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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发展范式是围绕发展问题所形成的关于发展内涵、 发展过程、 发展目标、 发展方式等一系列问题的基本认

知。 生态文明相对于工业文明的发展范式在价值理念、 目标导向、 生产和消费方式等方面有本质不同。 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必须以生态文明新范式的要求为指导, 推动新旧动能转化, 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为载体, 释放更多生

态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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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态文明发展范式特征与转型趋势

自工业革命以来, 以功利主义为价值取向、 以无节

制消耗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工业文明发展范式, 在

换取经济增长的同时, 也导致了生态系统的日益失衡。
党的十八大以后, 中国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 全方位推动经济社会向绿色低碳可持续

发展方向转型。
发展范式是围绕发展问题形成的有关发展内涵、 发

展过程、 发展目标等一系列问题的基本认知。 生态文明

发展范式的伦理基础是尊重自然, 在制度设计上寻求生

态公正,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生态文明新范式把良好的

生态环境作为生产要素和生产力, 目标是提升社会福祉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可持续发展, 强调以

可再生能源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支撑, 要求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 倡导绿色消费。
从国内层面来看, 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是绿色发

展、 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

中后期, 正是资源依赖程度最高、 环境污染物排放强度

最大的时期。 中国虽为制造业大国, 但在产品的国际分

工链条中, 中国具有优势的是零部件制造和加工组装环

节, 企业获取的利润率较低。 资源环境和生态状况决定

了中国必须要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道路。 从国际层面来

看, 落实应对气候变化 《巴黎协定》 和 《 2030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 是全球转型发展的要求。 中国要做全球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 贡献者和引领者, 中国生态

文明建设目标愿景也要和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大趋

势相契合。
2020 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风险报告指出,

前五大风险都与环境风险密切相关。 我们所处的地球环

境未来如何, 取决于我们做出什么样选择, 如果选择低

碳绿色更具有韧性发展道路的话, 地球可能更加绿色更

加有韧性, 反之则可能风险增多。

2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内涵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把现

代化经济体系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目标。 关于

什么是现代化经济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 1 月中

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指出, 这是一个由各环节、 各层

面、 各领域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
包括产业体系、 市场体系、 收入分配体系、 城乡区域发

展体系、 绿色发展体系、 全面开放体系和经济体制。
2019 年欧盟推出欧洲绿色新政, 这是欧洲面向未

来的绿色发展战略。 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提出 2050 年

实现碳中和目标愿景, 到 2050 年温室气体排放和经济

增长完全脱钩, 使欧盟经济更加具有竞争力。 中国已经

提出“两步走”生态文明目标愿景, 中国的现代化经济

体系必须以生态文明新范式来引领, 才能与国际趋势相

吻合。
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体系, 首要应以新

旧动能转化作为特征, 以生态安全为基础, 加快制造业

绿色发展转型升级, 把绿色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点, 构建

绿色低碳消费模式, 同时以清洁能源作为绿色发展动力

支撑体系, 既有考核评估的硬约束, 也有绿色金融的相

应支持, 并以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

保障, 才能实现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1] 。
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最重要的

是促进新旧动能转换。 传统的发展模式以 GDP 增长为

目标, 新动能要通过新技术、 新产业、 新模式来实现新

旧动能转换。 现在对于中国来说,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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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明确的目标导向。 这既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引领, 也有改革开放

四十年积累的物质基础、 技术支持、 制度保障、 经验积

累所打下的非常坚实的基础。

3　 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的方向与路径

释放这种生态红利的载体应该是生态产品。 党的十

八大报告和党的十九大报告都提出提供更多的优质生态

产品, 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生态

产品是生态系统结构性失衡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 在自

然生产力和经济社会生产力的共同作用下生产出来的劳

动产品, 其使用价值在于修复生产力系统中的自然生产

部分。 生态产品除了它特有的生态属性外, 也有其生态

稀缺性、 公共物品的属性, 还有弱可替代性和时空的属

性。 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需要创造商品化的市场交

易条件。 从供给侧来看需要良好的生态本底, 从需求侧

来看就是社会需求存在, 另外要有完善的市场机制, 也

就是制度条件。 当然有很多生态产品在市场化条件缺失

的情况下, 不能通过市场化运作实现交易, 只能通过生

态补偿、 生态转移支付方式实现。

扩大优质生态产品的市场供给, 从实践来看需要补

强基础设施, 因为有“绿水青山”的地方有其各自的特

征, 可以发挥比较优势。 通过延长产业链条, 还要形成

品牌; 对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乡村自我发展能力比较

弱, 还可以借助外部力量, 比如借助大集团的平台商业

模式可能更加容易一些。
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需要创新“两山” 转化的

政策机制[2] , 首先要产权清晰, 创新商业模式, 发挥有

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作用; 其次是人的观念要转变, 比如

生态产品既有公共物品的属性, 还有一部分具有市场属

性, 既要考虑它的经营属性、 也要考虑其公共物品属

性, 这就需要发挥人的作用。 最后, 促进四种资本有机

结合, “绿水青山”是非常好的自然资本。 要使自然资本

转化“金山银山”, 需要人力、 物质、 社会、 自然资本相

互配合, 尤其是人力资本的作用可能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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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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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of
 

development, the
 

goal
 

of
 

developm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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