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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世界已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中国成为创新绿色现代化的引领者、实践者。 中国基本国情

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同时也决定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须选择绿色现代化，即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现代化。 中国绿色现代化发展理论的三大来源是：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传统智慧、马克思主义的

自然辩证法、当代可持续发展理论，进而构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理论基础。 根据国家

“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及第三方评估，阐释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理论创新和重大进展，在发展中人口大国中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

道路，实现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绿色发展。 在此基础上，前瞻性地展望了 ２０３５ 年中国式绿色现代

化目标与基本趋势；中国式绿色现代化是与人类共发展、共命运的现代化，是符合中国国情、适应新发展

阶段的现代化，也为发展中国家探索新型现代化道路提供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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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环境既是最大的公共物品，也是最容易受到损害的物品。 自 １８ 世

纪中叶始，人类历史上先后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均发源于西方国家及衍生国家，并由其所创新所

主导，以蒸汽机被广泛使用作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时代”（１７５０—１８５０ 年）、１９ 世纪中期

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时代” （１８５０—１９５０ 年）、二次大战之后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时代”
（１９５０—２０００ 年）。 进入 ２１ 世纪，人类面临空前的全球能源与资源危机、生态与环境危机、碳排放

与气候变化危机的多重挑战，由此引发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绿色工业革命时代”。
中国作为世界性工业革命的后来者，２１ 世纪初发动和创新第四次绿色工业革命，第一次已

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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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①。 与此同时，中国正

在创造绿色工业革命的第三个奇迹，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基本国情的现代化，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绿色现代化。
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凸显。 目前，

中国总人口占世界比重的 １８. ０％ ②，耕地资源仅占世界比重的 ８. ５％ ③，可再生内陆淡水资源占世

界总量的 ６. ６％ ④，石油储量占世界总量的 １. ５％ ，天然气储量占世界总量的 ４. ５％ ，煤炭储量占世

界总量的 １３. ３％ ⑤。 同时，中国又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１９５２—２０２０ 年，国内生产

总值（Ｇｒｏｓｓ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简称 ＧＤＰ）年均增速为 ８. ０％ ，按购买力平价 ２０１７ 年国际元计算，
２０２１ 年的 ＧＤＰ 占世界比重 １８. ６％ ⑥。 目前，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工业化———２０２０
年制造业增加值现价美元占世界比重高达 ２９. ８％ ⑦，城镇化———２０２０ 年占世界城镇人口比重高达

１９. ９％ ⑧，信息化———２０２０ 年移动电话用户占世界比重的 ２０. ８％ ⑨、固定宽带用户占世界比重的

３９. ４％ ○I0的过程。 这些发展对中国实现绿色现代化创造了越来越有利的条件。
生态环境与发展始终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及进程的核心问题之一。 目前，中国承载着作为

历史上最大的最脆弱的生态环境压力。 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国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

发展。 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智慧，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中国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 ［１］即中国式绿色现代化○I1［２］５。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基本方略，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

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

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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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

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人民网：ｈｔｔｐ：∥ｊｈｓｊｋ．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３２２８４３６３。
世界银行（ＷＤＩ）数据库：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ＳＰ． ＰＯＰ． ＴＯＴ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ＣＮ⁃１Ｗ。
联合国粮农组织定义的耕地（以公顷计），包括短期作物用地（双季作物土地仅计算一次）、供割草或放牧

的短期草场、供应市场的菜园和自用菜园，以及暂时闲置的土地，因转换耕作方式而休闲的土地不包括在内。 世界

银行（ＷＤＩ）数据库：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ＡＧ． ＬＮＤ． ＡＲＢＬ． ＨＡ？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ＣＮ⁃１Ｗ＆ｍｏｓｔ＿ｒｅｃｅｎｔ＿
ｖａｌｕｅ＿ｄｅｓｃ ＝ ｔｒｕｅ。

可再生内陆淡水资源是指某国国内的可再生资源（内陆河流及降雨产生的地表水）。 计算数据来源，世界

银行（ＷＤＩ）数据库：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ＥＲ． Ｈ２Ｏ． ＩＮＴＲ． Ｋ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ＣＮ⁃１Ｗ。
计算数据来源，Ｂ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２。
计算数据来源，世界银行（ＷＤＩ）数据库：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Ｙ． ＧＤＰ． ＭＫＴＰ． ＰＰ． Ｋ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ＣＮ⁃１Ｗ＆ｍｏｓｔ＿ｒｅｃｅｎｔ＿ｖａｌｕｅ＿ｄｅｓｃ ＝ ｔｒｕｅ。
计算数据来源，世界银行（ＷＤＩ）数据库：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Ｖ． ＩＮＤ． ＭＡＮＦ． ＣＤ？ ｌｏｃａ⁃

ｔｉｏｎｓ ＝ ＣＮ⁃１Ｗ。
计算数据来源，世界银行（ＷＤＩ）数据库：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ＳＰ． ＵＲＢ． ＴＯＴ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ＣＮ⁃１Ｗ。
计算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ＩＴ． ＣＥＬ． ＳＥＴＳ？ ｅｎｄ ＝

２０２０＆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ＣＮ⁃１Ｗ＆ｍｏｓｔ＿ｒｅｃｅｎｔ＿ｖａｌｕｅ＿ｄｅｓｃ ＝ ｔｒｕｅ＆ｓｔａｒｔ ＝ １９８１＆ｖｉｅｗ ＝ ｃｈａｒｔ。
中国固定宽带用户相当于美国总用户的 ４ 倍。 计算数据来源，世界银行（ＷＤＩ）数据库：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ＩＴ． ＮＥＴ． ＢＢＮＤ？ ｅｎｄ ＝ ２０２０＆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ＣＮ⁃１Ｗ⁃ＵＳ＆ｍｏｓｔ＿ｒｅｃｅｎｔ＿ｖａｌｕｅ＿ｄｅｓｃ ＝ ｔｒｕｅ＆ｓｔａｒｔ ＝
１９８１＆ｖｉｅｗ ＝ ｃｈａｒｔ。

未来几十年，中国还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最重要的发展方向就是绿色现代化，逐步进入全面生态盈余

时代。 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森林盈余之国，建成世界最大的绿色能源之国、人水和谐之国、碧水蓝天之国，成为

中华民族青山、绿水、蓝天的美好家园。



胡鞍钢： 中国式绿色现代化：回顾与展望 第 ６ 期

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
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３］。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了

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４］。
一方面，中国的基本国情（自然国情、人口国情等）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复制西方现代化，必须

创新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中国式现代化，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绿色现代

化；另一方面，世界的工业革命背景也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在西方现代化的道路上亦步亦趋，必须

走创新绿色发展道路。 唯有这样，中国才能逐步实现 １４ 亿人口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目

前，中国已进入绿色工业革命新时代，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理论创新和重大进展，通过制定和实施绿色发展规划，实现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绿色

发展，成为世界绿色创新、绿色发展、绿色能源、绿色消费的创新者、引领者，进而为人类绿色发

展做出中国的绿色贡献。
本文围绕中国式绿色现代化，以中国绿色发展实践为佐证，力图探究和总结中国绿色发展道

路，并将推进绿色发展作为建设美丽中国的基本要求，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进而从绿色

经济体系、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清洁能源体系、资源节约循环利用、绿色生活方式等方面阐明了绿色

发展的主要内容，以彰显中国伟大绿色创新，展望未来实现绿色现代化的主要目标和基本趋势。

二、世界进入绿色工业革命时代

什么是现代化？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张培刚先生认为，工业化是指通过启动国民经济中“一系列

基要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发生连续变化” ［５］，依此就能发动工业化的进程，并推动经济长期持续增

