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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周刊·新论重要窗口

专家点评

石敏俊

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要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
水平保护的关系，通过高水平环境保护，
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20年
来，浙江在推进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始终
坚持既要绿色又要发展的核心要义。

强化生态环境治理。2002年6月，浙
江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建设“绿色浙
江”的目标任务。同年12月，时任浙江省委
书记习近平同志提出，要积极实施可持续
发展战略，以建设“绿色浙江”为目标，以
建设生态省为主要载体，努力保持人口、
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20
年来，浙江持续实施重大生态环境治理工
程，城乡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改善。

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浙江提出“腾
笼换鸟、凤凰涅槃”。一方面，深化“亩均
论英雄”改革，建立工业企业“亩均效益”
评价考核体系，实施差别化的电价、水价、
排污费、城镇土地使用税以及金融信贷等
政策，助力优质企业做大做强，促进低效
低质企业有效有序退出。另一方面，以科
技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以信息化带动
工业化，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把块状经
济转变为现代产业集群。

第三，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2005年8月，习近平同志指出，如
果能够把这些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
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
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
山。在“八八战略”的指引下，浙江出台
了发展生态产业、生态指标市场化交易、
横向生态保护补偿、财政绿色奖补等具
体举措，不断拓宽“两山”转化通道。在
2023 年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
榜单中，浙江占32席，其中，前十位中浙
江就占了7席。

【作者为浙江大学城市发展与低碳
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既要绿色又要发展

扫一扫，看视频

8月15日，全国首个生态日主场活
动将在湖州举办。

18年前的同一天，时任浙江省委
书记习近平同志在安吉余村考察时，提
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
论断。再将镜头拉回到2003年7月，浙
江省委提出“八八战略”，其中一条就是

“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创建生
态省，打造‘绿色浙江’”。

在浙江的“成长”历程中，生态文明
建设从不曾缺席。从“绿色浙江”到“美
丽浙江”，之江大地以“八八战略”为总
纲，处处绘就绿色画卷。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实践者
“翩翩兮朱鹮，来泛春塘栖绿树”。

在湖州市德清县下渚湖湿地，一群群朱
鹮时而低空飞舞，时而栖息嬉戏，形成
一道流动的亮丽风景线。

15年前，德清从陕西引进了5对朱
鹮，并成立珍稀野生动植物繁育研究中
心。朱鹮的繁育对生态环境有着极高
的要求，然而，当时的下渚湖水质断面
一度仅为Ⅳ类。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湿地修复拉
开了序幕。从2014年开始，下渚湖湿地
所在地——下渚湖街道对矿山、生猪养
殖场进行了大整治，通过推出“小鱼治水”
生态保护、“水下森林”生态修复等措施，
使下渚湖湿地水质稳定在Ⅱ-Ⅲ类。

生态环境变好了，朱鹮的繁育慢慢
步入正轨。今年，德清共有92只朱鹮宝
宝出生，朱鹮种群总数达761只，德清成
为全球最大的朱鹮人工繁育种源基地。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
成”，习近平主席曾用这句话阐明保护
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唯有万物和谐共
存，地球才能充满生机。

浙江把全省域作为大花园管控，严
格实施生态环境空间管控，建立314个
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地。全面实施永久
农田集中整治，系统推进八大水系和近

岸海域生态修复，85%的濒危野生动植
物得到有效保护。

从宁波市区沿着奉化江驱车40多
分钟，坐落在四明山东麓的海曙区龙观
乡逐渐露出全貌。2022年12月，龙观乡
作为全国唯一乡镇级别代表，出席了《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
(COP15)第二阶段会议。这几年，在全乡
人的努力下，龙观乡里越来越多的珍稀
动物被发现：白颈长尾雉、中华水韭⋯⋯

今年上半年，龙观乡乡贤杨晋良依
托自家茶园开办了有关生物多样性的研
学课程，接待了两万多名学生。他说：

“我们要做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实践者。”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一项系统工

