碳、公正为特征，是一种更高级的可持续

的生活方式，它以知识和智慧的价值代替物质主义的价值，以适度消费取代过度消费，以多样性取

代单一性，以崇尚社会价值和精神需求取代崇尚物质享受。这种生活方式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需要，

是未来新生活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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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时代是生态文明时代。２０世纪中叶，世
界工业文明高度发达，工业经济增长率、人口增长率

和高消费生活达到巅峰。与之相伴随，环境污染、生

态破坏和资源短缺等随之出现。进入２１世纪，全球
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接连不断。全球生

态危机和社会危机对人类生存造成严重威胁。同

时，危机也催生了人类从工业文明社会向生态文明

社会的转向与发展。

当前的中国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机遇

期。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
就，生产力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国力增强，国家崛

起。党的十八大报告总结中国人民建设生态文明的

经验时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把生态

文明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和社会建设。这样一种“五位一体”的总体

战略所指引的发展路径，是中国的真正崛起之路和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

认识我们的时代，才能理解时代赋于我们的使

命，勇敢地承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我们要积极行动，着力“五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尤

其要把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一、把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各方

面和全过程的重要意义

　　目前，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推
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需要把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

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１．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各方面和全过
程，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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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的行动指南。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

各方面和全过程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生态文明的价值观，要求经济建设中必须树立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

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至上、

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坚持生产发展、生

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着力建设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

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人民创

造良好生活环境，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１］这正

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意。

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生态文明观念深刻融入

和全面贯穿于经济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其主要意

义在于：一是在经济建设中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公正平等地分配经济建设成果，正确处理人与人的

关系，建设和谐社会；二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

排除环境污染、避免资源短缺，保证经济建设的良好

环境条件和充足的资源供给，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这两点是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最重

要的举措。

２．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各方面和全过
程，是全面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任务的需要

党的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战略任务，其内涵包括：一是建设环境友好型国

家，解决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的问题，

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二是建设资源

节约型国家，解决能源和其他各种资源的供应问

题，建设经济繁荣、人民丰衣足食的美好家园；三

是解决人与人的各种矛盾，建设社会和谐、精神和

道德高尚的太平盛世。经济建设是实现生态文明

建设目标的基础。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国经

济建设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

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

融合、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与农业现

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

现代化同步发展。为此，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

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

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

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

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

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

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因此，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各方面和

全过程是全面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任务的需要。

３．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各方面和全过
程，是确保经济建设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

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以非循环、线性生产为主

要特征，其工艺模式是“原料—产品—废料”。这是

一种线性的非循环性生产。这种生产大量消耗自然

资源、大量排放废弃物，是一种原料高投入、产品低

产出、环境高污染的生产，是不可持续的。这种生产

方式以自然资源不是劳动产品因而没有价值为思想

前提，不考虑资源节约的问题，对自然资源过度开

采、滥用和浪费，过量排放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从

而使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成为制约经济

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问题。为了确保经济建设持续健

康发展，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各方面

和全过程，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

持节约至上、保护优先、自然恢复；着力发展生态技

术和工艺，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

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

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

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

贡献。

　　二、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

各方面和全过程的应有措施

　　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须用一系列彼此相关的措施来保证，以下是应有的

几条主要措施。

１．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在美丽富饶的中国大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必须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根据自然环境的

承载能力，因地制宜地规划经济社会发展。优化国

土空间开发格局，首先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

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控制开发强度，调

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

适度，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

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其次，要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推动各地区严格

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

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此外，还要提高

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

洋强国。

２．全面促进资源节约
要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的根本转

变，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消

耗强度，提高利用效率和效益。要发展科学技术，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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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

源、可再生能源发展，确保国家能源安全；要加强水

源地保护和用水总量管理，建设节水型社会；要严守

耕地保护红线，严格土地用途管制；要加强矿产资源

勘查、保护、合理开发；要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产、

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

３．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的保护力度
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

力，推进对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的综合治理。

加快水利建设，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坚持预防

为主、综合治理，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环境问题为

重点，强化水、大气、土壤等的污染防治。坚持共同

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尽其能原则，同

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降低单位国

内生产总值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等有约束力的国

家指标应认真落实，提高森林覆盖率。大力推进节

能减排，植树造林，绿化祖国，建设一个山清水秀的

太平家园。

４．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建设生态文明，要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

极地保护生态，一步步地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

时代。为此，要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进一步健全

相关法律法规，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制度和法律保

障。建立健全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耕地保

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加快有利

于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建设，实行有利于科学发

展的财税制度，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

环境补偿机制，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

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

生态效益等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

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

制。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

场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

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加强环

境监管，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

害赔偿制度，在实践中真正做到谁开发谁保护、谁破

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

文明建设，努力形成人人关心、人人珍惜、人人保护

生态环境的良好氛围，保障人人享有平等的环境权

利。人民不仅有基本的政治、经济和发展权利，还应

当有基本的环境权利：有权获得良好的生活环境，有

权不遭受污染的危害，有权参与对影响环境行为的

监督和管理。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

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

风尚，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

　　三、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

各方面和全过程的关键是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发

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关键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方式主要包括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是生产社会生存和

发展的物质资料的方式，它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的统一，是生产者、劳动对象和生产技术的有机结

合，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建设生态文明

首先需要实现生产方式变革，当前要着力做好如下

五方面的工作。

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价值观和技术工艺
实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实现生产方式转变是

主线，通过超越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来创造生态文

明的生产方式，首先需要实现价值观和技术工艺方

向的转变。

（１）生态文明融入生产方式的价值观
人类中心主义是工业文明的核心价值观。这里

所说的“人类中心主义”，不是也不可能是以全人类

为尺度，更不是从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它不考虑

人的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它只是以个人（或少

数人）为尺度，从极少数权贵阶层的利益出发，其实

质是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是工业文明时代人类行为的哲学基

础。美国学者加勒特·哈丁把地球想象为一个完全

开放的牧场，每一个牧民都寻求自身财富最大化，无

节制地增加畜群，当超过土地的承载能力时，必将导

致牧场的完全崩溃。［２］经济发展也一样，如果人们

争相从自己获得最大利益出发，不断增加资源开发

力度，而不进行资源保护和改善的投资，最后必将导

致资源破坏现象不断加剧。世界资源全面短缺和资

源危机正是如此产生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导致

生态领域的“公地悲剧”，更使社会领域由于争夺资

源而出现矛盾、纷争和战争，这已经成为威胁人类持

续发展的严重的全球性问题。

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以资本最大增殖为目标。

为了资本增殖，一是需要不断加重对劳动者的剥削，

二是需要不断加重对自然资源的剥削，两种剥削不

断加强。工业文明尽管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和现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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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的生活，但也制造了人与人的社会矛盾和人与

自然的生态矛盾，导致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全球

性爆发。

工业文明遵循的是自然界没有价值的价值观。

现代经济学认为，经济活动中，只有资本有价值，劳

动有很低的价值，即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价值，表现

为市场经济中资本高价而劳动力低价；在商品经济

中，商品的价值是物质生产中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

自然资源没有价值，社会物质生产使用自然资源无

需付费，表现为市场上商品高价而资源低价。否认

自然价值是人类长期以来掠夺、浪费和滥用自然资

源的思想基础。工业文明社会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否

认自然价值的思想，是现代社会全球性生态危机和

社会危机的根源。因此，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生产方

式转变，首先要超越工业文明的价值观，确立生态文

明的价值观：摒弃“资源无限，用之不竭”的观点，确

认资源有限、节约和合理使用的观点；摒弃“资源无

价，可以无偿使用”的观点，确认资源有价值的观

点，实行有偿使用自然资源的经济政策；摒弃“资源

无主，可以谁采谁有”的观点，树立“当代人和后代

同样重要”的观点，实施“资源国有”和“资源共享”