长、促进社会生产力发生变革、进而促进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 顾名思义，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道路。 从本质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所走的道路，既不同于国际社会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北

方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国家，也不同于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发展中南方国家———
非 ＯＥＣＤ 国家。

笔者曾将中国式现代化概括为五大因素与五大优势，其中的五大因素分别为：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不断增加的现代化因素、社会主义因素、中国文化因素、绿色生态因素。 在五大因素中，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成为核心因素，并极大地促进了五大因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
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６］，而绿色现代化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世界现代化的后来者，创新主导绿色现代化绝非是偶然

的。 人类历史上不同类型工业革命的发生，本质上是基于不同基要生产函数组合方式及发生变化

的必然结果［７］。 中国曾是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时代” （１７５０—１８５０ 年）的落伍者，也是第二次工

业革命“电气时代”（１８５０—１９５０ 年）的落伍者、挨打者；１９４９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赶上了二次大战

之后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时代” （１９５０—２０００ 年），先是大规模地发动了工业化，补上和加速

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并经过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发动和追赶第三次工业革命。
２１ 世纪伊始，人类开始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即“绿色工业革命时代”。 笔者受张培刚先生启发，

将绿色工业革命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发生从以自然要素投入为特征，到以绿色要素投入

为特征的跃迁进程，绿色生产函数逐步占据支配地位，并普及至整个社会，而这一过程的后果是经

济发展逐步和自然要素消耗脱钩。 这包括几个方面的含义，绿色工业革命是绿色要素替代传统黑

色要素的过程，也是要素组合绿色化的过程；是从一些先导部门的基要生产函数开始绿色变革，并
引起其他部门被诱导的生产函数的变革；是一个从量变到局部质变，再到突变的过程，并有发动因

素和限制因素；同时，从世界范围和未来趋势看，绿色发展和绿色工业革命将是一个长期的基本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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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是各类生产要素不断被绿化或者绿色组合多样化的进步趋势。
为此，笔者在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 １７５０ 年以来世界四次工业革命的主要特征（详见

表 １），其中第四次工业革命———绿色工业革命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是“全面脱钩”。 绿色工业革命的

核心目标是，既要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并且要在碳排放“脱钩”的基础上，还需促使经

济增长与生态资本相关要素（土地、水资源、生态环境资源等）的“全面脱钩”；同时，绿色工业革命

的作用和本质是，努力使经济发展和自然财富的消耗全面脱钩。 由此，人类将从生态赤字扩大向生

表 １　 １７５０—２０５０ 年世界四次工业革命的主要特征

类别 第一次工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 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四次工业革命

时间 １７５０—１８５０ １８５０—１９５０ １９５０—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２０５０

世界总人口 ／
亿人

８ ～ １１ １１ ～ ２５ ２５ ～ ６１ ６１ ～ ９６

世界 ＧＤＰ ／
万亿国际元

０. ５ ～ ０. ７ ０. ７ ～ ５. ３ ５. ３ ～ ３６. ７ ６８ ～ ３００

主导国 英国 美国、英国、苏联
美 国、 日 本、 欧 洲、
苏联

中国、美国、欧盟、
日本、印度

跟随国 美国、法国、德国
德国、法国、日本、
澳大利亚、俄罗斯

韩国、新加坡、中国、
印度、印度尼西亚

其他发展中国家

主导产业
农业生产力大幅提

高，工业迅速发展

工 业， 通 讯、 交 通

产业

信息经济兴起，服务

业开始占主导

服务业主导、知识经

济、绿色经济兴起

主要技术
蒸汽机、棉纺织品、
铁器、瓷器

各种新型产品和消

费品
ＩＣＴ 技术、核能技术

绿色 能 源、 绿 色 技

术、绿色建筑、绿色

交通

经济组织 商业公司出现
“大企业”出现，国际

经济合作开始紧密

跨国公司及中小企

业迅速发展

跨国 公 司、 中 小 公

司、网络企业、虚拟

公司

主要能源 煤炭 石油、天然气 石油、天然气、核能

非化石能源比重迅

速上升、化石能源消

费比重下降

利用资源效率 低下 有所提高 提高 明显提高

消费方式 消费增长 消费增长 高消费、过度消费 适度消费、合理消费

环境质量 开始恶化 持续恶化 严重恶化 开始改善

碳排放 开始增长 持续增长 迅速增长 开始脱钩，甚至下降

人与自然间的

差距
开始扩大 不断扩大 急剧扩大 开始缩小

　 　 注：前三次工业革命资料整理来源，托马斯·Ｋ·麦克劳，《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中文版），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第四次工业革命资料系作者整理。

世界总人口来源，１７５０—１９５０ 年数据，Ａｎｇｕｓ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 数据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２００８
ＡＤ，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ｇｄｃ． ｎｅｔ ／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 ／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 ｈｔｍ；１９５０—２０５０ 年数据，联合国人口数据库：ｈｔｔｐ：∥ｅｓａ． ｕｎ． ｏｒｇ ／ ｕｎ⁃
ｐｄ ／ ｗｐｐ ／ ｕｎｐｐ ／ ｐ２ｋ０ｄａｔａ． ａｓｐ；１７５０—２０００ 年世界 ＧＤＰ（１９９０ 年国际元）数据来源，Ａｎｇｕｓ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 数据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２００８ ＡＤ，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ｇｄｃ． ｎｅｔ ／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 ／ Ｍａｄｄｉｓｏｎ． ｈｔｍ；２０００—２０２１ 年世界 ＧＤＰ
（２０１７ 国际元）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计算：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Ｙ． ＧＤＰ． ＭＫＴＰ． ＰＰ． ＫＤ？
ｅｎｄ ＝ ２０２１＆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１Ｗ＆ｓｔａｒｔ ＝ １９９０＆ｖｉｅｗ ＝ ｃｈａｒｔ；２０５０ 年世界 ＧＤＰ 系作者预测。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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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赤字缩小的转变，从生态赤字缩小向局部生态盈余转变，从局部生态盈余向全面生态盈余转变，
根本地扭转长期以来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２］４５。
　 　 中国不仅要同时同步完成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并且还将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与

绿色现代化的创新者、实践者、引领者。 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中国“并联式”工业革命，即
“我国进入了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并联发展、叠加发展的关键时

期” ［８］。 这表明，中国可以同步同时进行四次工业革命，并将改变世界工业革命格局。

三、绿色现代化与中国绿色发展理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绿色现代化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强党对生态文明

建设的全面领导，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并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 在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是其中一项；在三大攻

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战；在到 ２１ 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中，美丽中国是

其中一个［４］ 。
绿色发展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基本途径［９］。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

会，创造性地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指出绿色是永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和人民

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①。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的绿色发展总目标是［１０］，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强调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水平上升；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大幅提高，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
设用地、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主体功能区布局和生态安全屏

障基本形成；同时，“十三五”规划将绿色发展扩展到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快建设主体功能

区、推动低碳循环发展、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和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六个方

面。 为此，国家在 “十三五”规划中列出了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其中资源环境指标有

１０ 项，均为约束性指标。 该规划可视为中国式绿色现代化和绿色发展规划与指标，也成为本文第

三方评估中国绿色发展的基本依据。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

要》②颁布，擘画了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宏伟蓝图，并将“生态文明建设

实现新进步”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列出了绿色生态 ５ 个约束性指标，
第十一篇的主题就是“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还专门设计了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

修复工程（８ 项）、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工程（６ 项）。 本文将“十四五”规划视为展望未来中国绿色

发展规划，成为实现中国式绿色现代化的建设蓝图和施工图。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专题发表了《努力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一文［４］，高度阐明了生态文明建设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

的重要地位，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上来谋划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推动建设人与自然和

