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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

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集中反

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认识的深化，为我们党带领全国

人民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

阶段的伟大胜利，提供了强大思

想武器。五大理念相互贯通、相

互促进、融为一体，其中绿色是

发展的本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

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

要体现。“十三五”规划建议中

明确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

段推进绿色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实

现路径，并部署了促进绿色发

展、改善生态环境的六大战略举

措，为推进环渤海区域建设指明

了具体方向。

一、绿色发展理念提出

的背景和意义

( 一 ) 绿色发展理念的背景

2002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中国人类发展报告 ：让绿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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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成为一种选择》，阐释了中国

生态环境的发展情况和中国应该

选择绿色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十五

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

略的实施。十六大提出发展低碳

经济、循环经济，建立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十七大进

一步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

新要求。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

确要求“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

念”。“十二五”规 划 并 独 立 成

篇，表明我国走绿色发展道路

的决心和信心。十八大对我国

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发展任

务进行了科学把握，做出了深入

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

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出了更

高的目标。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

绿色发展，是党中央对生态环保的

新理念、新论断、新思想，是认识

和实践的不断深化、总结。从新型

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

息化、绿色化到绿色发展，环环相

扣、步步深化、步步实化，这是一

个认识和实践不断发展的过程。绿

摘   要 ：长期以来 , 中国面临着资源和环境的压力 , 并且这种压力与日俱增。近些年来，环渤海区域

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日益密集，渤海饱受环境污染之困。本文据此提出环渤海区域绿色发展问题研究。首

先梳理了绿色发展理念提出的背景和意义 , 并从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生态资源与环境承载两个方面分析

环渤海区域绿色发展面临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环渤海区域绿色发展的实施路径，对该区域绿色发展

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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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发展理念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应对

环境危机、解决经济发展与资源环

境的矛盾基础上，基于我国资源和

环境危机日趋严峻的状况和我国坚

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背景下提出的。

（二）绿色发展理念的意义

实施绿色发展战略是中国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和必然选择。推进绿色发展是落

实“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实践新发展理念，主

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加快转

型发展的重要举措，满足全国人

民生态环境建设的新期望和责

任，是建设绿色生态屏障，维护

国家生态安全的战略使命。

二、环渤海区域绿色发

展面临的问题

环渤海地区位于我国华北、

东北、西北三大区域结合部，幅

员广阔、连接海陆，区位条件优

越、自然资源丰富、产业基础雄

厚，是我国最具综合优势和发展

刘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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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的经济增长极之一，在对外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具有重

