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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2 月，《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对外发布，我国首次从全局高度对建

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作出顶

层设计和总体部署。

“《意见》坚持系统观念，用全生命周期理

念厘清了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建设过

程，明确了经济全链条绿色发展要求，推动绿

色成为发展的底色，使发展建立在高效利用

资源、严格保护生态环境、有效控制温室气体

排放的基础上，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

平保护，确保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我

国绿色发展迈上新台阶。”国家发展改革委有

关负责同志说。

一张“总蓝图”：为实现
2030年前碳达峰做出系统性
安排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

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既然绿色

发展已经有了不俗的成绩，为何还要出台新

文件？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安认为，我国高度重

视绿色发展，但是从整个制度构架来看，始终

少一块“压舱石”，缺一张“总蓝图”，没有一个

立足全局、部署整体转型的文件。

“这是我国首次从全局的高度，全方位全

过程推行绿色规划、绿色设计、绿色投资、绿

色建设、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生活、绿色

消费，提出了一系列可操作、可落地的政策措

施，完成了绿色发展制度体系由‘战术体系’

向‘战略体系’的转型。”王安说。

辩证看待我国的生态现状，健全贯彻绿

色发展理念的经济体系任重道远。目前，我

国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尚未根本形成，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任务艰巨，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不

高，生态环境治理成效尚不稳固，生态环境质

量与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绿色

技术总体水平不高，推动绿色发展的政策制

度有待完善。因此，相关专家认为，《意见》的

出台，意义重大。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

中心主任徐华清表示，《意见》的出台，对于加

快推动“十四五”绿色低碳发展，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意见》首次明确提出，

使发展建立在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基础

上，这对于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

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的做好碳达

峰、碳中和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核心专

家组成员张建宇也认为，《意见》为实现 2030
年前碳达峰目标、2060 年前碳中和愿景做出

了系统性安排，不仅是对绿色低碳发展目标

的全面落实与推动，同时明确了在推动绿色

低碳发展中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强调了经济

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

统筹推进，有助于深化地方政府对绿色低碳

发展的认识。

目标“两步走”：分阶段设
定目标，具有可操作性和可
达性

根据《意见》，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经济体系将分“两步走”。

到 2025 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

构明显优化，绿色产业比重显著提升，基础设

施绿色化水平不断提高，清洁生产水平持续

提高，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能源

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主要

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碳排放强度明显

降低，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市场导向的绿色技

术创新体系更加完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更

加有效，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体系、流通

体系、消费体系初步形成。

到 2035 年 ，绿 色 发 展 内 生 动 力 显 著 增

强，绿色产业规模迈上新台阶，重点行业、重

点产品能源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

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

设目标基本实现。

对此，徐华清表示，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经济体系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

项重要决策部署，既是当前贯彻落实新发展

理念的重要抓手，也是确保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分阶段设定目标，

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达性。

张建宇分析，推动能源清洁转型方面，《意

见》提出要大力推动风电、光伏、水能、氢能等

可再生能源发展，同时强调要“严控新增煤电

装机容量”，表明了进一步强化煤炭减量的决

心和以碳中和愿景倒逼能源行业转型升级的

信心。结合今年 1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

反馈结果，可以看出，未来中国控煤减煤的力

度将不断增强，可再生能源发展将继续提速，

清洁高效低碳的能源体系将逐步建成。

王安认为，《意见》瞄准了当前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定位精准、措施得

当。如针对部分地区“一刀切”的问题，提出

要完善“散乱污”企业认定办法，分类实施关

停取缔、整合搬迁、整改提升等措施，进一步

推动了环境执法精准化；再如针对垃圾分类

后垃圾处理收费机制不匹配问题，提出要建

立健全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允许各地区

根据本地实际，实行分类计价、计量收费等差

别化管理政策等。

“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有利于解决当前

绿色发展中的‘痛点’和‘堵点’问题，推动绿

色低碳循环发展迈上新台阶。”王安说。

涵盖六大体系：包含 85
项重点任务，要进一步明确
量化目标和责任分工

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是一项全局性、系统性工程。《意见》涵盖健全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体系、健全绿色低