５

①

②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国政府网：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５⁃０５ ／
０５ ／ ｃ０ｎｔｅｎｔ⁃２８５７３６３． ｈｔ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国政府网：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１⁃０３ ／ １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５９２６８１．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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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共生的现代化。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

验的决议》（简称《决议》）①，回顾党走过的百年奋斗历程，着重阐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

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明确“十个坚持”的宝贵经验，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提出明确要求。 《决议》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新时代十三个方面重要成就之一进行总结概括，强调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１１］。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

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世界

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②。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进入绿色工业革命的新时代，进入中国特

色绿色现代化的新时代，进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时代，进入中国对人类发展作出绿色贡献的新

时代。

四、中国进入绿色工业革命新时代

党十八大以来，标志着中国进入绿色工业革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历史性、转折性、
全局性变化。 为此，本文根据国家“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十三五”规划的资源环境目标

指标进行绿色发展后评估（详见表 ２）。
（一）资源目标的评估

一是耕地保有量基本保持不变。 ２０１５ 年，中国现有耕地 ２０. ２６ 亿亩（１３ ５０６ 万公顷），减去

１. ６１ 亿亩（１ ０７３ 万公顷）左右不稳定耕地后，稳定耕地为 １８. ６５ 亿亩（１２ ４３３. ３３ 万公顷）作为耕地

红线，并确保 １５. ４６ 亿亩（１０ ３０６ 万公顷）以上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制度，才能确保我国粮食基本

自给。 中国农业用地资源仅占世界比重 １１. ０％ ③，要养活占世界人口总数比重的 １８. ０％ 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几亿人口要吃饭，这是我国最大的国情。”⑤为此，国家继续实行最严格的节

约用地制度，实行建设用地质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十三五”规划专门设定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控制

在小于３ ２５６ 万亩（２１７. ０７ 万公顷）以内的约束性指标，实际新增建设用地规模为 ３ ６１０ 万亩

（２４０. ６７ 万公顷）。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显示，中国现有耕地 １９. １７９ 亿亩（１２ ７８６. １９ 万公顷），从
全国层面看，实现了国家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有量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全国耕地地类在过去 １０ 年

还是减少了 １. １３ 亿亩（７５３. ３３ 万公顷），在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严格落实了占补平衡的情况下，耕地

地类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结构调整和国土绿化。 全国建设用地总量 ６. １３ 亿亩（４ ４０８６. ６７ 万

公顷），较“二调” 时增加 １. ２８ 亿亩 （８５３. ３３ 万公顷），增幅 ２６. ５％ ；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１０９. ４％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 ４８. ３４％提高到 ６２. ７１％ ［１２］，与 ２０１０ 年相比增加了 ２. ３２ 亿人。 由此

可知，中国人口多、耕地有限的基本国情没有根本改变。
　 　

６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国政府网：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２１⁃１１ ／ １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５１２６９． ｈｔｍ。

人民日报，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第 ２ 版。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ＷＤＩ）数据库：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ＡＧ． ＬＮＤ． ＡＧＲＩ． Ｋ２？ ｅｎｄ ＝

２０２１＆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ＯＥ⁃１Ｗ⁃ＣＮ＆ｓｔａｒｔ ＝ １９６０。
数据 来 源， 世 界 银 行 （ ＷＤＩ） 数 据 库： ｈｔｔｐｓ：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ＳＰ． ＰＯＰ． ＴＯＴＬ？ ｅｎｄ ＝

２０２１＆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１Ｗ⁃ＣＮ＆ｓｔａｒｔ ＝ １９６０。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５ 日，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 新华社，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９ 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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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中国五年规划时期资源环境主要指标实现情况

指标　 　 　
年份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增速及

变化量 ／ ％

耕地保有量 ／亿亩 １８. １８ １８. ６５ １９. １７９（目标 １８. ６５） ［１. ００］（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新增建设用地规模 ／万亩 ３ ６１０（目标 ＜ ３ ２５６）

万元 ＧＤＰ 用水量下降 ／ ％ ［３２］ ［２６. ２］（目标为 ２３） ［６６. ６］（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单位 ＧＤＰ 能源消耗降低 ／ ％ ［１９. １］ ［１８. ２］ ［１２. ７］（目标为 １５） ［３３. ２］（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 ／ ％ ８. ６ １２ １６. ６（２０２１） ［８. ０］（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单位 ＧＤＰ 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 ％ ［２０］ ４８. １［４０⁃４５］ ［４０. ４］（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森林覆盖率 ／ ％ ２０. ３６ ２１. ７ ２３（目标 ＞ ２３） ［２. ６４］（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森林蓄积量 ／亿立方米 １３７ １５１ １７５（目标为 １６５） ［２４］（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比率 ／ ％
７６. ７ ８７. ０（目标 ＞ ８０） ［１０. ３］（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细颗粒物（ＰＭ２. ５）未达标地级及以

上城市浓度下降 ／ ％
３３（目标 １８） ２８. ８（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达到或好于Ⅲ水体比例（％ ） ５２. １ ６４. ５ ８３. ４（目标 ７０） ３１. ３（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劣Ⅴ类水体比例％ ２０. ８ ８. ８ ０. ６ － ２０. ２（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减少 ／ ％
［１２. ４５］

（１ ２３８ 万）
［１２. ９］

（２ ２２４ 万）
３. ２［１３. ８］（目标为 １０）

（２ ５６５ 万）
［２８. ５］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氨氮排放总量减少 ／ ％ （１２０ 万）
［１３. ０］
（２３０ 万）

３. ３［１５. ０］（目标为 １０）
（９８ 万）

［２４. １］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减少 ／ ％
［１４. ２９］

（２ １８５ 万）
［１８. ０］

（１ ８５９ 万）
４. ４［２５. ５］（目标为 １５）

（３１８ 万）
［６１. ４］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

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减少 ／ ％ （１ ８５２ 万）
［１８. ６］

（１ ８５２ 万）
３. ５［１９. ７］（目标为 １５）

（１ ０２０ 万）
［３６. ３］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注：方括号内为累计数，括号内为实际排放量；数据来源，《２０２２ 中国统计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总结评估报告》，《环境统计年报》（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５ 年），《中国生态环境统

计年报》（２０２０ 年）。

　 　 二是万元 ＧＤＰ 用水量持续大幅度下降。 中国水资源的基本国情是，可再生内陆淡水资源总量

占世界比重为 ６. ６％ ①，明显低于人口、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而“人多水少，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

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２８％ ，水资源短缺成为制约生态环境质量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１３］。 为

此，国家五年规划要求“万元 ＧＤＰ 用水量下降”作为约束性指标，这综合反映了三次产业在生产过

程中的用水效率，尤其是控制农业用水量，从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累计下降 ６６. ６％ ，年平均下降 ５. ８％ 。
２０１５ 年，全国用水总量达到峰值的 ６ １０３ 亿立方米，而后下降，到 ２０２１ 年，降至 ５ ９２１ 亿立方米，完
成了控制在 ６ ４００ 亿立方米的目标；其中农业用水量持续下降，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３ ９０３ 亿立方米的高峰

７

① 世界银行（ＷＤＩ）数据库：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ＥＲ． Ｈ２Ｏ． ＩＮＴＲ． Ｋ３？ ｅｎｄ ＝２０２０＆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ＣＮ⁃ＯＥ⁃１Ｗ＆ｓｔａｒｔ ＝ １９８１＆ｖｉｅｗ ＝ ｃｈａ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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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降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３ ６１２ 亿立方米，农业用水量占用水总量的比重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６３. ７％下降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６１. ３％ ［１４］７４；同时，建成了 ８ 亿亩（５ ３３３. ３３ 万公顷）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高标准农田建设，
占耕地总面积的 ４４％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０. ５０１ 提高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０. ５６８［１５］，
农业用水效率不断提高。 ２０２１ 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国内增加值用水量比 ２０１５
年分别下降 ３２. ２％ 、４３. ８％ ［１３］。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用水效率（指 ２０１５ 年美元价格），从 ２００７ 年的

