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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 

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张景皓 

（中共兰州市委党校（兰州市行政学院） 甘肃兰州 730000）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观的深刻革命就是要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形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空间格局和产业

布局，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发展。当今世界绿色发展已成为重要的趋势，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强调效率、

持续和和谐作为绿色发展的目标，用绿色发展的理念和思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将绿色产业作为发展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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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是大自然的底色，是生命健康发展的象征，是美好生活的

标志，是人民群众的期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思想是指导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导思想，绿色发展的实现是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体现，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

创新，是我们应对全球生态环境压力不断加大的重要理论。 

一、构建绿色空间格局 

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华民族代代相传，创造了五千

年的华夏文明，随着城镇化、工业化步伐的进一步加快，构建绿色

空间格局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按

照了解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要求，统筹规划生产生活和生

态空间布局，将生态环境承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效益紧密结合，推

动建设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生态宜居的生活空间和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发展格局，深入推进主体功能区战略，对国土空间开发利用

进行战略设计和总体规划，是空间规划和空间管控的重要基础。 

主体功能区按照各地区的自身的资源环境条件不同，社会经济

基础条件不同进行科学划分，各个功能区通过分工协作承载不同功

能，实现协调发展共同发展的目的。城市化区域主要以提供工业产

品和服务产品为主体功能，农业化区域主要以提供农产品特别是生

态农产品为主体功能，生态地区主要以提供生态产品为主要功能。

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规划布局，在城市化区域形成“两横三纵”为主

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在农业化区域形成“七区二十三带”为主体

的农业战略格局，在生态化区域形成“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

全战略格局。 

国土空间将按照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进

行功能区分。优化开发主要是环渤海区域、珠三角区域和长三角区

域；重点开发区域有冀中南区域、长江中游区域、黔中区域，以及

与甘肃发展相关联的关中至天水区域、兰州至西宁区域等 18 个区

域。限制开发区域主要有农业产品主产区和承载重点生态功能的地

区，如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长江流域等 7 个具有农产品优势主

产区及以三江源草原草甸湿地、黄土高原丘陵沟壑水土保持为代表

的 25 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禁止开发的区域包括国家级的自然

保护区、世界自然文化遗产项目及国家地质公园等。我国构建生态

安全战略主要是“两屏”：青藏高原生态屏障，黄土高原-川滇生态

屏障及“三带”：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带和南方丘陵山地带，其

中包括与甘肃生态环境紧密联系的祁连山生态安全屏障，祁连山在

我国西北干旱荒漠地区孕育出了森林、草原及湿地等自然生态体

系，对自然环境禀赋相对较差的西北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巨

大的冰川储量孕育出三大内陆河，成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是维护

青藏高原生态平衡，维护河西走廊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稳定的重要的

生态安全屏障。 

二、打造生态产业结构 

（一）生态工业 

我国环境资源总体有限，要将生态文明的思想理念贯彻到经济

建设的各个领域才能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

主阵地的工业领域，也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最为突出的领

域，需要改变发展的思路，持续降低资源的消耗总量和污染物排放

总量，是生态文明建设成败的重要方向。 

一是兼顾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从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需要将

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作为基本的实践性理念，在工业领域发展的过

程中，既要注重经济利益和经济成本，提升工业产品附加值，还要

注重资源环境、社会发展的长期成本，保障环境资源和经济发展两

方面的可持续性。 

二是用科技推动工业领域节能。科技的进步和飞跃推动人类进

入工业文明时代，大大提高了工业领域的生产效率，同时带来严重

的环境污染问题，二氧化碳的排放导致空气污染、温室效应，化石

能源的短缺反过来又成为制约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生态文明的实

现同样需要科学技术进步的力量，资源循环利用的技术、减少排放

量的清洁生产技术、降低能耗的节能增效技术，既能实现产品综合

成本的降低提高经济效益，又能有效降低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和能源

的消耗量，依靠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积极推进可再生能源为

代表的清洁能源技术是在工业领域实现生态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三是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促进工业领域生态化。通过对新能源