的经济政策。

（２）生态文明融入生产方式的生产技术工艺
依据自然资源没有价值、可以无限制地开采和

免费使用的观点，工业文明的社会物质生产遵循现

代哲学还原论分析思维，采取线性非循环的生产工

艺，发展线性非循环经济。这种生产是一种原料高

投入、产品低产出、环境高污染的生产。就这种生产

方式的运行而言，社会生产从自然界取得的物质中，

被利用的仅占３％～４％，而其余９６％则以有毒物质
和废物的形式被重新抛回自然界。工业发达国家每

人每年要消耗大约３０吨物资，其中仅有１％～１．５％
变为消费品，而剩下的则成为对整个自然界极其有

害的废物。所有这一切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紧张

的、而在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危险的关系；这种情景对

于未来的人类文明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威胁。［３］

也就是说，工业文明的生产采用线性非循环工

艺路径，它耗尽资源而不讲效益和环境破坏，它的生

产工艺是一种高度浪费型的工艺，它的物质生产是

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和损害资源的生产。地球没有

能力支持这种生产方式和技术形式的无限发展。

生产方式转变，在生产技术和工艺上，主要是改

变线性、非循环的生产工艺，创造非线性、循环的生

产工艺。它的模式是：原料—产品—剩余物—产品

……这是运用生物圈的发展规律，模拟生物圈物质

运动过程，以整体最优化的形式实现社会物质生产

无废料生产过程，创造和实施生态工艺的生产方式。

生态工艺是应用生态学观点，主要是生态学中物种

共生和物质循环、转化和再生的原理，运用系统工程

优化方法以及其他现代科学技术成果，设计物质和

能量多层次分级利用的产业技术体系。这种生态文

明的生产方式，形成的是以发展循环经济为特征的

新的经济形态。

２．实现经济发展基本目标的“三个转变”
经济发展目标决定经济发展道路。当前我国经

济发展基本目标需要实现“三个转变”，这是把生态

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的前提条件。

（１）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
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三者协同拉动转变

投资与消费不平衡是当前我国经济的结构性问

题。居民消费增长是经济发展重要动力。工业发达

国家重视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例如德国家

庭消费占 ＧＤＰ的 ５７％，美国家庭消费占 ＧＤＰ的
７０％。我国需求结构中投资率偏高、消费率较低，
２０１０年家庭消费占ＧＤＰ的比重只有３４％。居民生
活不能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而同步提高，导致国内市

场规模受限，生产能力相对过剩。消费率所占比重

过低，还对扩大内需造成严重制约，使得经济增长对

出口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外贸顺差过大和国际收

支盈余过多，还会造成国内资金流动性过剩，反过来

又助长投资的高增长。因此，无论是着眼于改善民

生，还是着眼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收支平衡，都要

坚持扩大国内需求，鼓励合理消费，把经济发展建立

在开拓国内市场的基础上，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

调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从生态文明的价值观看，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

的拉动作用，需要注意“削高补低”：一是减少和抑

制过量消费和奢侈消费，二是补足穷人被迫的消费

不足，解决广大居民的温饱、居住条件、医疗卫生服

务、孩子上学、社会保障等问题。如完善收入分配政

策，持续增加多数城乡居民收入，缩小居民收入差

距；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

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

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使大多数人共享经济发展

的成果；加大解决“三农”问题的力度，提高农民收

入，改善农民的生活。

·６·



第５期 余谋昌：将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２）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
依靠第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推进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和先进制造业，实现“三产统一”

工业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其三次产业的产值

占ＧＤＰ的比重依次为２％、２８％、７０％。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三次产业都有了很大发展，但仍存在农业基

础薄弱、工业素质不高、服务业发展滞后等问题。

２０１１年，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值占 ＧＤＰ的比重，依次
为１０１％、４６．８％、４３．１％，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
家，也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对此，必须采

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

型工业化道路，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巩固第一

产业，提升第二产业，做大第三产业，发展现代产业

体系。首先，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巩固、完善、加

强支农惠农政策，逐步做到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

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经营管理推进

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

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

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效益和竞争力，走发展

生态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道路。其次，要不失时机

地发展现代服务业。坚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方

向，在继续发展商贸服务、社区服务、旅游文化、住宅

产业等生活性服务业的同时，加快发展综合运输、现

代物流、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商务服务等

生产性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尽快把服务

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再次，要大力发

展先进制造业。依托重大项目，集中力量攻关，加快

振兴装备制造业；培育产业集群，积极发展信息、生

物、新材料、现代能源、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环保产

业等高新技术产业；抓住结构调整的契机，用高新技

术改造提升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煤炭、电力等传

统产业，发展生态工业，促进工业由大变强。

（３）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
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管理创新

转变

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

生产力转化。按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推动国家

创新体系建设，支持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特别

是节能减排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提高劳动者科技文

化素质，提高社会管理创新水平。必须把节能减排

作为重要措施，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

会的要求，抓紧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

态环境的法律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

制，实行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健全节能、节水、节材

机制。要大力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和治

理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

源，保护土地和水资源，加快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

源利用体系，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要加大污染

治理力度，实施好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重点工程，重

点加强水、大气、土壤等的污染防治，积极控制温室

气体排放，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洁的

空气、吃上放心的食品，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

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各方面和全过

程，实现经济发展基本目标的“三个转变”，从需求

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三个方面对经济发展提出

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加快推进“三个转变”，逐步形

成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相

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以及城乡之间和区

域之间发展相协调的新格局，将有力地促进经济发

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实现又好

又快发展的目标。

３．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按照生态文明观，实现“三个转变”需要实现经

济结构的战略调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推进经

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

攻方向。当前经济结构调整要抓好以下两方面

工作。

（１）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主要路径是从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

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着力发展第三产业，构建

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

经营体系。

我国第三产业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据报道，

２０１１年虽然我国服务业就业人数在三次产业中已
上升为第一位，占劳动人口的３５．７％，已高于农业
３４．８％和工业２９．５％的比例，但与日本、韩国、巴西
和俄罗斯等国相比仍显落后———韩国服务业就业人

数占劳动人口的比例 １９９５年已达到 ６５％，日本
１９８７已达到６０％，俄罗斯２００９年这一比例为６２％，
同年巴西为６１％。可见，中国的第三产业仍有很大
的增长空间。

（２）实现“三产一体化”
人类文明发展中，农业文明社会的经济主要由

第一产业———农业（含畜牧业）发展推动，这是“一

产时代”。工业文明社会的经济主要由第二产

业———工业（制造业）发展推动。进入现代社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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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兴起后，经济结构明确划分为三个主要产业：农

业、工业和第三产业，彼此分工明确，各自独立发展，

具有很高的效率，创造了巨大经济财富和完善的社

会服务，成为“三产时代”。

生态文明的社会，经济结构从“三产”分别发展

向“三产一体化”发展，生态产业成为社会中心产

业。生态文明的经济结构虽然有第一产业、第二产

业和第三产业，但是它们经过生态技术和工艺改造，

超越了工业文明时代的结构和属性，具有“三产统

一”的整体性，因而是“三产统一”的时代。比如，江

西安吉培育竹林产出毛竹，这是第一产业；全竹利

用，这是制造业即第二产业；依托竹子博览园和“中

国大竹海”等景区发展旅游业，兴办“竹海人家”之

类的农家乐，生产出美丽的风景和丰富的文化，此时

竹业又是第三产业。这样，三产相互联系、相互支

持、相互促进、共同繁荣，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发展了

县域经济，富裕了人民生活；满山毛竹良性生产，增

添了安吉的美丽；竹文化成为推动安吉经济—政

治—文化—自然协调发展的支点。

４．将节能减排与资源再生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的突破口

我国工业化快速发展，环境污染严重、资源约束

趋紧、生态系统退化，资源问题和环境问题成为制约

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两个严重问题。２００７年全
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完善节能降耗、污染减

排政策，普遍建立节能减排责任制。”党的十八大再

次强调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提

出节能减排的实施对策。

“节能”是指节约物质资源和能量资源，解决能

源和其他资源短缺问题；“减排”是减少“三废”和噪

声等对环境有害物质的排放，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工业文明的经济发展方式是高消耗、高能耗和

高排放。我国工业化发展起步晚，经济发展的技术

含量和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又较低，节能减排面临

严峻形势。据有关部门统计，２０１１年我国 ＧＤＰ为
４７．１５亿元，占世界 ＧＤＰ总量的 ９．５％，但是消耗
３４．８亿吨标准煤，占世界的１９．３％；消耗钢材８．４
亿吨，占世界的４６．９％；消耗水泥２０．７吨，占世界
的５４％。ＧＤＰ增长以资源和能源的巨大消耗为代
价，社会终端产品仅占原材料总投入的 ２０％ ～
３０％，大量原材料变成了“三废”排放，污染了环境，
河流、湖泊和地下水受到了严重污染。世界上污染

最严重的２０个城市，中国占１６个，每年因环境污染
造成的经济损失占ＧＤＰ的１０％。

我国能源依存度不到 ５０％，需要进口大量石
油、天然气和煤炭来支持经济发展。但是能源利用

率不高，如果以创造 １美元 ＧＤＰ所消耗的能源计
算，我国能源消耗是美国的４．７倍，德国的７倍，日
本的１１５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３倍多。环境污染
和资源能源短缺形势在不断恶化，越来越成为损害