每立方米 １０. ０ 美元提高至 ２０１７ 年的每立方 ２１. ３ 美元，提高了 １１３％ ，年均提高 ７. ９ 个百分点，已
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数的每立方 １８ 美元①，仍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中国在农业用水总量下降

的同时，一方面，农业增加值持续增长，按不变价格计算，２０２１ 年比 ２０１２ 年增长了 ４１. ９％ ；另一方

面，农业增加值（２０１５ 年美元价格）占世界比重持续提高，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７. ８％ 增长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３０. ９％ ，相当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简称

ＯＥＣＤ）国家占世界比重（２０. ５％ ）的 １. ５１ 倍②。 ２０１８ 年，ＯＥＣＤ 国家农业用地面积相当于中国的

２. ３０ 倍，淡水资源占世界总量比重的 ２６. １％ ，相当于中国比重的 ３. ９５ 倍。 中国不仅以仅占世界

１１. ０％的农业用地面积、６. ６％的淡水资源养活了世界近 ２０％的人口③，而且取水强度从 ２００２ 年的

４０. ３２８ 上升至 ２０１２ 年的高峰 ４３. ７３３，尔后下降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４３. ２２２，在有统计数据的全球 １７８ 个

国家中位于第 ４０ 位④。 在如此用水压力下，中国不仅创造了农业发展的奇迹，也创造了世界绿色

农业新奇迹。
三是单位 ＧＤＰ 能源消耗明显下降。 中国单位 ＧＤＰ 能源消耗，从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 年累计下降

５９. ８％ ，提前完成了 ２０２０ 年 ４０％ ～４５％的中国气候行动计划目标，能源损耗占总国民收入（ＧＮＩ）
比重从 ２００８ 年的高峰 ４. １９％下降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０. ７１％ ，下降了 ３. ４８ 个百分点，但高于 ＯＥＣＤ 国家

的 ０. ２％ ⑤，仍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
（二）气候变化目标的评估

一是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大幅度上升。 中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８. ５％提高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５. ９％ ，也实现了 ２０２０ 年 １５％的中国气候行动目标，天然气、水
电、风电、核电等清洁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比重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１３. ４％ 提高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２５. ５％ 。
中国天然气消费量占世界比重，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３. ４％提高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９. ４％ ；水电消费量占世界比

重，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０. ８％提高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３０. ４％ ；风能消费量占世界比重，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２. ９％提高

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３１. ７％ ；核电消费量占世界比重，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２. ７％提高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１４. ６％ ⑥。 中国

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绿色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并引领世界绿色能源革命。
二是碳强度（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提前实现原定目标。 全国碳强度 ２０２０ 年比 ２００５ 年

下降了 ４８. ４％ ，超额完成下降 ４０％ ～４５％的中国气候行动目标。 但是，中国仍是世界最大的碳排

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计算数据来源，世界银行（ＷＤＩ）数据库：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ＥＲ． ＧＤＰ． ＦＷＴＬ． Ｍ３． Ｋ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ＣＮ＆ｍｏｓｔ＿ｒｅｃｅｎｔ＿ｖａｌｕｅ＿ｄｅｓｃ ＝ ｔｒｕｅ。

计算数据来源，世界银行（ＷＤＩ）数据库：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Ｖ． ＡＧＲ． ＴＯＴＬ． ＫＤ？ ｅｎｄ ＝
２０２１＆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ＯＥ⁃１Ｗ⁃ＣＮ＆ｓｔａｒｔ ＝ １９６０。

计算数据来源，世界银行（ＷＤＩ）数据库：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ＡＧ． ＬＮＤ． ＡＧＲＩ． Ｋ２？ ｌｏ⁃
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ＯＥ⁃１Ｗ⁃ＣＮ。

取水强度是指淡水提取量占可用淡水资源的比例是指在考虑环境用水需求后，所有主要部门提取的淡水

总量与可再生淡水资源总量之间的比率。 根据国际标准产业分类（ ＩＳＩＣ）体系的定义，主要部门包括农业、林业和

渔业、制造业、电力工业，以及服务业。
世界银行 （ ＷＤＩ） 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Ｙ． ＡＤＪ． ＤＮＧＹ． ＧＮ． ＺＳ？ ｅｎｄ ＝

２０２０＆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ＣＮ⁃ＯＥ＆ｓｔａｒｔ ＝ １９８１＆ｖｉｅｗ ＝ ｃｈａｒｔ。
计算数据来源，Ｂ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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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国，占世界比重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６. ２％ 提高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３１. １％ ①，尚未实现碳排放与经济发展脱

钩，这成为未来时期最大的发展挑战之一，力争到 ２０３０ 年前碳排放达峰，开始与经济发展彻底

脱钩。
三是森林发展速度居世界前列。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中国完成造林 ７ ０３９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１８. ２％提高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２２. ９６％ ，森林蓄积量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１２５ 亿立方米提高至 ２０１９ 年

的 １７５. ６ 亿立方米，也超过了 １６５ 亿立方米的中国气候行动目标。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简称 ＦＡＯ）数据显示，世界森林面积进入持续下降时

期，由１９９０ 年的４ １２８. ２ 万平方公里下降至２０１６ 年的３ ９９５. ８ 万平方公里，净减少１３２. ５ 万平方公里，
平均每年减少 ５. １ 万平方公里。 但与此同期，中国净增加森林面积 ５５. ３ 万平方公里，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简称 ＯＥＣＤ） ３８ 个国家净增加

１４. ４ 万平方公里，净增加森林面积相当于 ＯＥＣＤ 国家的 ３. ８ 倍；而同期南方国家②（不包括中国）
则净减少森林面积 ２０２. ２ 万平方公里，成为世界森林面积持续下降的主要国家。 中国和 ＯＥＣＤ 国

家对世界森林面积增长作出巨大贡献，贡献率分别为 ４１. ８％ 和 １０. ９％ ，是全球同期森林资源增长

最多的国家［１６］。
（三）环境目标的评估

一是空气质量明显改善。 中国 ３３７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７６. ７％提高至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的 ８７. ２％ ，实现了大于 ８０％的目标，细颗粒物（ＰＭ２. ５）未达标地级及以

上城市浓度 ２０１９ 年比 ２０１５ 年下降了 ２３. １％ ，大大超过了下降 １８％ 的约束性目标。 中国年平均

ＰＭ２. ５ 浓度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７１ 微克 ／立方米下降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５３ 微克 ／立方米，年均下降 ３ 微克 ／立方米，
明显快于世界平均浓度下降幅度（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５１ 微克 ／立方米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４６ 微克 ／立方米，年平

均 ０. ８３ 微克 ／立方米）③。
二是地表水质量进一步改善。 中国地表水达到或好于 ＩＩＩ 类水体比例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５２. １％

上升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７４. ９％ ，超过了 ７０％的约束性目标，劣 Ｖ 类水体比例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０. ８％下降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３. ４％ ，也超过了低于 ５％的约束性目标。
三是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度减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 年期间，中国化学需氧量累计减少

４３. ０％ ，氨氮排放总量累计减少 ２４. １％ ，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累计减少 ６１. ４％ ，氮氧化物排放总量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累计减少 ３６. ３％ ，实现了经济增长与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彻底脱钩的目标。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空气环境指标有明显改善。 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以颗粒物排放损害

占国民总收入（ＧＮＩ）比重为例，中国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０. ５０％下降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０. ２９％ ，已经低于中等收

