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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绿色+产业”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
◇田文富

“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是

党的十九大为深入推进绿色发展而确立的一项战略

部署，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为落实中

央建立现代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

包括河南在内的全国多个地方都把绿色创新和“转

型攻坚”作为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优先事项，提出着

力提高产业“绿色化”水平。

“绿色+产业”转型发展的机遇和潜力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绿色技术、

绿色业态和绿色运营模式进入创新活跃期。特别是

随着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相关制度日益完善，“高耗

能、高污染和资源性”产业和产品的生产正逐渐失去

成本优势，绿色环保新兴产业呈现高速增长态势，为

“绿色+产业”发展腾挪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潜

力；绿色技术的不断创新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社

会绿色生产意识和绿色消费意识逐渐增强，也形成

市场对绿色产品的偏好，绿色产品的市场需求大幅

提升。比如建立在绿色技术基础上的清洁能源、绿

色交通、绿色材料和绿色建筑产品的广泛发展应用

等，又进一步刺激绿色产品的生产，催生新的绿色技

术在农业、建筑、污水和垃圾处理等生产领域的集成

式应用。可见，国内市场绿色产品的供给和绿色消

费的需求潜力巨大，这种以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相

互促进的绿色增长模式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

的发展动能和增长亮点。

“绿色+产业”转型发展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一是对“绿色+产业”发展理念认识问题。尽管

中央通过“一岗双责”、“党政同责”、离任审计和环保

督查等制度来强化绿色发展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

但对于绿色转型的内在逻辑及绿色发展同传统发展

模式的本质区别缺乏深入认识。对于“绿色+工业”

“绿色+农业”“绿色+服务业”等绿色产业发展认识

不到位、措施不坚决。特别是对于“绿色富国”“绿色

惠民”存在模糊认识，有些地方以致把生态文明和绿

色发展停留在表面上，停留在会议和口号上，缺乏方

法和措施，忽视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和新兴产业的

培育发展。

二是政府宏观引导与公平竞争问题。“绿色+产

业”发展在某些领域和初始阶段，需要政府的政策引

导和资助扶持。采用绿色创新技术或者改进生产工

艺流程都需要成本，而且绿色产业的投资在其初期

还面临市场不确定因素。因此，绿色发展需要一定

的政策补贴和激励，有效地引导社会预期，引导技术

创新、投资和市场需求，让绿色发展目标自我实现。

三是体制和机制创新问题。我们现在的许多经

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均是围绕传统GDP增长的发展

目标进行设计运行的，不是为实现“绿色+产业”发展

模式的内在要求服务的。比如，干部考核评价和选

拔任用机制、财政税收和投融资体制、国土能源资源

管理体制等。绿色技术和绿色产业的发展可能由于

一些具体的体制设计而实施不了。比如，受制于不

同部门的职能不统一和规划不对接，绿色建筑和绿

色材料产业的发展在投融资、政府采购和市场推广

应用方面困难重重。

四是环境公平问题。尽管“绿色+产业”发展对

促进环境效益和社会经济整体效益有很大帮助，但

同时在淘汰落后产业、化解过剩产能、处理“僵尸企

业”的绿色转型过程中，部分地区、部分行业和部分

人群注定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比如，为了增加

城市空气优良天数，强制煤改气、强令某些正常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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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停产，从社会公正的角度而言，是违背市场规律

和生产规律的。这些问题处理不好，有可能会形成

绿色发展转型的阻力。

“绿色+产业”转型发展的重点任务

一是提高对“绿色+产业”发展理念的认识。生

态环境保护和绿色转型发展不能简单理解为非此即

彼的对立关系，更主要的是“绿色富国”“绿色惠民”

的相互促进和统一关系，提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认识水平和二者相互转化的执政能力，破除环

境保护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错误观念。一定要让政

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都清楚明白环境污染问题

造成的危害和造成的严重后果，讲清楚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之一就是追求人与自然和

谐的“美丽生活”。“生态文明”“美丽和谐”已经写入

中国2018宪法，这就是“绿色+产业”发展的目标要

求，也是“绿色+产业”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绿色+

产业”发展不仅是转型发展的需要，更是建设现代化

强国的需要；不仅是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需要，也是

高质量发展的需要。通过针对性的宣传教育，减少

“绿色+产业”发展的行动阻力，逐步引导绿色消费社

会心理的养成，促进绿色产业体系的完善。

二是统筹推进“三个十条”，拓展“绿色+产业”发

展空间。打好环境治理攻坚战，制定更严格的大气

污染、水污染和土壤污染环境治理标准。通过统筹

推进“三个十条”的实施和环保技术的集成式应用，

加大对污水、垃圾处理的环境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

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积极引进第三方治理，加

快培育一批脱硫、脱销、除氮、出碳的市场主体，将非

绿色产品的外部成本通过环境税、资源税等手段逐

步使其完全内部化，削减取消政府对化石能源、化学

农业、传统化工等补贴和扶持力度；对现有新能源、

电动车、绿色建筑等领域进行绿色目标评估，建立健

全对“绿色+产业”发展的奖励扶持和生态补偿政策，

并根据绿色标准进行适时适当调整，打造“绿色+产

业”发展的公平市场竞争环境。

三是创新“绿色+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突出

绿色转型和社会福祉，建立“绿色+产业”发展标准的

绩效测度考核指标，加大绿色GDP考核权重，指标

设计要综合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建立绿色

财政和税收征管体系，进一步调高高耗能、高污染、

资源性行业和产品的税负及消费税征收范围，全面

开启环境税、资源税和绿色转移支付；对于处于生态

涵养和生态脆弱的主体功能区内，而税收又十分依

赖“两高一资”产业发展的地区进行专项财政转移支

付，帮助其摆脱税收路径依赖。建立健全“绿色+产

业”发展的绿色投融资体系，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加大

绿色信贷发放力度，在环境高风险领域建立环境污

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研究设立绿色股票指数和发

展相关投资产品，鼓励银行和企业发行绿色债券。

对于绿色金融创新工具开辟特别绿色通道，降低准

入门槛，简化审核程序。事实证明，绿色金融具有很

大的发展潜力。仅各类绿色债券，2017年中国共计

发行286只，规模达5511.43亿元，在2018年的前15

个交易日，国内已至少有18只、共计643亿元的绿色

债券上市发行，有力推动了绿色技术的进步和绿色

环保产业的发展。

四是建立公平包容的“绿色+产业”发展的社会

环境。根据新时代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需要，重新评

估生态功能区发展的现有政策并进行调整完善，对

于绿色发展转型可能影响到的特定人群、行业和区

域加大财政扶持和社会优抚力度，提高退耕还林、退

耕还草补贴幅度，做好贫困山区扶贫资金与绿色转

型的协调衔接；加快建立将生态功能区“绿水青山”

转化为“金山银山”实施意见和实施方案。针对“绿

色+产业”发展受到影响的僵尸企业、过剩产能淘汰

企业的职工，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失业保险体系和

专项救助支持，提高“绿色+产业”发展综合风险防范

能力，增强“绿色+产业”的抗圧风险和发展韧性。

作者简介：田文富，中共河南省委党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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