人体健康和制约经济发展的严重问题。

因为节能减排问题太严重，制约经济发展的挑

战太尖锐，问题太重要，需要解决的时间太紧迫，因

而要把它作为突破口。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提

出了节能减排的目标，即到 ２０１５年，单位 ＧＤＰ其
ＣＯ２排放降低１７％；单位 ＧＤＰ能耗下降１６％；非化
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从 ８．３％提高到
１１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 ８％ ～１０％。在
２００９年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上，我们已向世界承
诺，到 ２０２０年中国碳排放要比 ２００５年减少
４０％～５０％。

为了解决以上两大问题，我国政府提出建设环

境友好型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要求，“十一五”期

间单位ＧＤＰ能耗降低２０％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
量减少１０％。根据这两个指标，如中国ＧＤＰ年均增
长一成，５年内就需要节能６亿吨标准煤，减排 ＳＯ２
约６２０多万吨、化学需氧量５７０多万吨。

但是，从长远来看，它也仅仅是突破口，突破以

后要继续前进。这是更加艰难、更加重要的任务。

彻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最终解决节能减排

问题。

工业文明的生产模式不能达到环境保护的目

标，向生态文明的生产方式转变是必然的。生态文

明采用非线性的、循环的生产方式，以原料的最大限

度利用或循环利用为特征。生态文明的生产，使产

品生产与环境保护成为统一的生产过程，是真正的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生产，将为人民创造良

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现今的资源短缺或枯竭的形势，预示着我们需

要面临资源利用模式转变的问题。工业文明的发展

中，矿产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工业生产采用“矿产—

产品—废弃物”的线性生产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生态化生产，通过资源再生，采用“矿产—产品—资

源再生—产品……”的循环生产模式，是可持续的。

也就是说，按新的思维方式，资源开发从“资源开采

型”向“资源再生型”转变，这是现实的需要。“资源

再生”是资源开发的新途径，将为人类矿产资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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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提供无限的可能性。可再生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

也大致是这样。它是一种同时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

保护的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总之，节能减排，要依靠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大

力发展循环经济；依靠科技发展，大力发展高技术产

业；强化技术创新模式，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

进传统产业升级，提高高技术产业在工业中的比重，

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技术和设备；加快发

展循环经济，通过“节约”和“资源再生”并举，实现

地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

５．将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的中心环节来抓

党的十八大非常重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

展战略，强调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对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的作用，制定了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规

划和计划，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

的战略基点以及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的中心环节。

我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已经取得重大成就，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已成为目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的中心环节。科技创新包括科学技术发展的理论创

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高科技的研究、开发和应

用，是建设生态文明、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

战略支撑，处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坚持

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

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

新能力，注重协同创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

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

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要完善知识创

新体系，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建设，实施知识产权

战略，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落实十八大精神，加快我国经

济发展的重要任务，是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迫

切需要，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迫切需要，是增

强我国综合国力和竞争力的迫切需要，也是在激烈

的国际竞争中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迫切

需要。

工业文明是以科学技术进步为特征的文明，工

业文明的发展中，现代科学技术作为经济发展的第

一生产力，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人们用

科学技术的力量改变了世界，推动了社会进步，为人

类带来巨大的福利。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要重视科学技术特别是现

代高科技的发展，以及它在经济发展中的应用；第

二，要注意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及其应用的负面作用。

学术界在研究生态危机的根源时，提出“科学、技术

与社会（ＳＴＳ）”研究，注意到生态危机、社会危机与
现代科学技术的不当应用密切相关。

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关性，美国著名物理

学家戴森认为，美国科学社群要对都市社会与公众

的道德沉沦负责任，因为科学实验输出的产品成为

有钱人的玩具，很少顾及穷人的基本需要，科学家成

了贫富之间鸿沟日益扩大的帮凶；他们扶植成立了

一个后工业化社会，并协助贫富不均由国家规模扩

大到国际规模，使公众对科学的愤怒愈演愈烈，忌恨

愈加深沉；科学社群应当多多投资在那些可使各阶

层民众都能同蒙其利的计划上，使科学朝着对各地

民众都有益的科技创造方向前进。［４］美国生态学家

康芒纳说：“在每一个例子上，新技术都加剧了环境

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５］（Ｐ１２２）“新技术是一个经

济上的胜利———但它也是一个生态学上的失

败。”［５］（Ｐ１２０）出现这种现象，不是由技术本身（技术

本性）决定的，而是由人类目标决定的。康芒纳说：

“如果现代技术在生态上的失败，是因为在完成它

的既定目标上的成功的话，那么它的错误就在于既

定的目标上。”［５］（Ｐ１４８）这是对工业文明的科学技术发

展及其应用的宝贵的经验总结。科学技术及其应

用，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经济财富，提

高和改善了人民生活，这是科学技术的成功；但同

时，它也制造了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制造了生态危

机，这是科学技术的失败。而解决问题的途径是科

学技术价值观的转变，即通过科学技术发展生态化

来实现科学技术及其应用的健康发展和全面繁荣。

我们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建设生态文明，需要

应用工业文明的成果，包括物质成果、科技成果、思

想理论成果等文化成果。生态文明不是否定现代科

学技术，而是高度重视科技创新，高度重视科学技术

发展及应用的生态化，实现科学技术价值观、世界观

和科学观的变革。

生态文明的科学技术发展，以整体论世界观作

指导，从分化走向综合，发展以综合性为特征的科学

技术。如在推动生产方式转变中，创造生态工艺，开

发生态技术，建设生态产业，最终解决困扰我们的环

境问题和资源问题。第一步，开发污染物清除的技

术，实现对有害有毒废弃物的净化处理；第二步，开

发废弃物再利用技术，实现废弃物资源化；第三步，

开发不产生污染物质的技术，实现清洁生产；第四

步，开发无废料生产技术，模仿生物圈物质循环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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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开创人类社会物质生产的新的技术形式。这样，

我们将会走上真正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四、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

各方面和全过程的落脚点是大力发展

循环经济

　　党的十八大描绘的我国发展战略蓝图，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落脚

点是加快发展生态经济、循环经济、节能经济、低碳

经济。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重

点任务和基本途径。

１．大力发展生态经济
生态经济学是经济学与生态学相结合。它的主

要特征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不仅仅以经济增长为目

标，而且必须有改善环境质量、实现环境保护和资源

保护的目标，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统一。

发展生态经济是经济发展模式的重大转变，从

技术和工艺的角度，需要发展新型产业，如生态工

业、生态农业、生态林业、生态畜牧业、生态渔业、生

态旅游业等。它以生态工艺或生态技术的应用为特

征，以改变高消耗、低效益、高污染的生产形式，实现

原料低消耗、产品高产出、环境低污染的生产。从区

域经济的角度讲，就是用生态学的观点对区域经济

开发进行生态设计，如山东威海以发展高新技术为

主的生态化海滨城市，广东珠海建设现代化花园式

生态市，辽宁大连园林化生态市建设等。这种经济

转变的关键是以“自然价值”概念为基础，重新设计

人类经济活动，重新建构国民经济体系的理论和实

践。实现这种转变，发展可持续经济，既保证生产足

够多的财富，以及财富的公平分配，不断改善人的生

活质量，又保证有较好的环境质量，维护生态潜力；

既不对后代的发展造成损害，又不对生态安全造成

损害。因而它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发展生态经济的主要原则有两条。

（１）遵从经济规律与生态规律统一的原则。运
用科学的生态学思维，我们一要遵从生产关系适应

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规律，使生产力结构与地理结构

相适应，根据生态资源的特点设计生产力布局，在经

济发展中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二要遵从物质循环、转化和再生规律。经济再生产

与自然再生产是交织在一起的，经济再生产以自然

再生产为基础。因而，经济发展不能损害自然再生

产过程，对可更新资源的开发不能超过它的再生能

力。要使物质循环概念成为社会目标，使通常意义

上的废物重新进入经济过程，降低资源消耗速度，减

少废料排放，实现资源充分而合理的利用。三要遵

从经济与生态平衡发展的规律。一定的生态潜力是

一定经济潜力的基础，两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人对

自然的需要不能“取走的比送回的多”；保持生态潜

力的积蓄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随着每一次大量

使用资源，社会必须投入相应的用于资源保护的资

金，对资源消耗进行补偿，以维持利用与保护之间的

平衡，以社会劳动和自然潜力的最小消耗取得最好

的生态经济效益。

（２）遵从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
一的原则。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是生态