产业、可再生能源产业的税收激励，引领产业结构想可持续发展继

续改进，淘汰落后和过剩的产能，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推进工业节

能，用生态文明的理念继续加大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进程，同时扩

大公众参与环境改善的基础，引导公众消费向低能耗低污染环保健

康的方向发展，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扩大生态化发展的实现基础，

用环保生态的理念既能够提高工业制成品的附加价值创造更好的

经济价值，又能够满足个性化健康化的实际市场需求，提供高质量

的工业产品，满足社会总体需求，有效促进工业领域生态化进程。 

生态工业需要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也要按照企业主体、政府

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思路，全面配套政策体系，因地制宜

的提供分类有序的保障体系。在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传统制造业

化解产能过剩，摆脱恶性竞争的不利局面，同时升级和改造生产设

备和产品结构严格控制增量的同时还要注重新的产能过剩现象。通

过现代化企业管理理念，发挥现代化物流体系的优势，减少库存降

低成本，提升工业企业经济效益。2020 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

之年，工业领域在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上，提质增效促进

绿色化和智能化水平，运用信息技术、新材料，引导新一轮的产业

深刻变革。《中国制造 2025》引领推进制造强国战略，成为开启智

能制造时代的重要规划，通过大数据、云计算构建智能制造核心要

素和核心竞争力。 

（二）生态农业： 

人类农业发展史将近一万年，从原始农业到传统农业再到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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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现代农业拥有更加高效的劳动生产率并

提供了丰富的农业产品，同时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也造成了，农产

品安全、土壤污染等现实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现代化农业向生

态化农业转型升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正是生态化农业体系

的建立和完善。从农业产业入手推进农产品转向绿色生态农产品、

绿色生态农业产业体系。 

一是发展高效的生态循环农业。用循环利用的理念，将农业废

弃物转化为农业产业发展的可利用资源，既能减少投入提升效益，

又能节约农业资源，降低农药等的使用总量，实现资源和土地的合

理利用和更好资源配置。如将农作物、畜牧业与沼气互相结合，形

成关联循环产业结构，畜牧业产生的废弃物进入沼气系统产生电能

和热能的同时，通过沉淀和发酵又能形成灌溉农田的水和有机的肥

料，提升农田的生产率减少农药的使用，提供有机绿色的农产品的

同时农田的废弃物可以供给畜牧业成为原料，同时提升三个产业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将渔业与种植业结合的桑基鱼塘产业体

系，桑树的桑叶用来养蚕，养蚕的蚕沙提供给鱼塘用作养鱼的饲料，

提高养鱼的经济价值的同时鱼塘的淤泥又成为桑树种植富含营养

的有机土壤，提高桑树的产出效率，互相促进循环利用，形成的产

业链条构成生态农业成熟的推广模式。 

二是培育生态农业主体。生态农业的发展不仅需要实现循环发

展的模式，还需要农业各类型主体参与者的经营、技术和市场要素

的积极调动。在现有农业主体的基础上，培育种植大户、养殖大户、

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形成规模经济效益，将成熟的农业技术、经

验和具有特色的农产品进行推广，提升效率和效益。通过政府的支

持和引导，发展地方特色农产品的深加工，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加

创造增加收入，引领绿色生态有机健康的生态农产品消费市场，利

用信息平台、电商平台、现代物流，扩展农产品的需求市场，为市

场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农业产品。推动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的不断