入国家的 ０. ３４％ ，但还是高于美国的 ０. １１％ ④。 这与中国进入工业化减速过程是相关的，工业增

加值增速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１０. ９％降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６. １％ ；城镇化率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５１. ８％ 上升至 ２０１８ 年

的 ６１. ５％ ［１４］１９，２７。
中国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包括七大标志性战役———蓝天保卫战、柴油货车污染治

理、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渤海综合治理、长江保护修复、水源地保护、农业农村污染治理。 据统计，

９

①
②
③

④

计算数据来源，Ｂ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２。
南方国家系指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国家。
世界银行 （ＷＤＩ） 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ＥＮ． ＡＴＭ． ＰＭ２５． ＭＣ． Ｍ３？ ｅｎｄ ＝

２０２０＆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ＣＮ⁃１Ｗ＆ｍｏｓｔ＿ｒｅｃｅｎｔ＿ｖａｌｕｅ＿ｄｅｓｃ ＝ ｔｒｕｅ＆ｓｔａｒｔ ＝ １９８１＆ｖｉｅｗ ＝ ｃｈａｒｔ。
世界银行 （ ＷＤＩ） 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Ｙ． ＡＤＪ． ＤＰＥＭ． ＧＮ． ＺＳ？ ｅｎｄ ＝

２０１８＆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ＣＮ⁃ＵＳ⁃ＸＰ＆ｓｔａｒｔ ＝ １９８１＆ｖｉｅｗ ＝ ｃｈａ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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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我国 １５ 万个行政村完成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超额完成“十三五”目标①。 ２１ 世纪

初，中国还是世界上排放各类污染物最大的国家，实际经济损失创下了历史记录，但是，与此同时也

是世界上治理环境污染力度最大、投入最多、效果最显著的国家。 这正如美国《纽约时报》评论所

言，“中国短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美国 ３０ 年空气质量改善的目标。”②改革开放后，中国不仅用 ４０ 年

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道路，而且用更短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百年环境

污染治理的道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总结评估报告》③，

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胜利完成。 大气污染防治成效显著，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分别累计减少 １３. ８％ 、１５. ０％ 、２５. ５％ 、１９. ７％ ，细颗粒物（ＰＭ２. ５）未
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累计下降 ２８. ８％ ，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

８７％ ［１７］１８２（详见表 ２）。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过去 １０ 年，中国森林资源增长面积超过

７ ０００ 万公顷，居全球首位；中国长时间、大规模治理沙化、荒漠化，有效保护修复湿地，生物遗传资

源收集保藏量位居世界前列；中国 ９０％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 ８５％的重点野生动物种群得到有效

保护［１］。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先后实施了绿色发展重点国家工程，如

“十二五”时期节能重点工程（４ 项）、循环经济重点工程（７ 项）、环境治理重点工程（４ 项）、生态保

护和修复重点工程（１４ 项）、水利和防灾减灾重点工程（３ 项），合计 ３２ 项；又如“十三五”时期资源

节约集约循环利用重大工程（５ 项）、环境治理保护重点工程（６ 项）、山水林田湖生态工程（８ 项），
合计 １９ 项。 中国用两个五年规划时间，共实施了 ５１ 项国家重点工程，投资规模之大、建设效益之

高，不仅创下了当代中国绿色投资、绿色发展纪录，也创下了当代世界绿色投资、绿色发展纪录。 仅

以可再生能源为例，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期间，中国年均增速高达 ２８. ９％ ，占世界总量比重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６. ５％上升至 ２０２０ 年的 ２４. ６％ ，对世界的贡献率高达 ３１. ８％ ，均居世界首位④。
总体来看，中国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主要目标任务基本完成，生态环境

质量总体改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建设生

态文明、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不仅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且可以推动

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４］这就是中国创新绿色现代化的道路。

五、２０３５ 年中国基本实现绿色现代化

中国实现绿色现代化标志是国家进入绿色创新、生态投资、生态盈余的新时代，形成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的绿色现代化新格局。 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和显著特征之一。 笔者曾提出，到
２０５０ 年，中国式现代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高度发达的现代化，拥有世界上所有的现代化因

素；二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为全体人民所分享；三是生态文明的绿色现代化，在较低的不可再生资

源和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水平上的现代化，又是生态资产不断增值、生态盈余不断扩大的人与自

０１

①

②
③

④

“十三五”期间我国 １５ 万个行政村完成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光明时政网：ｈｔｔｐ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ｇｍｗ． ｃｎ ／ ２０２１⁃０８ ／
１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３５０９０９９６． ｈｔｍ。

中国稳健前行 绘就全面小康的生态底色，求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 ｑｓｔｈｅｏｒｙ． ｃｎ ／ ｗｐ ／ ２０２０⁃０８ ／ ２６ ／ ｃ＿１１２６４１５１４２． ｈｔ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总结评估报告，ｈｔｔｐｓ：∥ｍｈｕａｎｂａｏ．

ｂｊｘ． ｃｏｍ． ｃｎ ／ ｍ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１０７２９ ／ １１６６６０５． ｓｈｔｍｌ。
计算数据来源，Ｂ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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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和谐的现代化［２］２３７。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到 ２０３５ 年基本实现绿色现代化的宏大目标。 ２０１８ 年，他在全国生态环

境保护大会提出，“确保到 ２０３５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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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形成，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
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 ［１８］这是本文展望 ２０３５ 年基本实现绿色现代化的基本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 （简称

《纲要》）提出了 ２０２５ 年绿色生态主要量化指标（５ 项）、次优先指标（９ 项） ［１７］２１８。 《纲要》既与国家

“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有机衔接，又与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相支撑。 这是本文量化分析 ２０３５ 年基

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依据。 为此，本文对中国 ２０２５ 年、２０３５ 年目标和指标趋势进行中长期

展望①［１９］，凸显中国式绿色现代化发展趋势和主要特点。
（一）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基本建立

一是严格控制能源消费总量。 据预计，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将从 ２０２０ 年的 ４０. ７ 亿吨标准煤达

到 ２０２５ 年的 ４６ 亿吨标准煤以上［２０］，“十四五”时期年均增速达到 ２. ５％ ；到 ２０３５ 年达到 ６０ 亿吨标

准煤，年均增速为 ２. ５％左右，有效支撑经济增长率 ５％左右②，其中总体能源自给率保持在 ８０％以

上，基本保障我国能源总体安全。
二是能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２１］。 根据国家“十四五”规划，中国到 ２０２５ 年，单位 ＧＤＰ

能耗比 ２０２０ 年降低 １３. ５％ ，预计到 ２０３５ 年累计下降 ４６％以上，力争下降 ５０％以上；同时，实施全

民节能行动计划，全面推进各产业节能，大力构建节能型社会。
三是严格控制煤电碳排放总量。 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高效煤电供应体系，２０１９ 年，

全国百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有 １１１ 台在运行③，提高发电用煤占煤炭消费比重从 ５５％提

高至 ２０２５ 年的 ６０％以上，到 ２０３５ 年提高至 ７５％以上，大大降低煤炭发电碳排放压力。
四是因地制宜开发水电。 到 ２０２５ 年，中国常规水电装机容量从 ２０２０ 年的 ３. ７ 亿千瓦上升至

４. ０ 亿千瓦左右④［１４］７８。
五是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 中国核电发展进入快车道，２００９—２０１９ 年，核电发电量增速高

达 １７. ４％ ，大大高于世界平均增速（０. ４％ ）；２０２０ 年，核电发电量占世界比重 １４. ６％ ，排在美国

（２９. ３％ ）后，略高于法国（１３. ５％ ）⑤，已经堪称“核电第二大国”。 今后中国核电发展有很大潜力，
根据《“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到 ２０２５ 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达到 ７ ０００ 万千瓦左右［２０］。

