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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是全面小康的鲜明底色。“绿色小
康”，意味着我们必须走一条既要赢得经济
又要不输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如何科
学把握“绿色小康”的深刻内涵？如何把绿
色发展理念贯穿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全过程？经济日报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社
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
究员潘家华。

向世界展现绿色繁荣的
中国范式

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取得决定性进展，其中“绿色小康”建
设成效显著。在推进全面小康建设过程中，
为什么要格外强调“绿色小康”的建设？

潘家华：如果说生态的内涵是尊重自然、
和谐共生，强调的是天蓝、水清、地净，旨在回
归本色、凸显底色，绿色的内涵则是资源节
约、环境友好，要求低能耗、低物耗、低排放、
高产出、高效率，重在增绿行动、实绿绩效。
如何归本色、显底色，需要手段和工具；距本
色有多远、与底色差多少，需要测度和量化。
也就是说，生态的中心在于保护自然，而绿色
的重点在于高质量发展。小康者，衣食无忧、
出行便捷、安居乐业，这不是天上掉下的馅
饼，而是要通过发展来实现，且这种发展必须
是绿色的。

“绿色小康”，不是也不能通过高能耗、高
物耗、高排放来满足和保障小康所要求的收入
和消费水平；不可能也不应该通过竭泽而渔、
焚薮而田的方式过关达标。人类只是山水林
田湖草生态系统所承载的生命共同体中的一
员，如果其他生命体不能“小康”而衰败、衰亡，
人类的“小康”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和长久。

通过“绿色”发展而走向“生态”文明，我
们走得多快、多远、多好，也需要“时间表”和

“任务书”。例如《巴黎协定》规定在本世纪末
地球表面温度升高的幅度，相较于工业革命
前不超过2℃，力争控制在1.5℃。这就要求
在本世纪中叶以后，全球实现“净零排放”，即
少量的排放也会被绿色植被所吸收，而大气
中的二氧化碳净增量为零。中国向国际社会
承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
碳排放量比2005年水平下降60%至65%，非
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例达到20%，
而且作为碳汇的森林蓄积量也将大幅增加。
在小康路上，我们的绿色绩效不断提升，生态
水平持续改进。

“绿色小康”的高质量发展内涵是不言而
喻的。绿色发展不是不要发展，罗马俱乐部
所开具的“零增长”处方，显然有失偏颇。利
用自然赋予的无限“风光”来发展零碳风电、
光电，从原材料到生产过程再到运输安装维
护的产业链中有就业、有收益、有增长，所生
产的电力无污染、无生态破坏、无二氧化碳排
放；使用纯电动汽车替代高排放的化石能源
汽车，就业、收益依然存在，而且随着技术进
步，使用成本更为低廉。

只有发展，才能实现小康；只有绿
色，才能高质量发展。“绿色小康”，是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社会
主义强国的基础；“十四五”时期步入
高收入国家水平，2035年后迈向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需要增进绿色，
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向世界展现绿色

繁荣的中国范式。

让全社会形成绿色与发
展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

记者：近年来，大家对“绿色小康”的认识
不断深化，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抓
手之一。在推进“绿色小康”建设方面取得了
哪些重大成效？

潘家华：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近年
来，绿色发展建小康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绿色
发展进程加快，绩效突出。我们看到，天越来
越蓝了，地越来越绿了，水越来越清了，这正
是发展的绿色转型。

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正处于加速阶
段，需要大量高能耗、高物耗的原材料生产与
消费。2000年我国水泥产量不足6亿吨，
2011年以后产量连年超过20亿吨，但2018
年每吨水泥综合能耗却比2000年减少了四
分之一，同时水泥生产还焚烧处理了城市生
活垃圾、消纳了工业废渣，不仅实现了资源循
环利用，还消除了固废污染物，减少了填埋占
地。2019年，我国电力非化石能源装机和发
电量分别占总量的41.9%和32.6%，2.4万亿
千瓦时电力是零碳零排放的，超过日本和俄
罗斯两国发电量之和。

不仅是生产侧资源节约，消费端也更加
环境友好。近年来，LED灯已广泛取代白炽
灯使用，前者单位时间耗电量不足后者的十
分之一；上海到南京300公里，自驾要3小时
以上，而高铁缩短至66分钟，经济便捷的高
铁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当然，绿色小康的生产和消费体系，需
要绿色投资、技术和政策引导。截至2019
年，我国高铁运营里程达3.5 万公里，占世
界总量的70%；我国投入运行的百万千瓦
单机超超临界燃煤机组111台，超过其他国
家的总和；我国水电、风电、光伏发电装机
容量合计819吉瓦，超过美国的3.3倍。在
城市层面，国家展开低碳城市、无废城市试
点；在企业层面，通过可再生能源配额、上
网电价形式发展零碳能源；在消费者层面，

不仅有全国低碳日、节能周等提升绿色消
费意识的活动，也有电动汽车补贴、阶梯水
价、阶梯电价等遏制浪费、鼓励节约的激励
措施。

“绿色小康”，让全社会形成了一个绿色
与发展互为促进的良性循环，提升了绿色的

“纯度”，加速了全面小康进程。

唯有绿色发展才能成就
全面小康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面推动绿
色发展”的重要论断。如何科学把握绿色发
展与全面小康之间的关系？