程，需要集结全社会的力量”。龙观乡
党委书记虞挺说，通过“政府引导、专家
指导、企业加盟、群众参与、金融支持”
的生态保护模式，目前已探明海曙四明
山区域维管植物2250种、各类动物310
种，带动村民就业1200余人，全乡所有
行政村实现年经营性收入超50万元。

从“生态绿”到“发展绿”
绿色发展是顺应自然、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发展，也是用最少的资源

环境代价获得最大经济社会效益的发
展。浙江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治调结合倒逼产业转型，让绿水青
山成为可持续发展的“聚宝盆”。

7月末，浙江甬川聚嘉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下称“聚嘉”）收到了一个好
消息：在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公示的104
项省先进（未来）技术创新候选成果中，
他们自主研发的LCP薄膜和LCP纤维双
双位列其中。从2020年落地宁波镇海
区招宝山街道后海塘区域，“聚嘉”见证
了此地的“腾笼换鸟”。

2021年3月，招宝山街道关停了最
后一批煤炭经营企业，也为引进“金凤
凰”腾空约300亩空地。近些年来，镇海
深入探索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科学模
式，一个低能耗、低排放、高效率的现代
石化产业循环发展体系正在形成。

产业上的“腾笼换鸟”吸引越来越
多的科创平台相继落地：甬江实验室、
天津大学浙江研究院⋯⋯在科创平台
和人才赋能的加持下，一批批科研成果
从科研院所走向车间、走向市场，成为
镇海新的增长极。2023年上半年，镇海
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1844.2亿元。这
座老牌工业重镇摸索出一条以科创为

底色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从“生态绿”到“发展绿”，浙江大地

上的实践数不胜数：丽水市龙游县协同
推进“6+1”领域低碳发展，走出了一条以
绿色低碳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嘉兴打造光伏全产业链生态体系，助力
构建绿色低碳现代能源体系⋯⋯在追逐

“绿色”这条路上，浙江驰而不息。

制度创新为绿水青山“定价”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制度是一个关

键变量，既需要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
法治守护绿水青山，也需要用制度创新
为建设美丽浙江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

丽水，一块镶嵌在浙南森林中的璞
玉。2006年，习近平同志到丽水调研，
在称赞丽水良好生态环境的同时，谆谆
告诫当地干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对丽水来说尤为如此”，丽水“守住了
这方净土，就守住了‘金饭碗’”。

2019年，丽水成为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试点市，以GEP（生态系统生产总

值）核算为切入点，率先破题绿水青山
的可量化工作，形成了一系列生态产品
价值核算以及交易制度体系。

近年来，浙江在体制机制上进行了不
少创新。2020年，浙江出台实施全国首部
省级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标准。在环
境要素市场化交易、绿色低碳转型等方
面，浙江也取得了一系列制度成果。

距离丽水市区70公里的云和县雾
溪畲族乡，依山傍水，林木葱郁，全乡80%
的区域面积为水源地一级、二级保护
区。“这片水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雾溪
畲族乡党委委员、副乡长安蔚告诉记者，
2020年，全乡的GEP总值已经达到15.67
亿元。雾溪畲族乡依托“两山合作社”，
创新生态信用积分体系，推出“两山贷”

“两山存”“两山兑”等金融应用。截至目
前，“两山贷”共完成贷款220余笔共6100
万元，年均可为贷款农户带来利率积分
优惠130万元。

“点绿成金”，雾溪乡的实践不是个
例。丽水构建市县乡村四级GEP核算体
系，率先建立GDP核算、双评估、双考核
机制等，探索实行与生态产品质量和价
值相挂钩的财政奖补机制，省财政近3
年累计奖补1.4亿元；淳安厚植生态底
色，在开展GEP核算的基础上，创新探索

“两山银行”改革试点，把碎片化的生态
资源进行规模化收储；湖州在全省率先
打造生态资源转化平台体系，打造生态
价值转化高地⋯⋯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唯有
执起“生态”之笔，树牢
绿色发展理念、完善制
度保障、创新发展模
式，才能推动生态文明
建设迈上新台阶，勾勒