六是能源消费结构加速绿色化。 中国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持续提高，从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５. ９％提高至 ２０２５ 年的 ２０％ 左右，到 ２０３０ 年提高到 ２５％ ［１７］２３８，到 ２０３５ 年进一步提高至 ３０％ 以

上。 中国率先在世界能源消费大国中⑥，实现可再生能源发电成为主体电源，即实现能源绿色化、
电力绿色化，基本建成现代绿色电能体系，成为到 ２０３５ 年世界绿色能源、绿色电力革命的发动者、
领先者。

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２０３５ 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有关量化分析可参看万军，王金南等文，２０３５ 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及路径机制

研究。
中国在“十三五”时期的能源弹性系数为 ０. ４７５，在“十四五”时期为 ０. ５００ 左右，实际执行还将低于

“十三五”时期。
人民网：ｈｔｔｐ：∥ｅｎｖ．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２０ ／ ０９２２ ／ ｃ１０１０⁃３１８７０５９０． ｈｔｍｌ。
根据《“十四五”现代能源体系规划》（２０２２ 年 １ 月），到 ２０２５ 年，中国常规水电装机容量达到 ３. ８ 亿千瓦

左右，实际上 ２０２１ 年已经达到 ３. ９ 亿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 １６. ４％ 。
数据来源，Ｂ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１ 年，世界能源消费大国占世界能源消费比例超过 ３％ 以上的国家有：中国（２６. ５％ ）、美国（１５. ６％ ）、

印度（６. ０％ ）、俄罗斯（５. ３％ ）、日本（３. ０％ ）。 数据来源，Ｂ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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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节水型社会建设取得显著成绩

中国基本的水情是，淡水资源总量占世界比重 ６. ６％ ，居世界第五①，但是用水量占世界比重高

达 １７. ５％ ，居世界第二位（居印度之后）②，ＧＤＰ（２０１７ 国际元）占世界比重的 １８. ６％ ③，水资源与人

口、经济发展矛盾十分突出。 中国必须率先实现水利现代化，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重要

支撑。
一是水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中国将实现水资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彻底脱钩，争取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２１］；有效控制用水总量，２０２５ 年，全国用水总量控制在 ６ ４００ 亿立方米以内，
２０３５ 年，控制在 ７ ０００ 亿立方米以内［２２］；促进用水总量持续下降，实际全国用水总量、人均用水总

量已达到峰值平台，将持续下降；实现水资源与发展脱钩，这就意味着在经济增长、农业增长、工业

增长的情况下，水利现代化的重大标志就是与用水资源总量、特别是农业工业用水量彻底脱钩④，
其累计效果和生态效益规模巨大。

二是实施发展水利工程建设。 到 ２０３５ 年，我国力争可节水总量达到 ５２１ 亿立方米以上，单位

ＧＤＰ 用水量下降累计达到 ４８％以上。 特别是发展节水农业，在“十四五”期间优先推进实施纳入国

务院确定的 １５０ 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范围的 ３０ 处新建大型灌区，优选 １２４ 处已建大型灌区实施续

建配套和现代化改造⑤。
三是生态用水占总用水量比重增加［１５］。 全国人工生态环境补水从 ２０１６ 年的 １４３ 亿立方米，

到 ２０２１ 年提高至 ３１６. ９ 亿立方米，占用水总量的比重从 ２. ４％提高至 ２０２５ 年的 ５. ４％ ⑥。
四是建成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节水制度体系、技术支撑体系和市场机制，形成水资源利用与

发展规模、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等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新格局［２２］。
五是加强水安全保障能力，确保水安全，到 ２０２５ 年，中国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

安全利用能力、水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河湖生态保护治理能力进一步加强，国家水安全保障能力明

显提升⑦。
六是基本实现水利现代化。 到 ２０３５ 年，中国基本实现水利现代化，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达到

世界先进水平，国家全民节水行动，基本建成世界最大的节水型社会。
（三）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

一是大气质量明显改观。 根据国家“十四五”规划，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空气质量平均优良

天数比例，从 ２０２０ 年的 ８７％提高至 ２０２５ 年的 ８７. ５％ ，在 ２０２１ 年，实际就达到了 ８７. ５％ ［２３］，预计

至 ２０２５ 年，可达到 ９０％以上。 ２０２０ 年，全国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 ＰＭ２. ５ 平均浓度较 ２０１５ 年下

降 ２８. ８％ ，达标城市已增加到 ２０２ 个；２０２１ 年，全国 ３３９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２１８ 个城市环境空气

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计算数据来源，世界银行（ＷＤＩ） 数据库：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ＥＲ． Ｈ２Ｏ． ＩＮＴＲ． Ｋ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ＣＮ⁃１Ｗ＆ｍｏｓｔ＿ｒｅｃｅｎｔ＿ｖａｌｕｅ＿ｄｅｓｃ ＝ ｔｒｕｅ。

计算数据来源，世界银行（ＷＤＩ）数据库：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ＥＲ． Ｈ２Ｏ． ＦＷＴＬ． Ｋ３？ ｅｎｄ
＝ ２０２１＆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ＣＮ⁃１Ｗ＆ｍｏｓｔ＿ｒｅｃｅｎｔ＿ｖａｌｕｅ＿ｄｅｓｃ ＝ ｆａｌｓｅ＆ｓｔａｒｔ ＝ １９９０＆ｖｉｅｗ ＝ ｃｈａｒｔ。

计算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Ｙ． ＧＤＰ． ＭＫＴＰ． ＰＰ． ＫＤ？ ｅｎｄ ＝
２０２１＆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ＣＮ⁃１Ｗ＆ｍｏｓｔ＿ｒｅｃｅｎｔ＿ｖａｌｕｅ＿ｄｅｓｃ ＝ ｔｒｕｅ＆ｓｔａｒｔ ＝ １９８４＆ｖｉｅｗ ＝ ｃｈａｒｔ．

２０１６ 年，中国农业用水量达到 ３ ７６８ 亿立方米，２０２１ 年，农业用水量为 ３ ６４４ 亿立方米，已经进入平台下降

期。 中国政府网：ｈｔｔｐ：∥ｗｗｗ． ｍｗｒ．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 ／ ｓｌｙｗ ／ ２０２２０６ ／ ｔ２０２２０６１６＿１５７９６０６． ｈｔｍｌ。
《实施“十四五”重大农业节水供水工程实施方案》，中国政府网：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１⁃０８ ／ １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６３１５４０． ｈｔｍ。
中国政府网：ｈｔｔｐ：∥ｗｗｗ． ｍｗｒ．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 ／ ｓｌｙｗ ／ ２０２２０６ ／ ｔ２０２２０６１６＿１５７９６０６． ｈｔｍｌ。
《“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印发实施》，中国政府网：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２⁃０１ ／ １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５６６７７２２．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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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达标，占比 ６４. ３％ ［２３］，到 ２０２５ 年，预计比 ２０２０ 年再下降 １０ 个百分点，约下降 ３. ３ 微克 ／立方米，
到 ２０３５ 年，所有未达标城市（占城市比重的 ４０％ ）达到国家标准。 重污染天气基本消除。

二是水质量明显改观。 全国地表水优良（Ⅰ － 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从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的 ８３. ５％
提高至 ９５％ ［２４］。 ２０２５ 年，近岸海域水质优良（一、二类）比例达到 ７９％左右，地表水劣Ⅴ类断面比

例 ２０２５ 年控制在 １％以内，２０２２ 年 ５ 月，实际为 １. ３％ ［２４］，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
三是主要环境指标明显改善。 全国土壤污染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能

力明显增强，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到 ２０２５ 年，化学需

氧量、氨氮排放总量分别比 ２０２０ 年下降 ８％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累计下降 １５ 个百分点；城
镇污泥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９０％ ，地级及以上缺水城市污水资源化利用率超过 ２５％ ［１７］２４２ － ２４３。