成长，更好满足社会需求，创造更好经济效益。 

三是构建生态农业产业园区体系。利用产业的聚集效应、集群

效益，打造农业生态化产业园区，将农业生产、旅游观光、农业科

研和循环经济等功能有机结合，形成农业经营生产产业链，促进农

业生产的龙头企业与科研机构有效结合，既有利于科研成果转化为

实际效益，又能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扩大就业实现双赢。生态农

业产业园区能够实现农业生产要素、环境生态要素、科技创新要素

的有机融合，是实现农业生态化发展的可行性方案。生态农业还能

产生很多的农业衍生品，结合地方文化价值，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在

农产品上形成产品价值、文化价值、旅游价值、生态价值的综合价

值体系。 

（三）生态服务业： 

生态服务业是生态循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商业服务、

现代物流、公共服务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充分利用和开发生态环境

资源服务业态。在降低整个经济运转的能耗水平的同时，在循环经

济的体系中起着连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重要纽带作用。 

服务业在提供服务产品的过程中需要消耗一定的资源，也会产

生废弃物，生态化的服务主体在自身层面需要贯彻生态文明的理

念，，实现物质资源的循环利用，降低污染的发生，在传统服务行

业中按照《清洁生产促进法》的原则要求，开展清洁生产审计和环

境管理体系的认证促进生态化水平的提升，在日常经营中实施绿色

服务实践活动，建设绿色市场体系和市场废弃物回收利用的机制，

对服务产品进行绿色认证，减少塑料袋的使用量和进行可降解塑料

袋的替换，推动实行包装的绿色化，促进服务主体的生态化建设水

平。服务质量的提升需要提高和改善服务方式和服务途径，这也是

服务品质差异化的重要方面，通过引入生态化理念的经营方式，提

高服务品牌的核心价值。根据服务行业的特点差异采用不同形式的

服务途径探索，如交通旅游业选择清洁能源的交通工具，不仅可以

降低对环境的污染指数，还能提升服务的生态附加值，增加服务企

业的效益。服务业在经营过程中需要用到工业领域和农业领域的产

品，存在着信息的交流和物质的交换，通过服务的供给还能够帮助

提供工业和农业产品的行业更好的了解市场需求，构建相互配合协

作的模式，促进工业、农业和服务业之间在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的

产业循环圈，实现三大产业间的生态循环经济推进生态化建设。 

三、倡导绿色生活方式 

绿色生活方式是在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还能保护环境的一种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实现第一个一百年目标，

需要打赢三场攻坚战，污染防治攻坚战、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脱

贫攻坚战，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人，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来言，

将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转变为绿色的生活方式，是推动生态

文明建设的最直接动力，推动形成了绿色的生活方式对于建设美丽

中国，第二个百年目标，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

义。 

通过生态文明建设，在全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实现

绿色化，用清洁能源的汽车替代传统内燃机车的同时，提高整个交

通体系的运行效率，实现生态化发展。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的

方式鼓励和引导市场中的企业提供更多的绿色产品和绿色服务，进

而调动社会资源的配置向绿色生态方面迈进。统筹构建绿色消费模

式，在绿色产品中注入环境保护的价值属性，注入绿色生态的文化

价值属性，鼓励消费结构向绿色消费转变，规范绿色消费市场，加

强对绿色产品的管理和认证体系建构，从每一个人的基本生活需求

出发，引导绿色生活方式的建设，树立绿色生活的意识，提高生态

化生活的认识水平，扩大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基础。 

要实现绿色生活方式，首先要让每一个社会成员具备绿色生活

的基本知识，进而具备生态文明的意识，确实将生活中的每一个环

节变为绿色生态的习惯性行为模式，信息时代我们不仅可以通过报

纸杂志等平面媒体进行宣传，还可以通过各大信息平台传递绿色能

量，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行为与碳排放数量直接联系起来，直观的

放映出生活方式对于环境变化的影响来改善或是改变生活方式。通

过宣传与绿色生态相关的基本常识，使人们掌握诸如垃圾分类、碳

排放、可降解等概念和知识，为改变生活方式打下坚实的基础。依

托社区建设的良好基础，打造绿色家庭和绿色社区建设，通过群体

性规范的力量，引导社会成员主动参与生态绿色的生活方式的积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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