经济最重要的概念，实现三者统一是发展生态经济

的目标。如为了解决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之间的矛

盾，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要注意改善生态状况、取

得生态效益，在取得生态效益的同时要注意经济效

益，通过经济效益提高增强改善生态效益的力量，通

过建立对我们更加有利的生态关系来促进经济效益

的提高。

为了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

一，需要重新定义传统经济模式中有关财富、利润、

效率等概念。财富，不仅仅是经济财富，更重要的是

社会财富（人和精神）和自然财富（环境和资源）；不

仅社会物质生产（人类劳动）创造价值，自然界物质

生产（生态过程）也创造价值，要承认生命和自然界

的价值。利润，可用“利益”概念来替代，例如“企业

最大利益原则”，不仅仅是企业的利润，而且包括社

会利益、生命和自然界利益，是企业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不能以损害社会效益和生

态效益为代价去实现企业的最大利润。效率，如果

只是以企业实现多少利润计算，那是不全面的。如

在现行经济模式中，自然资源和环境质量被认为是

没有价值的，可以免费使用，不计入生产成本，这样

计算出来的效率是扭曲的。

１９９７年５月１４日路透社以《研究发现，我们每
年欠地球３３万亿美元》为题报道说，美国国立生态
分析和综合研究中心一个由生态学家和经济学家组

成的研究小组，估算了地球的生态价值，包括空气、

海洋、河流和岩石的价值，例如，森林为人类提供新

鲜空气每年每公顷的价值为１４１美元，气候、气流、
水、土壤形成与物质循环，以及垃圾处理、生物控制、

粮食生产、原材料、消遣与文化娱乐，每年每公顷的

价值为９６９美元。“就整个生物圈来说，每年它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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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提供物质的价值估计在１６万亿至５４万亿美元
之间，平均每年为３３万亿美元。这肯定是个最低估
计。这些物质大多数是市场上买不到的。”“如果没

有生态学生命保障系统的贡献，地球的经济就将停

滞。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地球对经济贡献的总价值

是无限的。”

但是现在的世界经济是在没有考虑地球的生态

价值的情况下计算效率的。它没有准备为使用自然

价值付款。如果真正按照生态系统对全球经济贡献

的价值计算效率，并付出代价，那么全球价格体制将

与现行的体制迥然不同。随着自然资本和生态贡献

在将来越来越受重视和变得更加匮乏，其价值只会

不断增加。这样，如果其他因素不变，其经济效率便

会大大降低。

发展生态经济，实现经济发展的生态效益、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统一，人类可持续发展才有可能。

２．加快发展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是２０世纪末２１世纪初由日本、德国

等发达国家提出的一种新的经济形式。１９９７年，日
本通产省产业结构协会提出“循环经济构想”，要求

发展循环经济，到２０１０年使日本新的环境保护产业
创造约３７万亿日元产值，提供１４００个就业机会。
２０００年６月，日本制定《促进循环型社会形成基本
法》，目的是脱离“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

的经济模式，建设循环型社会，促进生产、流通和消

费中物资的有效利用或循环利用，以限制资源浪费

和降低环境负担。依据这一基本法又相继出台《家

电循环法》《汽车循环法》《建设循环法》等法律，并

将废弃物零排放作为企业经营理念，逐步实现以清

洁生产和资源节约为目标的产业结构。１９９６年，德
国颁布实施《循环经济与垃圾处理法》，随后又制定

《包装条例》《限制废车条例》《循环经济法》等法

律，成立专门组织对包装等废弃物进行分类收集和

回收利用，试图将生产和消费改造成统一的循环经

济系统。

我国水利部资源司原司长吴季松认为，循环经

济是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循环经济的“三 Ｒ”原则
是：（１）减量化（Ｒｅｄｕｃｅ）：从传统的经济活动源头节
约资源、减少污染的理念，扩展到降低人对物质产品

的需求，使之合理化。认为应该满足的是需求而不

是“欲望”，把传统经济学“理性人”的概念扩展到

“知识人”的概念。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自然资源供

需平衡。（２）再利用（Ｒｅｕｓｅ）：从传统的延长产品使
用周期、一物多用的理念，扩展到基础设施与信息资

源共享，建立以废弃物为原料的再制造产业，尽可能

利用可再生资源替代短缺资源。只有这样，才能留

给下一代更多的可利用资源，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３）再循环（Ｒｅｃｙｃｌｅ）：从传统的利用生产废物为生
产原料的理念，扩展到把传统工业经济“提取原

料—制造产品—排出废物”的产业体系，改造为“提

取原料—制造产品—排出废物—变为其他产业原

料”的循环产业体系。［６］

进入２１世纪，发展循环经济成为我国的重要发
展取向。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

设想，即通过循环经济建设，走向科技含量高、经济

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

到充分发挥，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统一、人与自然双

赢的道路。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循环经济形成

较大规模”，我国经济建设走向发展循环经济的道

路要求。

与传统经济模式比较，循环经济具有三个重要

特点和优势：（１）可以充分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
效率，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排放，保护生态环境；

（２）可以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共蠃发展；
（３）在不同层面上，将生产和消费纳入一个有机的
可持续发展框架中，包括企业内部通过清洁生产实

现资源循环利用，企业和产业之间通过生态工业网

络的资源循环利用，以及社区和整个社会通过废弃

物回收实现资源循环利用。这是我们在经济建设中

解决资源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与环境

保护之间的矛盾，统筹社会经济与环境资源的关系，

实现两者协调平衡发展的重要途径。

我国已在上述三个层次开展循环经济实践：

（１）２００２年我国颁布《清洁生产促进法》，目前在２０
多个省市区的２０多个行业、４００多家企业开展清洁
生产审计，建立了 ２０个行业或地方的清洁生产中
心，有５０００多家企业通过 ＩＳＯ１４０００环境管理体系
认证，几百个产品获得环保标志；（２）在企业相对集
中的地区或开发区建立了生态工业园区，园区内上

游企业的废料成为下游企业的原料，实现了资源最

佳配置和综合利用；（３）在辽宁、贵阳等省市开始探
索区域层次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７］

３．努力发展低碳经济
２００９年世界环境日的主题是“转变传统观念，

推行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提出的背景是：工业社

会的生产和生活消耗了大量自然资源，特别是大量

燃烧煤炭和石油，向大气排放 ＣＯ２，产生地球“温室
效应”，导致地球增温，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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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

工业化以前，大气中ＣＯ２含量为０．０２８％，２０世
纪下半叶以来，每年进入大气的ＣＯ２有１５００亿吨以
上，使大气中 ＣＯ２含量从０．０３３％增长为００３７９％，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ＣＯ２年排放量达２３４０亿吨，大气中
ＣＯ２含量达到００５００％。大气中ＣＯ２浓度增加，导
致地球增温，地球冰川和两极冰山融化，海平面上

升，一些岛国和沿海地带将成为泽国。科学家报告

说，如果不减少 ＣＯ２排放，本世纪内全球气温将升
高１．５～４℃，水平面将上升０．８～１８ｍ，菲律宾的
马尼拉的大部分可能位于１ｍ深的水下，雅加达、湄
公河三角洲、孟加拉等地将有大量居民撤离，出现全

球难民潮。地球增温导致气候带改变，灾害性天气

增加，将严重损害生命和自然界利益。

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人们认识到，必须立即改

变高碳经济模式，发展低碳经济。冯之浚等［８］认

为，所谓低碳经济，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

术、低碳生活等经济形态的总称。它的基本特征是

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基本要求是减少碳基能源

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基本目标是实现经济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的实质在于提升能源的高效

利用、推行区域的清洁发展、促进产品的低碳开发和

维持全球生态平衡，是从高碳能源时代向低碳能源

时代演化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发展低碳经济应有

的措施主要有：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积极

开发低碳技术，加强科技储备；优化能源结构，大力

发展低碳能源，如太阳能、核能、生物质能、水能、风

能、地热能、潮汐能等；改善土地利用，扩大碳汇潜

力，提高森林、耕地和草地对温室气体吸收和减少排

放，并保持或增加它们的碳库存量；大力节约能源使

用，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是能源消耗大国，又是 ＣＯ２排放大户，为了自己
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承担保护全球环境的责任，需要

大力发展低碳经济。２００７年９月，时任国家主席胡
锦涛在 ＡＰＥＣ第１５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４
个“碳”的发展：发展低碳经济，研发和推广低碳能

源技术，增加碳汇，促进碳吸收技术；并建议建立

“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网络”，共同促进亚太

地区森林恢复和增长，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２００８
年６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首次把应对
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作为学习内容。胡锦涛总书

记指出，必须以对中华民族和全人类发展高度负责

的精神，充分认识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采取更加有力的政

策措施，全面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我国和

全球可持续发展事业而不懈努力。

我国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大战略，制定发展低碳经济的国家政策规定、规

划、方案和具体指标，描绘了国家发展“低碳经济路

线图”。［８］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十一五”期间实

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２０％和主要污染物
排放总量减少１０％的约束性指标。这是推动经济
发展方式转变、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措施。国家制