碳循环发展的流通体系、健全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的消费体系、加快基础设施绿色升级、构

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完善法律

法规政策体系等六大体系，并明确了 85 项重

点任务和牵头单位。

“《意见》首次全方位诠释了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的核心内涵。前三大体系，涵盖了生

产、流通、消费三个社会再生产的关键环节。

后三大体系构筑了基础设施、技术创新、法律

制度三项关键支撑。”王安说。

徐华清表示，从“十四五”加快推进绿色

低碳发展角度看，重点在于培育绿色低碳新

增长点，加快形成发展新动能；实施能源革命

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

系；推动消费革命，加快形成简约适度绿色低

碳的生活方式；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加快

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体系；建

立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加快推进气

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重点任务

都涵盖了这些方面。

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也是一项长期性、艰巨性任务。国家发展改

革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有关部门和地方要

持之以恒抓好落实，把贯彻落实《意见》作为

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

针对落实中最紧迫的工作，徐华清表示，

有关部门要明确提出科学的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指标体系，进一步提出具有先进性和可操

作性的量化发展目标。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

通过抓紧研究制定 2030 年前二氧化碳排放

达峰行动方案，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

创造条件努力争取实现率先达峰目标，为实

现碳中和愿景奠定良好的基础；各地区和有

关部门也应适时曝光严重浪费资源和违规乱

上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等负面典型，为绿色低

碳循环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发布

绿色发展如何迈上新台阶？
本报记者 孙秀艳 陆娅楠

近日，山东省青岛市胶州湾海域部分养殖区海星泛滥，

造成渔民经济损失，引发广泛关注。经调查，此次海星暴发

主要集中在胶州湾海域牡蛎、蛤仔底播海区。据粗略统计，

海星密度达到平均每平方米 50 个，受灾面积约 10 万亩，预

计造成经济损失约 1 亿元。

此前，有专家指出，海星泛滥可能是受海洋生态环境变

化影响。海洋生态环境为何发生变化？山东大学海洋学院

教授侯旭光表示，可能存在两大宏观因素。

一是极端气候导致水温上升，带来海洋生态环境的变

化。水温对海洋生物种群产生影响，海星在适宜温度下大

量繁殖，而捕食海星卵及幼虫的鱼类数量减少。缺少天敌

的情况下，海星幼体成活率提高，海星进入成年后，能捕杀

它的天敌便很少，只有海鸥和海獭偶尔来捕食。同时，在沿

海城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为活动可能带来一定程度的

海域污染。水产养殖加重水体富营养化，造成海洋生态系

统平衡被打破，新的海洋生态环境，不利于捕食海星卵及幼

虫的天敌生长。“不过，海星泛滥的原因，目前都处于推测阶

段，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侯旭光说。

青岛市海洋发展局海洋管理保障中心研究员林治术介

绍，胶州湾是贝类养殖区域，海星主要捕食双壳贝类、海胆、

牡蛎和海葵等，胶州湾底播的牡蛎、蛤仔等为海星提供了充

足的食物，为海星的大量繁殖提供了环境基础。2007 年，青

岛也发生过海星泛滥的情况，同样发生在养殖区。

如何有效解决海星泛滥问题？相关负责人说，最直接

有效的办法就是捕捞。海星暴发期间，青岛市允许渔民在

特定海域人工潜水采捕，必要时允许渔民在养殖区内围海

底布设大网目地笼网进行诱捕。

在青岛市红岛渔港码头，一名渔民告诉记者：“最近两

天，我们能捕捞到的海星数量大幅减少。前段时间，我们最

高一船能捕捞 4000 多斤，现在只能捕到 1000 多斤。海星收

购价从 4 元涨到 5 元多了。”

“现在，海星市场销量好，批发商整船订购，有时供不应

求，有效缓解了海星泛滥的情况，海星密度已经大幅下降。”