“绿色”新画卷。

绿水青山，可持续发展的“聚宝盆”
本报记者 章 忻 李 华 竺 佳

学习之路——“八八战略”与新思想溯源学习之路——“八八战略”与新思想溯源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
蓝图，其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之一。在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再次强调，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要牢固
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加快推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8 月 8 日，浙江召开全省生态环境
保护大会暨美丽浙江建设推进会，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全面落
实省委十五届三次全会精神，在坚定不
移深入实施“八八战略”中绘好现代版

“富春山居图”，在强力推进创新深化改
革攻坚开放提升中打好“生态牌”、走好

“绿色路”、绘好“美丽篇”，奋力打造生
态文明绿色发展标杆之地，为谱写中国
式现代化浙江篇章增添更鲜明、更厚
重、更牢靠的生态底色。

今年是“八八战略”实施20周年，也
是生态省建设20周年。20年前，习近平
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作出“八八战略”
重大决策部署时，就把“进一步发挥浙
江的生态优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
浙江’”作为重要内容，奠定了浙江生态
文 明 建 设 实 现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总 体 布
局。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
萌发地和率先实践地，20 年来，浙江全
省上下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
以贯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成全国首
个生态省，实现了从环境整治向美丽浙
江的历史性跃迁，走出一条资源节约集
约利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经济结构
转型升级、民生福祉显著提高的绿色高
质量发展之路。深入探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在浙江的发展与实践，对于我们
进一步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
意蕴，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全
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提出的要求，具有
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建设“绿色浙江”
为生态文明建设规划总体
布局

2002 年 6 月，浙江省第十一次党代
会提出建设“绿色浙江”的目标任务。
同年 12 月，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明确
提出，积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建
设生态省为主要载体，努力保持人口、
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
习近平同志的大力支持与领导下，浙江

在 2003 年 1 月成为全国第五个生态省
建设试点省份，同年制订出台的《浙江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建设
生态省的决定》《浙江生态省建设规划
纲要》等指导全省生态文明建设的纲领
性、战略性文件的发布，也标志着浙江
生态省建设大幕的拉开。在同年 7 月
举行的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体（扩
大）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八
八战略”，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进
一步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创建生态
省，打造‘绿色浙江’”。这一系列关于
浙江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和战略
布局，不仅为美丽浙江的高质量发展指
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也为当前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
重要的价值遵循与实践原则，具有重要
的指导与启示意义。

二、提出“两山”理念
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根本
遵循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习近平
同志于 2005 年 8 月 15 日考察安吉县余
村村时提出的关于经济社会发展与生
态环境保护辩证统一的科学论断。在
2005 年 8 月 24 日《浙江日报》发表的

《绿 水 青 山 也 是 金 山 银 山》一 文 中 ，
习 近平同志分析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
山的辩证关系，即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
既会产生矛盾，又可辩证统一。2006

年 3 月 23 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日报
《之江新语》专栏撰文说，人们对于绿水
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关系的认识，经过
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用绿水青山
去换金山银山，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环
境的承载能力，一味索取资源；第二个
阶段是既要金山银山，但是也要保住绿
水青山，这时候经济发展与资源匮乏、
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人
们意识到环境是我们生存发展的根本，
要留得青山在，才能有柴烧；第三个阶
段是认识到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
带来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
银山，我们种的常青树就是摇钱树，生
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形成了一种浑然
一体、和谐统一的关系。

习近平同志关于“两山”理念的重
要论述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的本质特性，为人与自然由冲突走向和
谐指明了发展的方向，为协调好生态环
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提
供了价值遵循。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
了“两山”理念的科学性和真理性，2015
年“两山”理念被写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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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国家文件；2017 年，

“两山”理念被写入新修订的《中国共产
党章程》，成为我党的执政理念之一；
2018 年，生态文明被写入宪法，“两山”
理念作为原则之一，为新时代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两山”理念发源
于浙江并逐渐实践于全国，作为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内核与核心理论，
构成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原
则与根本遵循。