四是农业面源污染得到初步管控。 全国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农村生态环境持续

改善①。
五是环境风险得到有效控制，确保全社会环境安全。
到 ２０３５ 年，中国主要环境保护指标力争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

美丽中国目标的重要国际标志。
（四）绿色发展方式基本形成

一是绿色发展生产方式基本形成。 中国建成体系完整、结构优化的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产业

体系，如第一产业的绿色农业、林业、草业，第二产业的绿色矿业、绿色能源与节能产业、绿色制造

业、环保产业、循环经济、绿色建筑业，第三产业的绿色商业、绿色交通运输业、绿色旅游业等产业，
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实现经济与产业、行业与企业、技术与产品、销售与服务的绿色转型，
创造世界最大规模的绿色就业岗位。

二是绿色发展生活方式基本形成。 全民环境保护意识更加强烈，制定绿色消费服务标准，促进

绿色消费、绿色饮食、绿色购物、绿色出行、绿色居住、绿色办公。
三是绿色发展体制机制基本建成。 中国绿色发展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绿色金融、绿色

投资成为投融资主体，绿色标准和标志全国基本普及。
（五）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在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已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

期［４，２５］。 这意味着中国从生态赤字走向生态恢复，进而走向生态盈余新时代。
一是严守耕地红线。 党中央明确规定，到 ２０２０ 年，全国耕地保有量不少于 １８. ６５ 亿亩

（１２ ４３３. ３３ 万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少于 １５. ４６ 亿亩（１０ ３０６ 万公顷），确保建成 ８ 亿亩

（５ ３３３. ３３ 万公顷）、力争建成 １０ 亿亩（６ ６６６. ６７ 万公顷）高标准农田，可作为 ２０３０ 年的基本目标②。
二是大力提升内陆水体水质。 中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由 ２０２０ 年 ８０％左右到

２０３５ 年达到 ９０％左右，实现主要水体区域的生态可持续发展。
三是大力提升草原生态功能。 中国草原植被覆盖度明显提高，到 ２０３５ 年，全国草原植被覆盖

度从 ２０２０ 年的 ５６. １％力争达到 ７０％以上，实现草原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良性循环。

３１

①

②

《“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中国政府网：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ｚｈｅｎｇｃｅｋｕ ／
２０２２⁃０１ ／ ０４ ／ ５６６６４２１ ／ ｆｉｌｅｓ ／ ３ｂｆ４８ｆ０ｃａ４０ｅ４ｂｃａ９ｅ９ｂｆ１４８５３ｅｄｅｆｅ３． ｐｄｆ。

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我国耕地红线保持 １８ 亿亩（１２ ０００ 万公顷），“十二五”规划上升为 １８. １８ 亿亩

（１２ １２０ 万公顷），“十三五”规划明确保持在 １８. ６５ 亿亩（１２ ４３３. ３３ 万公顷）。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

员陈锡文介绍，１８ 亿亩（１２ ０００ 万公顷）是综合经济发展、人口状况、粮食单产等因素测算划定的，考虑到复种指数，
１８ 亿亩（１２ ０００ 万公顷）耕地对应每年的农作物播种面积为 ２４ 亿亩（１６ ０００ 万公顷）。 其中，粮食播种面积约 １７ 亿亩

（１１ ３３３. ３３ 万公顷），其余用于棉、油、糖、菜等种植。 参见耕地问题调查，经济日报． ２０２２⁃０２⁃１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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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建成世界最大的绿色林业产业。 ２０２１ 年，中国经济林面积保持在 ４ ０００ 万公顷以上，生态

旅游游客量达 ２０. ９３ 亿人次，同比增长超过 １２％ ［２６］。 这充分体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绿色发展新理念，使中国林业现代化走在世界的前列。

五是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取得重要进展。 中国草原综合植被盖度从 ２０１８ 年的 ５５. ７％提

高至 ２０３５ 年的 ７０％以上，生物多样性下降势头得到根本控制，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

总体保持稳定，外来物种入侵得到严格控制，生态系统稳定性明显增强。
六是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 中国形成与自然规律相适应的责任主体和

追究制度，形成完善的生态环境管理体系。
（六）生态安全屏障体系基本建立

一是建立全国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 中国生态功能保障基线，包括禁止开发区生态红线、重要

生态功能区生态红线和生态环境敏感区、脆弱区生态红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包括环境质量达标

红线、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红线和环境风险管理红线；自然资源利用上线，包括促进资源能源节约，
保障能源、水、土地等资源高效利用，不应突破最高限值。

二是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目标基本实现。 中国“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基本形

成，主要城市化地区集中全国大部分人口和经济总量。 “七区二十三带”为主体的农业战略格局基

本形成，农产品供给安全得到切实保障；“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基本形成，生态安

全得到有效保障；海洋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基本形成，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环境保

护取得明显成效。
三是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 中国的基本国情仍然是人口基数大，耕地等资源严重不足，人

均生态资源少，环境压力大，生态基础薄弱。 为此，在对外开放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

贸易体和外汇储备国，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大力增加初级产品进口，以补充国内资源不足。 ２０２１
年，中国初级产品进口额达到 ６３ １３５ 亿元，相当于 ＧＤＰ 比重的 ５. ５％ ［１４］２３，９３，极大地补充了国内各

类资源产品，还需要进一步降低初级产品关税税率（２０２０ 年平均为 ２. ０％ ，高于美国的 １. ４％ ），或
像香港特别行政区直接实行零关税①，以更有效地利用国际初级产品资源。

四是开拓两个市场、使用两种技术、吸引两种人才。 中国自主全面对外开放，同时要确保国家

食物安全、能源安全、资源安全、环境安全、生态安全。
（七）２０３０ 年前碳排放达峰

中国实施碳排放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是减缓气候变化的主要思路，把碳排放总量与碳排放

强度作为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约束性指标，建立指标分解落实机制，通过建立世界最大规模的碳排放

市场②，促进市场主体、高碳行业企业实行碳排放报告制度，入市与绿色能源企业直接交易。 发挥

以减少污染协同带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作用。 根据中国工程院评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③和《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④各措施累计带动二氧化碳减排 １４. １ 亿吨。 这成为统筹应对

４１

①

②

③

④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ＷＤＩ）数据库：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ＴＭ． ＴＡＸ． ＴＣＯＭ． ＷＭ． ＡＲ． Ｚ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ＣＮ⁃ＨＫ⁃ＵＳ＆ｍｏｓｔ＿ｒｅｃｅｎｔ＿ｖａｌｕｅ＿ｄｅｓｃ ＝ ｆａｌｓｅ。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全国碳市场已累计运行 １１４ 个交易日，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 １. ７９ 亿吨，累计

成交额 ７６. ６１ 亿元；按履约量计，履约完成率为 ９９. ５％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收盘价 ５４. ２２ 元 ／吨；按 ２０２１ 年平均人

民币对美元汇率（６. ４５）计算，平均每吨仅为 ８. ４ 美元，明显低于欧盟地区碳交易价格（４８ 欧元 ／吨）。 参见秦炎，欧
洲碳市场发展现状与碳价走势分析，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６ 日，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

《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中国政府网：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３⁃
０９ ／ １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４５６１． ｈｔｍ。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中国政府网：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１８⁃０７ ／ ０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５３０３１５８．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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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创新减碳组合。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①，降低碳排放强度，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

加快落实国家《２０３０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②，未来碳排放的基本趋势是从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 年的相对

减排期到 ２０２０ 年之后的高峰平台期，必须在 ２０３０ 年之前碳达峰，而后进入绝对减排期。
中国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继续消减煤炭消费总量；二是大力推进