青岛市海洋发展局相关负责人说，下一步，青岛市海洋发展

局将对养殖区及外围的海星生物量进行持续监测，科学评

估海星影响，建立海星灾害科学处置长效机制。

胶州湾海星泛滥致渔民经济损失

经科学捕捞已有效缓解
本报记者 侯琳良 李 蕊

本报合肥 3月 24日电 （记者田先进）记者近日从安徽

省水利厅获悉：2020 年汛期以来，安徽省水利部门及时启

动 水 毁 水 利 工 程 修 复 工 作 ，截 至 目 前 ，已 完 成 修 复 工 程

17243 处，占总数的 93.1%。

据汛后统计，安徽省需修复水毁水利工程 18530 处，其

中，汛期启用的淮河董峰湖、上六坊堤、下六坊堤和滁河荒

草二圩、荒草三圩等行蓄洪区堵口复堤 5 处；漫溢溃破的圩

口需堵口复堤 465 处，5000 亩以上重点圩口堵口复堤 58
处；重点修复项目 681 处。

截至目前，5 个行蓄洪区中，董峰湖、上六坊堤、下六坊

堤行洪区堵口复堤已基本完成；465 个需堵口复堤的圩口

已完成堵口复堤 456 个，58 个 5000 亩以上重点圩口堵口复

堤已全部完成，407 个 5000 亩以下圩口堵口复堤已完成 398
个；681 处重点水毁修复项目已完成 416 处。

2020年汛期以来

安徽水毁水利工程修复超九成

本报北京 3 月 24 日电 （记者王

浩）记者从水利部获悉：“十三五”期

间，23 个省份累计创建了 616 座绿色

小水电示范电站，今年水利部将结合

中小河流治理、河湖水系连通等工作，

整体推进示范创建工作，再创建 50 座

以上绿色小水电示范电站。

据悉，2018 年年底，水利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国家能源局

等部门决定开展长江经济带小水电生

态环境突出问题清理整改工作，坚决

纠正小水电违规建设、影响生态环境

等突出问题。截至目前，长江经济带

小水电清理整改任务基本完成。截至

2020 年底，长江经济带 2.5 万多座小水

电站中，共退出涉及自然保护区核心

区或缓冲区、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电

站 3500 多座，完成整改 2 万多座，消除

减脱水河段 9 万余公里。其中，浙江、

江西以清理整改为契机，同步建立了

小水电生态流量监管长效机制。

2020 年，黄河流域小水电突出问

题清理整治初步方案形成。水利部门

组织黄河流域省份调查小水电基本信

息、涉及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情况、

生态流量泄放和监测情况、大坝安全

鉴定等情况，明确省级重要河流名录，

初步分析掌握了小水电过度开发的基

本情况，建立小水电信息平台。

“十三五”时期农村水电增效扩容

改造任务全面完成。水利部、财政部

通过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累计安

排中央财政奖励资金 46.04 亿元，支持

河北等 22 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河流为单元实施

农村水电增效扩容改造。截至 2020 年底，全国共改造 1300
条河流的 1900 多座电站，修复减脱水河段近 3000 公里。

今年，水利部提出全面完成长江经济带小水电清理整

改工作验收销号，立即退出类电站全部完成退出，整改类电

站全部落实生态流量。启动实施黄河流域省份小水电突出

问题清理整治，力争 2021 年完成问题核查并建立整改台

账，摸清黄河干支流流经的县以及国家公园、重要水源涵养

区、珍稀濒危生物栖息地等重点区域的小水电开发利用情

况及过度开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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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省温岭市防汛防

旱指挥部组织开展全市范围内的

防汛防台应急综合救援培训。

在温岭市新河镇消防水域训

练基地，来自石塘、箬横、新河等

乡镇的 30 多名专职消防队员协

同合作，围绕水域救援、舟艇编队

搜救等项目进行训练，以此增加

队伍联动配合的经验，全面提升

水上抢险救灾的能力。

图为浙江省温岭市新河镇的

消防水域训练基地，消防救援人

员正在进行“8”字环绕的橡皮艇

操作技能训练。

徐伟杰摄（影像中国）

防汛演练

未雨绸缪

核心阅读

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
决我国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
基础之策。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
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
意见》为我国绿色发展设计
了“总蓝图”，设定了分阶段
目标。如何推动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再上新台阶？相关部
门及专家进行了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