定和实施发展低碳经济路线图，表明我国正在走上

低碳经济发展的轨道，正向生态文明社会建设前进。

生态经济、环境经济、节能经济、低碳经济，它们

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可以称为“新经济”。它区别于

工业文明经济的主要特征，是从原料高投入、产品低

产出、废物高排放、环境高污染的浪费型经济，向原

料低投入、产品高产出、废物低排放、环境低污染的

节约型经济发展。“新经济”的技术路线是：应用生

态工艺和生态工程，开发生态技术，建设生态化产

业，生产方式从线性非循环生产向非线性循环生产

发展。它优于现代技术：其一，在价值观上，它不以

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还包含环境保护目标。它不

是以当代人的利益为唯一尺度，而是既满足人的需

要又有益于生态平衡，其应用要兼顾当代人的利益、

子孙后代的利益以及地球上其他生命的利益，因而

它不是“反自然”的，而是“尊重自然”的。其二，它

的科学观是整体论的。传统工业技术依据分析性思

维，追求单一生产过程和单一产品生产最优化，以排

放大量废物为特征。生态工艺运用整体性思维，通

过生态学与其他基础科学的结合，通过跨科学的综

合研究创造综合性技术，并朝着信息化和智能化的

方向发展。其三，它的组织原则是非线性的和循环

的。因为它不再以单项过程和生产单一产品的最优

化为目标，而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以整个生产过

程的综合性生产以及多种产品产出的最优化为目

标，以资源分层利用或循环利用为特征。其四，在社

会功能上，由于实现资源的多层次分级利用，社会物

质生产中，物质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在工

业生态系统中循环，进入系统的物质都是有用的，以

多种产品输出和废物最少化的方式完成生产过程。

在这样的生产中，污染被认为是设计上的缺陷，即未

能充分利用某种可利用的资源，一旦出现污染将在

生产中被排除。

“新经济”是生态文明时代生产方式的主要方

面。生态文明社会的中心产业是生态产业，以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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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期 余谋昌：将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产业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形态及其经济基

础、性质和结构向生态文明的社会形态、经济基础、

性质和结构转变，向生态文明的科学技术基础和文

化转变。建设“新经济”是迈进生态文明社会的主

要路径。

　　五、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

各方面和全过程需要绿色消费的支持

　　消费是发展经济的直接目的，是生产力发展的
主要动力。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战略，

非常重视推进生活方式转变，倡导绿色消费，并把它

看做经济建设的重要方面。工业文明的消费生活，

以物质主义、经济主义、享乐主义为主要特征，它是

一种高消费的生活；生态文明的生活方式，则以绿色

消费为主要特征。把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各方面

和全过程需要绿色消费的支持，我们要推动人类消

费从高消费向绿色消费转变，创造一种可持续的绿

色生活方式。

１．绿色生活方式是生态文明的生活方式
绿色生活方式是一种遵循大自然法则、有利于

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它包括５个方面：节约
资源，减少污染；绿色消费，环保选购；重复使用，多

次利用；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万物共存。

绿色生活以简朴和健康的生活为目标，在物质

消费中，偏爱和推崇绿色产品；享受方面，在满足生

命基本需求的基础上，重视精神和社会需求的满足。

绿色产品是指其生产和消费对人体健康和自然生态

无害，符合生态保护要求的产品。如绿色食品是无

污染、安全和富有营养的食品，其食品原料产地具有

良好的未受污染的生态环境；食品原料作物的生产

过程，以及水、肥、土等条件符合无公害（无污染）的

标准；产品的生产、加工、包装、储藏、运送的全过程

符合食品卫生法规。此外，如生态时装、绿色汽车、

绿色电器、生态房屋、绿色家庭、生态饭店、生态旅

游、生态银行等，都是绿色消费的内容。绿色消费成

为生活新时尚，引导一个新兴市场———绿色市场。

在绿色市场上，商品上贴有“环境标志”或“绿色标

签”，表示它是绿色产品。

现在，绿色生活并不仅仅是一种定义，它已经是

人们的生活要求、生活目标、生活实践，成为一种亲

近自然、注重环保、尊重生命、关爱社会、分享快乐、

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绿色生活的目标是，人民生

活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社会关系更加公平正义，和

谐平安；自然结构更加有序，更富生机和活力，建设

“人—社会—自然”稳定、健全和繁荣的复合生态

系统。

现代社会的消费价值观是“增加、拥有和消费

更多的物质财富就多一分幸福”，“充分享受更丰富

的物质即为美”的价值观；它的口号是“更多、更大、

更好”；它的实践是高消费。实际上，高消费或过度

消费并不能给人带来更多的幸福，幸福感并不随着

消费的增加而增加。英国经济学家柯蒂斯·伊顿和

穆凯什·埃斯瓦兰依据他们创建的数学模型提出一

种理论：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一旦达到某一合理标

准，财富的继续增加非但不会给其人民带来更多的

益处，相反还可能会让民众感到更不幸。他们说：

“炫耀性消费不仅会影响人们的幸福，还会损害经

济发展的前景。”［９］现在，发达国家对财富的痴迷没

有任何消退的迹象。绿色生活才是我们需要的生

活，它简单、宽容、健康、舒适、安全、和谐。

２．可持续的绿色生活方式之特征
工业文明的消费生活，以高消费为主要特征，是

一种过度消费，它大大超过人的基本需要，成为“异

化消费”；它不仅没有为人类带来快乐、幸福和安

康，而且对地球生态系统造成严重损害，是不可持续

的。新的生活方式超越过度消费，因而是一种简朴

生活；超越浪费型消费，因而是一种低碳生活；超越

它的不公正性，因而是一种公正生活。

（１）简朴生活，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为标准
简朴生活是以获得基本需要的满足为目标，以

提高生活质量为中心的适度消费的生活。“生活质

量”更关注人的生活舒适、便利的程度，精神上所得

到的享受和乐趣。简朴生活以节约为本，拒绝高消

费，抑制贪欲和浪费，反对豪华、奢侈和挥霍。

勤劳俭朴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古代哲人对

此有精彩的论述。

老子主张约养持生、崇俭抑奢，自然无为，行为

要单纯，心地要纯正，生活要俭朴，过一种淳厚质朴、

淡漠静心、同自然完美统一的生活。《老子》第 １９
章说，“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第５９章说，“治人事
天莫若啬”；第 ２９章说，“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
泰”；第３５章说，“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平安
泰。乐与饵，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味，视之不足

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第６７章说，“我恒有
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老子认为，不要

以追求物质欲望为乐，竇望享尽天下之美如权势、珠

宝、声色、安逸、奢华是愚蠢的。《老子》第１２章说：
“五色令人目，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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畋猎令人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

不为目。故去彼取此。”他主张无欲，“知足常乐”，

“知足不争”，这才是快乐，这才会有幸福。

道家主张，平为福，其理想是：“甘其食，美其

服，安其居，乐其俗。”为此，又提出生活的 ５项要
求：“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累于俗，不饰于

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

我之养毕足而止”；“公而不党，易而无私……齐万

物以为首”；“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

澹然独与神明居”；“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

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庄子·天下》）。因此，

道家主张“重生轻利”，过一种纯朴的生活，在满足

基本需要的基础上重视满足精神文化需要。庄子

说：“道之真以治身……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

以殉物，岂不悲哉！”“能尊生者，虽宝贵不以养伤

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

重失之，见利忘其身，岂不惑哉？……重生则利

轻。”（《庄子·让王》）

（２）低碳生活，崇尚勤俭和节约
低碳生活是一种简朴的生活，是低消耗低能耗、

低排放低污染的生活。它一方面需要靠提高人的道

德素质，使大家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和自然责任；另一

方面，需要对人的低碳行为以税收的形式加以引导

和驱动。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是公有财产，它们是

有价值的。生活消费自然资源、消耗环境条件（碳

排放增加），是在消耗自然价值，支付相应的赋税是

完全合理的。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２００８年６月发表报告说，实
行低碳生活将使“普通民众拥有改变未来的力量”，

并对个人采取低碳生活方式提出了具体意见：用传

统发条式闹钟替代电子钟，每天减少 ＣＯ２排放
４８ｇ；把电动跑步机上的锻炼改为到附近公园慢跑
可以减少近１ｋｇ的 ＣＯ２排放；不用洗衣机甩干衣
服，而是自然晾干，可以减少２．３ｋｇ的ＣＯ２排放；在
午餐休息时间和下班后关闭电脑和显示器，可以减