煤炭清洁化；三是大幅度提高清洁能源比重。 预计碳排放从 ２０２０ 年的 ９８. ９ 亿吨碳当量下降至

２０３５ 年 ８５ 亿吨碳当量以下，按照 ２０３０ 年单位 ＧＤＰ 二氧化碳排放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 ６５％以上的新承

诺目标倒退，“十四五”时期单位 ＧＤＰ 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 １８％ ［２０］，“十五五”时期单位 ＧＤＰ
二氧化碳排放进一步下降［１７］２３１。 单位 ＧＤＰ 碳排放累计下降近 ６０％ ，年均下降 ５. ３％ ，提前实现碳

排放的“双下降”，进而带动世界碳排放总量进入下降期③，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具有决定性意义。
（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中国应完善顶层设计，筑牢保障支撑，从经济体系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环节着手，强化运

行环节，以助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我们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

化经济体系，具体体现为：在生产环节，从源头和全过程降低资源消耗，降低污染物排放，实现减量

化、资源化和再利用；在分配环节，坚持市场在配置资源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让市场来左右交换

与分配；在交换环节，加快谋划构建“通道 ＋枢纽 ＋网络”流通格局，促进资源交换的绿色低碳循环

高效；在消费环节，多渠道、多种形式宣传绿色、低碳消费理念，推动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２７］。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进入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时代。 到 ２０２５ 年，中国生态文

明建设实现新进步，绿色现代化取得新进展，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能源资源配置更加

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生态安全屏障更加巩固，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到

２０３５ 年，中国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

建设目标基本实现［２７］５ － ６。

六、中国全面建设绿色现代化

自新中国成立始，中国共产党就坚定不移地把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作为国家发展长远战略目

标。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发展战

略，江泽民和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的“两阶段”战略。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人均自然资源较低的国家，因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

须独辟蹊径，寻求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的长期发展模式［２８］。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重

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

时期［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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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生态环境部召开座谈会，新华社，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讯。
《２０３０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中国政府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２０２１⁃１０ ／ ２６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５６４４９８４． ｈｔｍ。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中国碳排放年均增速为 １. ８％ ，明显高于世界年均增速的 ０. ６％ ，对世界碳排放增长的贡献

率高达 ８７. ４％ 。 中国碳排放一旦零增长或负增长，世界碳排放将零增长或负增长。 计算数据来源，Ｂ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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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建设美丽

中国的宏大目标，带领 １４ 亿全体中国人民，全面推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仅在中华

大地继续创造“经济快速增长奇迹”“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正在发展中国家率先创造“生态绿色奇

迹”，也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现代化提供了“中国经验”“中国案例”，更为 ２１ 世纪人类可持续发

展创造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
本文从世界视角总结了四次工业革命的时代背景、主要特征，中国曾是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后来

者、落伍者及追赶者，不仅“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 ［２９］，而且

带头发动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仅超越了传统的西式现代化，而且正在创新绿色现代化，即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进而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中国绿色现代化的理念和内涵，根据国家“十一五”
“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中资源环境目标指标进行绿色发展第三方评估，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转折性、全局性的重大变迁，标志着

中国在世界 ９ 个上亿人口发展中大国中①，率先从“生态赤字”走向“生态盈余”、从“环境污染”走
向“环境治理”、从“高碳经济”走向“低碳经济”。

同时，本文前瞻性地展望了 ２０３５ 年中国基本实现绿色现代化的发展趋势、重大目标与重要约

束性指标。 其主要目标是：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基本建立；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绿色

发展方式基本形成；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生态安全屏障体系基本建立；２０３０ 年前碳排放达

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２７］；并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进行了量化分析和趋势预测，以供决策部门参考，作为日后第三方独立跟踪评估。

中国一直是世界人口劳动力最多的国家②，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购买力平价

ＧＤＰ③）、贸易体④［１４］２１２、制造业国⑤、技术发明国⑥、绿色能源国⑦，不仅有强烈的政治意愿，而且有

强大的国家能力。 到 ２０３５ 年，中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即绿色现代化，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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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促
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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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年，中国年中人口数为 １４. １２ 亿人，印度为 １３. ９３ 亿人，印度尼西亚为 ２. ７６ 亿人，巴基斯坦为 ２. ２５ 亿

人，巴西为 ２. １３ 亿人，尼日利亚为 ２. １１ 亿人，墨西哥为 １. ３０ 亿人，菲律宾为 １. １１ 亿人，埃及为 １. ０４ 亿人，共计 ９ 个

国家。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 （ ＷＤＩ） 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ＳＰ． ＰＯＰ． ＴＯＴＬ？ ｅｎｄ ＝
２０２１＆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Ｎ⁃ＩＤ⁃ＰＫ⁃ＢＲ⁃ＮＧ⁃ＭＸ⁃ＰＨ⁃ＥＧ⁃ＣＮ＆ｓｔａｒｔ ＝ １９９０＆ｖｉｅｗ ＝ ｃｈａｒｔ。

尽管在 ２０３０ 年之前，印度总人口将超过中国，但是 ２０２１ 年中国劳动力总数为 ７. ９２ 亿人，印度为 ４. ７１ 亿

人，中国相当于印度的 １. ６８ 倍，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为 ６９％ ，印度仅为 ２２％ 。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ＷＤＩ）数据库：
ｈｔｔｐｓ：∥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ＳＬ． ＴＬＦ． ＴＯＴＬ． ＩＮ？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ＣＮ⁃ＩＮ＆ｍｏｓｔ ＿ ｒｅｃｅｎｔ ＿ ｖａｌｕｅ ＿ ｄｅｓｃ ＝ ｆａｌｓｅ；
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ＳＬ． ＴＬＦ． ＡＣＴＩ． ＦＥ． Ｚ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ＣＮ⁃ＩＮ＆ｍｏｓｔ＿ｒｅｃｅｎｔ＿ｖａｌｕｅ＿ｄｅｓｃ ＝ ｆａｌｓｅ。

２０２１ 年，中国 ＧＤＰ（２０１７ 国际元）达到 ２４. ８６ 万亿国际元，占世界总量比重的 １８. ６％，美国 ＧＤＰ 为 ２０. ９３ 万亿

国际元，占世界比重为 １５. ６％ 。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ＷＤＩ）数据库：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Ｙ． ＧＤＰ．
ＭＫＴＰ． ＰＰ． ＫＤ？ ｅｎｄ ＝ ２０２１＆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１Ｗ⁃ＣＮ⁃ＵＳ＆ｓｔａｒｔ ＝ １９９０＆ｖｉｅｗ ＝ ｃｈａｒｔ。

２０２１ 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 ６０ ５１５ 亿美元，占世界总量比重的 １３. ５％ 。
２０２１ 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为 ４. ８７ 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比重的 ２９. ８％ 。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ＷＤＩ）数

据库： ｈｔｔｐｓ：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Ｖ． ＩＮＤ． ＭＡＮＦ． ＣＤ？ ｅｎｄ ＝ ２０２１＆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１Ｗ⁃ＣＮ⁃ＵＳ＆ｓｔａｒｔ ＝
１９９０＆ｖｉｅｗ ＝ ｃｈａｒｔ。

２０２０ 年，中国专利申请量占世界比重为 ５８. ４％ 。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ＷＤＩ）数据库：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 ｔｏｒ ／ ＩＰ． ＰＡＴ． ＲＥＳＤ？ ｅｎｄ ＝ ２０２１＆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１Ｗ⁃ＣＮ⁃ＵＳ＆ｓｔａｒｔ ＝ １９９０＆ｖｉｅｗ ＝ ｃｈａｒｔ．

２０２１ 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占世界比重为 ３１. ３％ 。 数据来源，Ｂ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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