要战略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

们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实现

了跨越式发展，但在经济快速发

展的过程中，矛盾、问题也会随

之而来。

（一）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

的问题

环渤海地区重化工业的比

重较大，高耗能工业占比例较

高，能源消耗主要以煤为主，能

源利用效率和能源利用的技术水

平还有待提高。资源瓶颈和环境

污染问题仍然突出，节能减排和

环境保护任务较重，水生态环境

脆弱，造林绿化尚有差距，整体

资源利用率不高，资源浪费的现

象突出。由此造成经济增长与资

源紧缺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严重。

（二）生态资源与环境承载

的问题

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发

展，环渤海区域工业尤其是重化

工业基础雄厚，产业体系完善。

目前，环渤海区域形成了钢铁、

煤炭、汽车制造、电子信息、石

油化工等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

优势产业。各省市在获得财富、

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承受了

日益沉重的发展代价，形成了

生态环境的高污染、大破坏的

状态，使经济产业结构调整难

度加大。部分地区地表塌陷、地

裂缝、水源衰竭、土壤荒漠化发

展非常迅速、森林植被也遭到了

严重的破坏 ；污染排放物指标居

高不下，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生活

健康和社会经济活动。因此，环

渤海区域的发展迫切需要将发展

限制于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之

内，即保障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

承载。

目前，环渤海区域存在着

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

污染和噪声污染等问题，其中大

气污染的治理难度最大。由于环

渤海地区处于我国北方地区，冬

天因为采暖期能源消耗排放猛

增，城市人口集中排放量大的主

城区连续三天的空气污染物积累

就可能达到重度污染的程度。

2017 年全国 338 个地级以上城

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78％，

环渤海地区除内蒙古自治区环

境空气质量平均达标天数比例

为 85.3%，其他省市均未达标全

国空气质量达标天数的平均值

285 天。特别是环渤海的重点区

域北京达标天数仅有 226 天、天

津 209 天、河北省 202 天，远低

于全国平均值。通过上述分析，

2017 年全国环境空气质量总体

向好，环渤海地区大气环境质量

同比有所改善，但仍然是我国大

气污染最重的区域。全国 338 个

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后

10 位城市中环渤海占据了 8 席。

区域内的天津市、河北省和山西

省等北方地区优良天数比例不到

60%，全国空气质量排名前 10

位城市没有环渤海地区的城市。

特别是京津冀作为环渤海的重要

核心区，虽然区域空气质量持续

改善，13 个城市全年平均优良

天数比例为 56.0%，但是和长三

角 74.8% 珠 三 角 84.5% 的 优 良

天数占比差距依然较大。

三、环渤海区域绿色发

展的实施路径

（一）提高绿色经济发展的

拉动力

发展绿色产业，政府需要

发展新型工业化，积极推进有利

于各项产业政策实施，优化产业

结构，促进产业升级 ；鼓励自主

创新，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环境和

必要的创新资金支持，要建立健

全的法制体系，为新型工业化的

顺利实施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

企业要提高技术水平，加大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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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力度，提高技术含量和附加

值 ；要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

染，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 ；

要重视培训和引进人才。建设新

型城镇更要坚持绿色发展，绿色

发展有利于城镇空间成长，有利

于城镇环境资源保护，有利于城

镇经济良好运行，有利于城镇体

现主题特色。建设以经济增长、

社会公平、生态持续、特色主题

城镇等为内容的新型城镇将成为

城镇化发展的方向。

（二）增强环境管制力度

增强环境管制力度要严守

资源消耗上限、环境质量底线、

生态保护红线。要提高环境准入

门槛，对资源和环境消耗设定刚

性红线 ；要加强环境保护管理和

执法 ；强化环境与经济综合决策

机制 ；生产和消费过程中要清洁

生产，提高能源效率，防止和应

对污染事件，建立低消耗，少污

染的现代生产体系。同时，要努

力构建清洁、安全、绿色、节约

的现代消费体系。加强对生态文

明体系的保护，避免源头污染、

严格控制过程、严惩严重后果等

多条防线 ；构建多元参与的产权

制度，健全生态文明的制度体

系 ；认真落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

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

（三）加强生态环保联防联

治

作为我国唯一的内海，渤

海是全球 11 个典型的封闭海之

一，水交换能力差，海水的自净

能力有限。目前，渤海湾污染主

要来自于石油开发、沿海化工、

大型港口船舶、围填海工程以及

生活和农业的污染物。渤海湾为

山东、天津、河北、辽宁多省市

共管，环渤海治理涉及环保、海

洋、海事、渔政、交通等多个部

门，必须形成综合治理的合力。

环渤海地区要加强联合立法，统

一规划，统一标准和监测，协同

治污，联防联控，才能改善和提

高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加快环境

保护领域的率先突破，共同打造

渤海生态恢复示范区。因此，环

渤海地区要实现环境污染防治，

不是单纯的污染转移，是要实现

当地环境的全面改善。

（四）激发绿色导向的创新

发展

通过倡导创新活动服务绿

色发展 ；倡导发展循环经济，促

进绿色导向的经济创新 ；倡导绿

色导向的社会创新 ；倡导建设低

消耗的政府，以促进生态导向的

体制创新。从发展的角度来看，

历史上 GDP 快速增长解决了社

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矛盾，但

是，进入新时代我们更多的是要

求高质量发展，经济由高速增长

转向高质量发展，更多的要实施

发展保护，像煤炭、石油、天然

气和有色金属等矿产资源要修复

过去的破坏，各地要引进先进技

术，发展清洁生产为主，延伸产

业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在低碳发展方面，坚持生

产模式向绿色低碳转型，以实现

人力资本最大化、物质资本足够

化、自然资本最小化 ；坚持消费

模式向绿色低碳转型，以消耗尽

可能小的资源和能量来提供尽可

能多的使用价值 ；坚持城市向绿

色低碳转型，以实现整个城市的

生态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并

提供科学规划与保障。最终实现

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建设成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

社会，展现环渤海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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