少１／３的 ＣＯ２排放；改用节水型沐浴喷头，不仅节
水还可以减少１／２的ＣＯ２排放量。

（３）公正生活，推崇消费平等公正
从建设生态文明的角度，生活方式转型主要有

两方面的任务：一是解决大多数人消费不足的问题，

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二是解决“异化消费”的

问题，抑制高消费和过度消费。

现代消费生活，高消费与消费不足两种生活同

时存在。生产者创造了丰富的产品，为有钱人的高

消费和过度消费创造了条件，自己却买不起产品，常

常消费不足。两者反差非常突出，这是不公正的。

按照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

才是公正的。

生活方式公正是道德问题和社会责任问题。在

社会生产领域，企业追求最大利润，以牺牲环境为代

价或者以牺牲劳动者的利益为代价来增殖利润，这

是不道德的，违背了社会责任，违背了自然责任；在

社会生活领域，有钱人的高消费和过度消费，也是不

道德的，违背社会责任，违背自然责任。因此，我们

要大力倡导简朴生活、低碳生活和公正生活。

３．可持续的绿色生活方式之结构
简朴生活、低碳生活和公正生活是一种可持续

的生活方式，它的目标是可持续发展。这种生活方

式对于个人是简单、方便和舒适，对于社会是高尚、

公正和平等，对于后代是爱、责任和希望，对于自然

是热爱、尊重和奉献。可持续的生活，既要满足人

（现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基本需要，人的生存、享受

和发展的需要；又要满足保护地球生态系统和生物

多样性的需要，人类消耗自然资源的速度和深度要

维持在地球生态系统可承受的范围内，使现代人、子

孙后代、地球上千百万物种共存共荣共享地球资源。

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更高级的生活结构。

（１）人类可持续的绿色生活路线图
人类可持续的绿色生活需要社会的强力支持，

要在生态文明价值观的指导下，确立公正平等的社

会关系，发明创造有利于绿色生活的高新技术和生

产工艺，壮大绿色企业，进行绿色制造和绿色生产，

开发绿色市场，动员绿色消费。反过来，绿色消费推

动绿色市场，绿色市场以绿色消费为动力，推动绿色

制造和绿色生产的发展，绿色制造和绿色生产推动

绿色科技的发展，推动生态文明价值观和社会关系

的巩固和发展。绿色生活建构的路线图是：绿色消

→ → → →费 绿色技术 绿色制造 绿色产品 绿

→ →色市场 绿色采购 绿色消费；反之亦然。这

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依赖、良性循环发展的

绿色生活的完整体系，构成新的生活方式。绿色科

技，如创造生态工艺，实现能量分层利用、物质循环

利用的循环经济的生产；创造绿色能源和节能的生

产和工艺，如太阳能、风能和核聚变能等。绿色制造

和绿色生产，需要政府和公众支持、鼓励和奖赏企业

进行绿色制造，生产绿色产品，发展循环经济。绿色

市场，通过绿色消费，鼓励和支持绿色营销和绿色采

购，生产推广有机食品，天然化妆品、服饰、家具，节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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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住宅、酒店设备等。从科学技术到产品生产，从产

品到市场，从市场到生活消费，形成绿色生活的完整

结构，有利于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从低级向

高级发展。

（２）可持续的绿色生活方式是一种更高级的生
活方式

关于“可持续消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１９９４
年《可持续消费的政策因素》报告提出的定义是：

“提供服务以及相关的产品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

求，提高生活质量，同时使自然资源和有毒材料的使

用量减少，使服务或产品的生命周期中产生的废物

和污染物最少，从而不危及后代的需要。”作为一种

新的生活方式，它强调人的基本需要和生活质量以

及后代的利益。

可持续的绿色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是简朴生

活、低碳生活和公正生活。

其一，它以知识和智慧的价值代替物质主义的

价值。工业文明下的消费生活注重物质享受，以高

消费表征社会地位和事业成功；可持续的绿色生活

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为标准，更加强调社会生活和

精神生活。对知识和智慧的追求将成为生态文明社

会的时尚行为。

其二，它以适度消费取代过度消费，以简朴生活

取代奢侈浪费。可持续的绿色消费，以满足基本生

活需要为标准，青睐绿色产品；其格言是“回收利

用，重复利用，更新”。

其三，它以多样性取代单一性。现代社会“多

样性是效益的敌人，单一性统治一切。大规模的批

量生产在世界各地规定着消费尺度。这种强制统一

的独裁统治比任何一种独裁统治都更具横扫千军的

力量。它迫使整个世界奉行同一种生活模式，这种

生活模式像复制模范消费者一样再造人类”［１０］。在

可持续的绿色生活方式下，不同地区、不同社会层次

的人，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消费需求，厂家和

商家要生产和销售多样性的商品，以满足消费需求

多样化；商品和服务种类、质量和数量多样化，以适

应消费者个人兴趣和爱好；人们有更多选择的自由，

有利于消费者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

其四，以崇尚社会价值和精神需求取代崇尚物

质享受。可持续的绿色生活是一种简朴的物质生活

加丰富的精神生活，超越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崇尚

社会价值和精神审美需求，人们乐于享受较高的社

会生活、道德生活和信仰生活。这更符合人的本性，

更符合自然本性，更适应时代的潮流，是有更高生活

质量的新生活。

简朴生活、低碳生活和公正生活是更高级的生

活方式，是可持续的绿色生活方式。以这种生活方

式生活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初衷，也是其目的，是未来

新生活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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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发展中的生态环境协同与实现路径
夏梁省

（中共台州市委党校 经济学教研室，浙江 台州 ３１８０００）

［摘　要］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其个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存在冲突。生态约束倒逼民营企业
树立生态协同发展理念。推动民营企业建立利益追逐与生态约束下的人与自然和谐理念，应在民

营企业经济利益与生态保护之间寻找平衡点，实现民营企业生产活动源生的外部性问题内在化处

理；同时，应寻求规制框架下生态文化理念的实现路径，强调产权约束下的生态治理和生态评价考

核的常态化，注重纳入法制轨道的生态理念塑造以及民营企业生态文化素养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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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利益与环境因素密不可分，环境在为生产
经营提供活动场所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承受着由

利益分割所带来的相互冲突。在没有外力推动的情

况下，民营企业一般不会自动将个体利益与公共利

益协同考虑。利益共同体的形成要求共赢和共识同

时存在。共赢对利益共同体而言是必要条件，而共

识则是利益共同体形成的充分条件或者可行条件，

两者缺一不可。民营企业发展的利益范式更多的是

忽略环境成本基础上的利益寻租，而以公共环境为

代表的公共利益具有弱化特征。这就需要从理论上

探究民营企业的生态理念逻辑建构空间。民营企业

在发展过程中，其个体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存在冲

突，而生态约束又倒逼民营企业树立生态协同发展

理念。要推动民营企业建立利益追逐与生态约束下

的人与自然和谐理念，就应在民营企业经济利益与

生态保护之间寻找到均衡点。

　　一、生态约束会倒逼民营企业树立

生态协同发展理念

　　生态约束带来民营企业环境成本上升，减少民
营企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利益寻租，逼迫民营企

业改善生产结构，提高生产技术，调整优化产品结

构，积极提升产业发展层次。比如通过引进发展低

能耗、低排放、高附加值产品，减少或叫停高耗能、高

污染、低附加值的生产项目，加快生产技术、装备设

施与产品的转型换代升级，以减少污染物排放总量，

实现生产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进入循环经济发展

业态。

从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民营企业也应该在生

产过程中采用产品生态设计、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清

洁生产等举措，加快企业生产技术创新、工艺改进和

管理创新，通过节能减排，推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

环境保护的双赢。民营企业要走上循环经济业态主

要是靠资源的高效利用、循环利用以及无害化生产

三条技术路线，通过构建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链，达到

有限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减少向大自然的索取，走一

条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发展道路。从目前来

看，我国普遍存在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主要倾向于

解决复合型生态问题，而实践形式也主要是清洁生

产、生态工业园区建设等，目的是通过这些实践措施

转变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

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而在循环经济发展比较成

熟的发达国家，其做法主要是以解决废弃物问题为

出发点，坚持３Ｒ（减量化 ｒｅｄｕｃｅ、再利用 ｒｅｕｓｅ、再循
环ｒｅｃｙｃｌｅ）原则，进而向企业生产的上游延伸，改变
大量生产、消费与废弃模式。综合比较分析，我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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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企业结合自身的发展实际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循