潘家华：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
保护大会上指出，绿色是美好生活的基础、人
民群众的期盼。只有绿色发展才能成就全面
小康，而全面小康所要求的发展，也必须是绿
色的。

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
分，不仅是创新、协调、开放和共享的方式、手
段和目标指向，也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
具体测度和外在约束。在经济进入新常态、
部分或整体步入后工业化阶段的情况下，重
化工产能已经过剩，调整产业结构、改进能源
结构、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就成为绿色发展的
抓手，推进绿色小康的动力源泉。在传统基
建趋于饱和、新基建对原材料需求和拉动较
为有限的情况下，扩大产能、提升产量的需求
空间进入负增长，而淘汰落后产能、提升能源
效率，优化空间格局、改善产品结构等绿色发
展的空间却可以不断拓展。

目前，许多国家已明确在2035年前后禁
止燃油汽车入市销售，意味着燃油车技术如
不是绿色的，是没有未来的。我国每年汽车
产销量达3000万辆，但其中纯电动汽车尚不
足150万辆，占比还不到5%。

现代社会的正常运行和维系，不可能没
有制造业，制造业的绿色转型，横向和纵向
产业的多维拉动、产业链的延伸、价值链的
增值，带动的是就业增长、收入增加和生活
品质的提升，也只有制造业的绿色转型，消
费者才能有绿色选项，小康生活才有品质
保障。绿色发展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重要引领，更是未来高质量发展的强劲

引擎。

力促绿色发展增速提质

记者：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我们即
将开启“十四五”新征程，如何把绿色发展理
念贯穿到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与“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有机衔接？

潘家华：在建党100周年之际，我国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将开
启的“十四五”新征程，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
到2049年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显然，从小康到宽裕再到富裕，
人民的生活福祉水平将不断得到质的跃升。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
为物质生活的宽裕和生活水平的富裕打下了
坚实基础。2019年我国经济体量接近100万
亿元，稳居全球第二，但人均仍处于中等偏高
的水平，与高收入国家的“最低门槛”尚有一
定差距。因此，发展仍然是硬道理。实现小
康后的收入起点已较高，发展的动力就必须
更加强劲、更加持续，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
冲击下，在投资和外需空间双重压缩的情况
下，内需空间的释放和水平提升，就成为发展
的新动能。缩小进而消除城乡差距，促进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共同富裕幸福安康，
既是发展的动力，也是发展的目标。

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绿色的定力不是简
单的一以贯之，而是由表及里、由标到本的增速
提质。小康社会的“绿”，标志是打赢污染防治攻
坚战，建设生态文明；第二个百年目标的“绿”，分
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标志是质的飞跃，即生
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第二
阶段的表征是和谐美丽。这意味着，实现两个百
年目标，从绿色小康走向生态宽裕到实现美丽富
裕，是一种递进关系，是发展的绿色升华。

中国的绿色小康，也是全球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部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人民幸
福安康，也正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的
目标指向。我国向国际社会承诺的2020年
减排目标已提前实现，而2030年减排贡献及
需要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
提交的2050年长远目标，已融入中国两个百
年目标的操作实践，是中国绿色发展的抓手
和推手。如果说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导向是降
耗减排，那么，第二个百年目标则是美丽中国
指向的零碳和谐。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
上，“绿色”无疑是当下中国最深入
人心的色彩了。从“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重要论断的提出，到党的
十八大正式确立“绿色发展理念”，
再到“美丽中国”建设的全面启动，
绿色发展不仅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
的应有之义，也为如期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有力支撑。

今年上半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浙江余村、陕西秦岭、山西汾河等地
考察中，均强调要牢固树立“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再次向外
界传递出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的信
心和决心。事实上，作为推进全面
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抓手之一，各
地在绿色发展中形成的好思路、好
做法，已成为引领未来高质量发展
的宝贵经验。

绿色小康建设没有休止符，绿
色发展将伴随着我们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的全过程，这是一场

没有退路的“攻坚战”，更是一场久久为功的“持久战”。
过去，囿于生产方式、发展水平的限制，我们也曾走过

“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为此付出了高昂代价，那些频发
的雾霾、被污染的水体土壤等，让我们深刻体会到，生态环
境没有替代品，在绿色发展的命题面前，我们别无选择。

如今，绿色小康已成为社会共识，但绿色发展的实现，
仍需要社会每个成员的共同参与，继而形成推动绿色发展
的合力。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当前我国绿色发展正处于
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但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统
筹解决发展与保护这一突出问题的窗口期。我们坚信，持
之以恒的绿色发展一定能够带领中国冲出发展的瓶颈，驶
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绿色，是大自然的底色；绿色发展，是人类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底色。我们常说，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对于事关中华民族血脉
延续的绿色发展，又何尝不是！站在新时代的高点上，我们
要勇于承担绿色发展的新使命，不负青山绿水之约，为子孙
后代留下一个绿意盎然的“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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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全面小康的鲜明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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