三、树立以人民为中
心的生态保护工作价值
遵循

以人民为中心，增进人民福祉、满
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始终是习近平
同志在地方工作和开展治国理政各项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生态利益作
为人民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人民
群众身心健康，必须切实维护。在浙江
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事关人
民 群 众 切 身 利 益 的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工
作。2005 年 3 月 1 日，习近平同志在全
省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
们必须通过生态省建设，让人民群众喝
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吃上
放心的食物；通过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
作，让大自然休养生息，以更好地为人
类服务，否则将遭到自然界的报复。以
人为本，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
在 发 展 过 程 中 摧 毁 人 自 身 生 存 的 环
境。他当时还说了引人深思的几个反
问句：“如果人口资源环境出现了严重
的偏差，还有谁能够安居乐业？和谐社
会又从何谈起？人都难以生存了，其他
方面的成绩还有什么意义？”良好的生
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也是最普
惠的民生福祉，在推进浙江生态文明建

设过程中，习近平同志始终坚持人民利
益至上的工作作风和价值导向，为我们
在新时代继续坚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
产生活环境，在生态治理与环境保护中
满足民众的生态诉求等方面提供了价
值遵循和实践原则。

四、把握生态和文明
辩证关系的社会发展观
与文明史观

2003 年，习近平同志在《求是》杂
志发表署名文章《生态兴则文明兴——
推进生态建设 打造“绿色浙江”》，第一
次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
明衰”的重要论断，并结合“绿色浙江”
战 略 目 标 与 生 态 省 建 设 作 了 系 统 论
述。这种文明史观的重要阐释和科学
论断，不仅体现了习近平同志对于生态
环境优劣与文明兴亡关系的深刻把握，
也彰显了他对于未来人类前途命运的
深入思考。从人类文明兴衰演替的高
度论述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重要性、必
要性和紧迫性，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自
然观及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重大丰富
拓展，也逐渐成为引领浙江地区、全国
乃至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导思
想，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对于生态和文明辩证关系的把握，体现
在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文明存在与
发展的基础，也是最根本的生产力。立
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进路和整体

目标，应自觉顺应自然规律和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的约束限制，这是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根本前提。

五、推进重大工程、
体制机制建设，为实践提供
重要抓手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对浙
江省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高瞻远瞩的
部署，始终将浙江省生态优势当作区域
核心竞争力，让绿色作为浙江省经济、
社会、民生等各方面发展的亮丽底色，
通过各项重大工程的实施以及有关体
制机制的建设为浙江生态文明的实践
推进提供了重要抓手。在他的领导下，
浙江省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环境
整治“811”工程、循环经济“991”工程等
重大工程，同时建立健全符合循环经济
发展的市场规则和制度体系、生态补偿
机制、生态环境有偿使用制度、领导干部
生态政绩考核体制机制等一系列事关生
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体系，为浙江生态环
境质量的总体好转、生态经济的持续发
展、生态城乡建设的稳步推进等奠定了
坚实基础。

近日，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浙江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坚定不
移深入实施“八八战略”高水平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先行示范的决定》，从法治
保障的角度，针对生态环境、生态经济、
生态生活、生态制度、生态文化等五方
面具有引领性意义的重点事项，提出

“五个先行示范”要求，即推动生态环境
全域提升、生态经济绿色低碳、生态生
活共富和美、生态制度系统完备和生态
文化繁荣发展先行示范。

浙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
要萌发地和率先实践地，在这里，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逐渐在理论和实践等方
面 形 成 了 完 整 的 科 学 体 系 。 习 近 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就
源自他在浙江工作期间一系列生态理
念和生态实践的升华，我们在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方面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充分
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真理力
量与实践意义，昭示着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科学性、真理性、前瞻性与实践
性。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所蕴含的宝贵理论智慧
与丰富实践经验，将继续成为我们推进
美丽中国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学院）教授】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智慧与实践经验
赵建军

栖息在宁波镇海炼化园区内的白鹭。 拍友 张凌志 摄

2022年，我省有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

保护区 19 个，其中国家级 8 个、省级 11 个。

野生动物790 种，约占全国总数的30%，其

中国家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192 种；高等

植物 6100 余种，约占全国总数的 17%，其

中国家一级、二级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115 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