环经济发展经验，实现从末端治理到源头控制，针对

生产废弃物做到从利用废物到减少废物的质的飞

跃。民营企业在进入循环经济业态过程中，要兼顾

成本与资金要素，实现物质资源与能量循环在时间、

空间上的合理配置，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

效益的协同。

　　二、推动民营企业建构利益追逐与

生态约束下的人与自然和谐理念

　　民营企业在生存发展过程中，能否树立生态发
展的理念，关键是在经济利益与生态保护之间寻找

到平衡点，而理论上的逻辑建构空间就在于利益追

逐与生态约束下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就需要从

两方面着手：一是加强民营企业的流程管理与过程

控制，确保民营企业生产活动源生的外部性问题内

在化处理；二是加强社会外力的监控，推动民营企业

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

１．通过企业内部控制协同企业利益与公共环境
利益

从协同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企业在生产经营

管理过程中，应该坚持环境“三同时”制度（新建、改

建、扩建项目和技术改造项目以及区域性开发建设

项目的污染治理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

时施工、同时投产），实行环境管理目标责任制。重

点加强民营企业环境污染内控制度建设，注重过程

管理，将企业生态体系的管理贯穿于企业生产运作

的各个环节。首先，从产品设计开始即融入生态设

计理念；同时，要重视并加强产品生命周期评价、环

保工艺设计与清洁生产过程管理。通过过程管理等

措施，减少产品在服务、原料、能源上的使用量，达到

削减污染物排放的目的，加强物质资源的循环再利

用。在产业集聚层次上，要依照生态经济、循环经

济、工业生态学的发展理念，实现不同产业层次上的

企业与周边环境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废弃物的导

入导出在集聚区内形成生产资源聚合、能源汇聚、要

素集聚与信息共享。

由于不少民营企业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会对周边

环境或者其他居民群体产生负面影响（主要体现为

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而民营企业却没有为之承

担必要的成本费用，从而产生不正常获利，这就是民

营企业生产活动源生的外部性问题。从环境经济学

的角度分析，民营企业生产活动源生的外部性问题

是指社会公众无法通过市场行为或者某种交易制度

获得相应的负外部性补偿，或者说让产生负外部性

的主体通过支付补偿金承担相应的外部成本。于

是，在逃避负外部性责任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往往通

过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从社会公共利益中获取更多

的个体收益。如图１所示，当存在环境污染的负外
部性时，民营企业通常没有为其造成的环境污染或

者所获的公共收益支付相应费用，因此，在最优产量

Ｑ０时，民营企业的边际收益就等于其应该支付而未
付的边际外部环境污染成本。此时，Ａ面积就为最
佳的社会净收益，Ｂ面积为最优外部效应，而 Ａ＋Ｂ
则为民营企业最佳的私人净收益。一般情况下，对

于民营企业而言，边际外部环境成本通常为正值，也

就是说民营企业能够通过破坏生态环境而获取生产

活动的额外收益，这就意味着民营企业的净利润总

额在某一固定时期不会达到最大规模，出于利益的

考虑，民营企业会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一直到边际外

部环境成本 ＰＥＭＣ＝０，这时就达到了民营企业的最
大生产规模 Ｑ１，而 Ｑ１＝Ａ＋Ｂ＋Ｃ（Ｃ为对社会无益
的私人净收益），大于先前的Ａ＋Ｂ，由于此时外部环
境成本为Ｂ＋Ｃ＋Ｄ（Ｄ为生产规模超过均衡点时所
产生的社会公共福利净损失），于是社会净收益为

（Ａ＋Ｂ＋Ｃ）－（Ｂ＋Ｃ＋Ｄ）＝Ａ－Ｄ，小于先前的社会
净收益Ａ。

图１　民营企业生产活动源生的外部性问题

对于民营企业生产活动源生的外部性问题，要

通过消除Ｃ＋Ｄ来实现环境污染控制的目标。而在
政府调控缺失与制度管控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消

除Ｃ＋Ｄ的关键就在于民营企业的生态理念。但
是，在目前情况下，民营企业的生态理念普遍处于缺

位状态，个体利益与生态意识不协调，不能在生产经

营的各个环节做到兼顾生态保护的有效流程管理与

过程控制，从而导致众多民营企业出现生产活动破

坏生态环境的现象。

通过对民营企业污染事件的总结分析可知，许

多污染事故的源头都在于民营企业的污染防控缺乏

前期、中期、后期的过程管理，导致企业污染的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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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问题凸显，对区域内生态环境构成了严重威胁。

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的原则，从源头

上进行治理，在生产过程中加强管理。重点进行民

营企业的污染防控的过程管理，将民营企业产生污

染的外部性问题进行内在化处理。在前期，对民营

企业的生产活动进行生产环评、生产工艺环保设计、

环保材料审核等，做好源头防控；在中期，加强各个

生产环节的监控与整改，主要采取生产监控、污染排

查、生产工艺革新等措施，确保不会由生产环节产生

外部污染问题；在后期，主要做好污染物的应急处

置，避免污染产生外部性问题，防止危及周边生态环

境与居民生活环境。同时，要进行污染物源头追溯、

生产改进分析，并及时向上游生产管理进行１５信息
反馈。

２．借助社会力量推进民营企业与生态保护协同
发展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越来越重

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但是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

善，需要依靠社会多方力量的支持。要构筑由民间

环保团体、环保志愿者组成的民间环保联盟，在环境

监测、环境跟踪保护、环境治理等方面发挥社会力量

的推动作用。通过深入民营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考

察调研，详细了解民营企业的生产过程，研究分析哪

些生产环节容易对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并针对

企业产生的污染物制定行之有效的处置方案，使民

营企业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减小到最低程

度。另外，要组织开展更广范围的社会环保行动，鼓

励社会大众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监督并及时制

止民营企业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生态环境破坏行

为。如由台州市政府环保部门、环保组织与环保志

愿者联合发起的关注人居水环境的“清源行动”，通

过实地勘测与检验，对市内３个水系、２个饮用水库
开展污染源调查、垃圾处理、环保宣传、污染受害者

维权等，并对造成污染的民营企业进行了责任回溯

追究，迫使产生严重污染的企业进行整改。同时，为

了建立长效保护机制，成功举办了社区回收废油脂、

黄岩ＸＸＸ村水源保护点挂牌、灵江水系源头的污染
状况调查等多项活动，起到了广泛的宣传作用，得到

了社会各界的认同与支持。

　　三、规制框架下推进民营企业生态

协同发展的具体路径

　　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有效的经济组织、
经济活动与行动观念的形成，需要在制度、规则上做

出安排，才能实现个人私益与社会公共收益的趋近。

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文化理念的形成不能仅依靠道

德规范的约束，应主要依赖相应的法律法规与制度

安排。因此，要通过有效的规制系统规范社会生产、

生活，严格监督管理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规制

民营企业破坏生态环境的经济行为，逼迫民营企业

的生产活动与生态保护相协调。

１．生态评价考核常态化
生态文化理念的形成，必须依托完善的生态评

价考核体系，构建能够对民营企业生产管理起到规

范作用的评价体系，按照合理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标

准，应用实施科学的生态学方法，对民营企业所在区

域环境状况、生态环境质量的等级状况进行考察评

估。实施重点是地方环保部门主导建立由自然或生

态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组成的复合生态

系统评价考核体系，对民营企业的生产污染状况进

行生态评价考核常态化管控。比如，根据浙江省环

保厅《关于开展２０１０年度浙江省企业环境行为信用
等级评定的通知》，２０１１年台州市选取主控因子
ＰＨ、ＣＯＤ、ＢＯＤ、ＮＨ４－Ｎ、ＶＯＣ、ＳＯ２、氨氮、硫化物、
苯系物、磷化物、氰化物等，对辖区内３２２家的污染
状况进行等级评定，将处于不同污染状况的民营企

业从好到差，依次划分为绿色企业（２２家）、蓝色企
业（１９９家）、黄色企业（８８家）、红色企业（１０家）、
黑色企业（３家）５个级别，同时以黄色评级作为环
保部门介入的临界点，污染状况为黄色、红色、黑色

的企业是重点监控与提出整改措施的对象；同时，按

照《台州市污染源分类监管工作规定》，对排污企业

进行分类监管，以增加污染管控的针对性，及时发现

问题行业与企业。另外，还应组织对环境质量监测

和污染源监督性监测，重点监督管理废气、废水、废

弃物、粉尘、有毒化学品、噪声、辐射以及机动车污

染。这些环保政策举措的实施，能够对民营企业的

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规范化、常态化的管理，从而

促使民营企业在整个生产过程中贯彻生态发展的理

念。因此，从生态评价考核的常态化开始，使民营企

业的环保成本支出预期与政府对污染的严格防控预

期相协调，从而迫使民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做出污

染防控的管理安排与程序安排，进而在外部压力下

形成稳定的生态文化理念。

另外，从建立完善的生态评价考核体系角度出

发，要针对生产企业的项目建设与生产活动，建立完

备的项目监测指标，并采取科学的污染评价方法。

根据国家环保主管部门制定的《环境监测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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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规定（暂行）》，结合各个地方的实际情况，研究

