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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更大绿色贡献

龚维斌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副校（院）长

【编者按】２０２２ 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讨会，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推动建设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为主题，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以线上会议方式举行。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副校（院）长龚维斌

出席研讨会并在主论坛作主旨发言，在此摘登刊发以飨读者。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

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现代化。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

求。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 这些重要论述是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发展和实践要求。

我谈四点认识与大家交流。

一是强调绿色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代表

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正确方向。 每一个新的文

明形态的诞生和确立都必须能够回应和解决

上一个文明形态难以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从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现代化与工业文

明相伴而生，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凸显，在实

现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同时付出了巨大的生态

环境代价，工业文明的反生态性使人类深受其

害。 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因各类生态危

机频发也对自身的现代化道路进行了反思，对

内从法律、制度到实践层面强化环境规制，对

外开始大规模产业转移，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人与自然紧张关系。 但资本无限的扩张与有

限的自然资源之间形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自身

难以调和的矛盾，大量对外转移环境污染、大

量损耗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发展方

式引发了人类灾难和伦理道德危机。 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在深刻反思西方传统现代化模

式的基础上，以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建设清洁

美丽世界的历史自觉和大国担当，将美丽中国

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目标，将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

本质要求之一，同时强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

设之路，统筹兼顾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为人

类解决自身发展困境与危机作出了独特贡献。

二是强调绿色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取得

历史性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全面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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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动绿色发展。 坚持和完

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目标

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河湖长制、林长制、排污

许可制等重要制度，建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制度，实现两轮 ３１ 个省（区、市）以及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的督察全覆盖，不断夯实绿色发展

的制度根基。 将生态文明写进宪法，实施“史

上最严”环保法，为强调绿色发展的中国式现

代化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 坚持山水林田湖

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主体功能区

战略，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设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生态系统质量和

稳定性显著提升。 针对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

环境问题，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蓝天保

卫战不断取得新成效，２０２１ 年全国地级及以上

城市细颗粒物（ＰＭ２. ５）平均浓度比 ２０１５ 年下

降 ３４. ８％，成为世界上空气质量改善最快的国

家。 加强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水统筹”，

２０２１ 年全国地表水Ⅰ ～ Ⅲ类断面比例升至

８４. ９％，劣Ⅴ类水体比例下降至 １. ２％，实现历

史性突破。 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全国土壤污

染加重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土壤环境质量总体

保持稳定。 扎实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取得显著

成效，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２１ 年，以年均 ３％的能源消

费增速支撑了年均 ６. ６％的经济增长，能耗强

度累计下降 ２６. ４％，成为全球能耗强度降低

最快的国家之一。

三是强调绿色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任务

艰巨繁重。 强调绿色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要

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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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宗旨要求。 更洁净

的空气、更干净的水、更优美的环境是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重要体现，是高品质生活的

重要组成部分。 高质量发展对环境污染的有

效防范、生态系统的安全稳定、自然资源的可

持续供给、能源的安全供应和清洁利用等方面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全球范围来看，共建清

洁美丽世界需要各国携手同行，加强生态环境

和气候治理的全球性统筹、多主体参与、跨区

域协调，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当前阶段，我

国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

关键期，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

压力尚未根本缓解，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指

出，生态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 总体来说，

我国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生态系统服务能力

与高品质生活、高质量发展和共建清洁美丽世

界的需要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需要咬定青山

不放松，加大力度推进绿色发展。

四是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

划发展，使绿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 党

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环节。”只有坚持以绿色发展为统领，从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才能破解资

源环境约束的突出问题，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

提供强大的绿色发展新动能。 要加快发展方

式绿色转型，牢牢抓住结构绿色优化这个牛鼻

子，推进各类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完善支持绿

色发展的政策和标准体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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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深入推进环境污染

防治，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不断夯实污染防治的制度基础，全面提升治理

水平。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

保护生物多样性，加强生物安全管理，筑牢国

家生态安全屏障。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

和，以能源转型为关键抓手，坚持先立后破，推

进能源革命，确保能源安全，加快完善碳排放

统计核算和市场交易等制度，提升碳汇能力，

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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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响了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嘹亮号角。 我

们要全面学习、全面领会、全面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心怀

“国之大者”，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不断谱写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绿

色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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