确定具体的污染监测项目及其方法，从而实现污染

监测的规范化与生态评价考核的常态化。

２．加强产权约束下的生态治理
对于工业生产型的民营企业来说，排污权也是

一项重要的产权，事关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但是这

一权利不同于一般的财产所有权，它不是企业因财

产或物而获得的权利，而是由社会所赋予的一项公

权利。因此，排污权的获得是有成本的，民营企业必

须在履行一定义务的基础上才能获得排污权，从规

范民营企业排污权利与义务的角度考虑，应该对民

营企业的排污行为进行产权界定。这里主要涉及两

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是以排污费缴纳与排污权获

得为核心的产权治理，二是排污权交易。

（１）产权治理
民营企业排污权的产权治理，主要是明确企业

的排污缴费义务以及排污权的获得应该履行的要

件。如台州市环保局针对向环境排放各种污染物的

企业和个体户明确界定了其义务，规定对特定的排

污主体强制征收排污费，这些主体包括向大气超标

排放ＳＯ２等气体污染物的生产企业、不具备污水处
理设施或处理不达标而向水体排放超标污染物的生

产企业、对周边环境的噪声污染超过国家标准的生

产企业、向环境排放固体废弃物及具有危险性放射

性污染物的生产企业等。为了确保排污企业履行缴

费义务，台州市环保局对排污企业进行银行账户专

项管理。台州市环保局与工商银行签订网上收款服

务协议，专门用来对排污企业进行排污收费；而排污

企业也在对应的银行开设专门的缴费账户，使得环

保部门能够通过网银对排污费缴纳企业实行电子

收费。

另外，民营企业在履行排污费缴纳义务的基础

上，向环保部门申领（换领）排污许可证，但进行排

放污染物申报时，必须提供上年度排污费缴纳总额、

年度与季度用水总量、用煤总量、年产值、固定资产

原值、环保设施与装置原值等数据材料；有污水治理

设施的，需要提供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能力、运行费用

以及环境违法违规被罚款数额等数据材料；有废气

处理装置的，需要提供废气处理设施处理能力、全年

利税总额、运行费用、脱硫设施数、脱硫能力等数据

材料；有排污许可证的，需要提供排污许可证编号、

发放日期、上年度产量、原辅材料用量等数据材料，

以随时掌控民营企业污染状况的变化，并根据具体

情况确定排污收费标准。

（２）排污权交易
从污染物总量控制和减排的角度出发，规范发

展排污权交易行为，首先要构建以化学需氧量和

ＳＯ２等污染物为交易标的的排污权市场。同时，对
可交易排污权进行界定，如规定生产经营者按照一

定时期内实际完成的污染物减排量减去环保部门分

配的减排任务的余额，记为可交易排污权。另外，要

在政府授权和指导下组织成立排污权储备交易中

心，并迫使排污权出让方与受让方在储备中心交易

平台进行排污权交易，达到严格监控排污权交易行

为的目的。

其次，必须对可交易排污权做出科学认定，如对

于已经采取工程治理、工艺改进和产业结构调整的

民营企业，在完成污染物排放削减任务后，有多余指

标就可以进行交易；对于城镇、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单

位以及农牧畜禽养殖场的污水经达标治理后削减下

来的化学需氧量也能进行交易。而且要对可交易排

污权认定程序进行规范化设计，按照必要程序即排

污企业提交排污材料—书面申请—正式受理—现场

核查—公示—审核确认—责任追求等程序进行。如

果经过程序化审核，发现某些民营生产企业曾经是

造成特大或者重大环境事故的主要责任单位，应该

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核。重点考察这些企业的长效管

理制度是否健全、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是否稳定以及

污染物是否存在超标或超总量排放问题。只有在这

些问题都得到妥善解决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可交易

排污权的认定。

最后，要对民营企业的排污总量进行核定。对

于排污总量的核定是确定企业初始排污权的关键，

也是控制区域环境污染总量的基础，有利于全面掌

握各企业污染物排放的具体情况，便于进一步优化

配置环境资源。因此，要按照总量削减原则、达标原

则、从严从紧原则对各个民营企业排污总量做出核

定，具体方法设计如下：

①工业企业有行业内的排水定额或限额时，以
企业的生产产品数量、排水定额、废水排放浓度来计

算该企业的排放限值

Ｎｉ＝Ｅｉ×Ｆｉ×Ｇｉ
　　Ｎｉ为第ｉ个工业污染源在定额排放情况下的排
放限值；Ｅｉ为第 ｉ个工业污染源基准年的产品数量
（或近３年平均产品数量）；Ｆｉ为第 ｉ个工业污染源
所属行业单位产品最高排水定额；Ｇｉ为第 ｉ个工业
污染源废水允许排放浓度。

②工业企业有行业内污染物排放定额或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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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以企业的生产产品数量和污染物排放定额来计

算该企业排放限值

Ｎｉ＝Ｅｉ×Ｄｉ
　　Ｄｉ为第ｉ个工业污染源单位产品排放污染物的
限值。

③工业企业既无排水定额也无污染物排放定额
时，就以工业企业的生产产品数量、用水定额、排水

系数和废水允许排放浓度来计算该企业排放限值

Ｎｉ＝Ｅｉ×Ａｉ×Ｑ×Ｇｉ
　　Ａｉ为第 ｉ个工业污染源单位产品用水定额；Ｑ
为排水系数，一般按０．７～０．９计算。

④企业所属行业内无排水定额、用水定额、排污
定额等相应具体数值时，采用基准年排水量和废水

允许排放浓度来计算该企业排放限值

Ｎｉ＝Ｑｉ×Ｇｉ
　　Ｑｉ为第ｉ个工业污染源基准年排水量。
３．培育民营企业的生态文化素养
民营企业是在国家的宽松政策鼓励支持下发展

起来的，而它们的发展多是粗放式的，是建立在资源

浪费、环境污染等高额社会代价的基础之上的。因

而，在过去几十年间，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也是

生态环境破坏比较严重的地区。如早在２００３年，台
州市椒江ＸＸＸ化工区排放的化工废水、黑色沉积物
在椒江周边形成严重的色斑，以致江水染成“七彩

河”，严重破坏了周边生态环境，因而受到国务院点

名批评，并令其整改。这说明，民营企业在没有监管

的情况下普遍存在生态环保意识淡薄、生态文化素

养缺乏的问题。

因此，要倡导绿色发展理念，增强民营企业社会

责任意识，将“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态文化理

念融入民营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并落实到企业的

各项经济活动中，使其在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

上实现经济利益与环境保护的“双赢”。民营企业

作为社会中的重要经济细胞，其经营者生态文化素

养的高低，是决定民营企业能否牢固树立生态发展

理念的关键。为了提升民营企业的生态文化素养，

必须引导民营企业主自律，强调尊重与保护环境，实

现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处、相互依存与相互促进。

在具体实现路径上可以从三方面着手：一是针对民

营企业广泛开展环境宣传教育，倡导生态文明，营造

企业主关心、支持、参与环境保护的文化氛围；二是

强化社会舆论监督，督促民营企业公开生产排污、环

境治理等具体信息，赋予公众对民营企业的环保情

况以应有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三是健全民营企业与

公众的协调参与机制。

４．塑造纳入法制轨道的生态理念
由于企业的生态文化理念形成不会天然地具有

自觉性，必须借助外在的强制力，而最具代表性的外

在调控力就是环保法制、法规。生态理念的塑造必

须纳入法治轨道。一方面要加强环境立法，通过环

保法规的贯彻实施，查处重大违法的环境污染事故

与生态破坏事件，并为区域内出现的环境污染纠纷

提供法律依据。另一方面是重点完善环保行政执法

责任制，严格依法行政，通过强化执法部门内部的监

督制约机制，进一步明确环保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

权限和职责。

例如，２０１１年台州市环保局在各级环保部门协
商的基础上制定并印发了《台州市排污权有偿使用

收入管理暂行办法》《台州市金属熔炼行业环境污

染整治指导意见》等地方性政策文件，同时还制定

了《台州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工作方案》，选定

临海市ＸＸＸ医化园区５家民营企业作为试点，督促
试点企业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按照合同条款

内容开展绿色环保工作。另外通过开展依法执政先

进单位创建活动，规范行政许可审批、处罚程序，确

保环保工作有序进行，使依法执政水平不断提高。

这些措施有力地提升了社会各阶层的生态保护意

识。可见，法制化轨道是塑造民营企业以及其他社

会主体生态理念的有效途径。通过环保行政执法，

以环境污染整治为工作重点，强化环境法治的保障

作用，监督民营企业的生产过程与污染状况，更有利

于达到改善环境质量的目标，从而维护人民群众的

环境权益。另外，在生态保护法制化框架下，民营企

业必须树立正确的生态理念，才能提高应对环境污

染事故和风险的能力，规避环保法制的惩罚，以使公

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环境权益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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