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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
要理念，而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绿色
化”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
生态问题标本兼治之道。广州近年来就是在这两
个方面发力，实施存量经济中传统产业的“绿色
化”改造，强化增量经济“绿色化”构建，打造
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现代产
业体系，加快发展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大幅
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
环境代价。

广州一方面淘汰落后产能，另一方面通过促

进水处理、垃圾处理、土壤修复等领域关键技术
攻关，推动绿色科技产业发展，为环境保护和治
理提供科技和产业基础。通过实施“互联网+”战
略，广州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
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全面优化提升了汽
车、石化等传统优势产业。

在新兴产业方面，广州大力发展智能装备及
机器人、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与健康、轨

道交通、航空与卫星应用、都市消费工业等先进
制造业，打造“四梁八柱”的制造业支撑体系。

此外，广州积极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新能源
汽车和生态农业；推动文化旅游等优势服务业向低
碳、绿色、智能的高端领域发展。

广州积极“绿化”能源结构，通过严格控制煤
炭消费，推广应用天然气加快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推广
利用，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提高电网智能化水平，以智能电网为资源配置平台，
推动能源与信息深度融合，推动居民、商业、工业
和交通领域的智能节能、需求侧响应、系统优化。

天然气利用工程：（1） 天然
气热电联产：黄埔电厂天然气热
电联产工程、新塘银沙天然气热
电联产、恒运东区热力公司环保
升级改造项目、花都汽车城热电
联产、永和协鑫蓝天二期天然气
热电联产。（2） 分布式能源站项
目：中心知识城北起步区分布式
能源站、万博中央商务区分布式
能源站、中新知识城南起步区分
布式能源站、从化鳌头二期分布
式能源站、从化太平分布式能源
站、广州国际金融城起步区分布

式能源站、南沙明珠湾起步区分
布式能源站等。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项
目：新增太阳能分布式光伏发电装
机容量约185万千瓦，生物质发电
装机容量约 30万千瓦，风力发电
装机容量15万千瓦。

清洁燃煤发电机组改造项
目：珠江电厂百万机组、恒运东
区热力背压式汽轮机发电节能改
造项目、恒运电厂节煤减排升级
改造项目、黄埔电厂节能减排升
级改造项目等。

支持生态文明领域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实验室和实验基地建设，建立节能
环保科技孵化器。

重点发展节能环保装备制造业、广
州半导体照明产业、新能源汽车生产基
地、大型垃圾焚烧设施炉排及其传动系
统，打造国内先进核电装备供应基地。
培育一批节能环保装备制造企业和节能
环保服务企业。推动中新广州知识城、
广州科学城等节能环保园区建设。

建设广州市能源管理平台，集能源发展
规划、能源建设管理、能源供应、能源输
送、能源使用、能耗统计分析、节能管理、
能源保障安全等功能于一体，鼓励推动重点
用能单位建立能源管理系统，并与市能源管
理平台进行对接，实现能源数据在线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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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国民党一大会址右侧的越秀路向北，
路两旁的小叶榕郁郁葱葱，宛如高擎的巨伞遮
天蔽日。沿街店铺大多是经营门窗生意，各种
样品云集，俨然一个门窗大世界。前行约400
米，右侧的店铺戛然而止，变得豁然开朗起
来：蓝色天宇下，几朵白云悠悠地飘着，明媚
的阳光洒在绿意盎然的草坪上，它一直铺展到
一条小河边。河正上方是一座名为“东濠涌”

的高架路桥，路桥边侧的绿植花卉将它装扮成
一道亮丽的彩虹，伸展向远方。

顺着草坪间的一条小路，便可径直走到
河边。右侧河岸，一个小型喷泉景观正跳跃
起五六个水柱，落下的水流汇入清澈见底的
河水，潺潺向南流着。成群的鱼儿贴着铺满
光滑鹅卵石的河床游动，时而逆流而上，时
而顺水而下。沿河的小路上，三五孩童在嬉

戏、追逐，大人们在一旁聊天攀谈。喷泉景
观不远处，有一幢精致的底层建筑，走近前
会发现那是展现本地“东濠涌”历史和人文
风貌的微型博物馆，诉说着这个地方的变迁。

车水马龙的繁华、生机勃勃的商贸、绿草如
茵的静谧、流水淙淙的闲适、蓝天白云的恬淡。
这就是广州市民的日常生活，正是良好的生态环
境赋予和提升了他们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广州良好的生态环境得
益于该市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论断
的深刻体认。在推进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同时，该市很早就认识到，生态文明是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统一，是对工业文明
的新型超越。建设生态文明，探索符合广州特色
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是该市加快转变发展方
式，推进新型城镇化，提升国家中心城市功能的
迫切需求。在多年实践经验基础上，该市于 2016
年 8 月制定下发了 《广州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
要 （2016—2020年）》。这一指导全市生态文明建
设的基础性和纲领性文件，明确了生态安全、生
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人居、生态文化、生态
制度等各方面建设的总体要求。

摸清生态家底，形成准确的自我认知是建设
生态文明的前提条件。广州有关方面经过系统调
查梳理，得出基本结论：一方面，该市自然生态
禀赋优越，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明显；另一方面，
仍面临着承载能力有限、治理任务艰巨、生态文
化滞后等客观现实。在此基础上，广州市设定了
全市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至2020年，资源节约型
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生态红线
和空间管控体系确立，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
形成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生态文明主流
价值观在全社会得到推行。森林城市、绿色城
市、生态城市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生产空间更加
集约高效、生活空间更加优质宜居、生态空间更
加山清水秀，增强城市亲和力、凝聚力和可持续
发展能力，建设全市人民的美好家园。

具体来说，再经过约 4 年的持续努力，使广
州生态安全格局更加稳固、资源利用更加高效集
约、资源消耗得到有效控制、环境质量更加优质
健康、生态公共服务更加完善便捷、生态制度体
系更加系统完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广州设定
了一系列具体生态量化指标。比如，到2020年，城
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86%，PM2.5年均浓度下
降到30微克/立方米以下；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率达到100%，再生资源主要品种回收率达到75%
以上，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率达到 99.7%以上，
工业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理率保持在100%；城镇
污水处理率达到 95%，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
70%；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8平方米。

城市建设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既要遵守
现代城市科学规律，又要尊重生态规律。广州
强化生态容量约束，以主体功能区划为基础，
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构筑与资源
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生态安全格局、新型城镇
化格局和农村发展格局。

为实现科学布局城市生态空间，广州市划
定两条不可触碰的“高压线”，即“生态保护
红线”和“城市生态控制线”，线内面积占全
市总面积约七成。前者把饮用水源一级保护
区、市级及以上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省级及
以上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森林公园的生态
保育区等法定生态保护区和水源涵养、土壤保
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流失等划入范围，

约占全市地域面积的14.25%，采取最严格保护
措施。“城市生态控制线”将山、水、田、林、
湖、海和绿地、生态廊道等对城市生态安全格
局具有重要作用的生态要素划入其内，进行严
格保护，线内面积占全市总面积比例高达55%。

在市域范围内，广州构建了北部生态屏障区、
中部环境维护区和南部生态调节区，形成了市域整
体生态格局。同时，该市充分利用市域北部向南部
延伸的指状山体绿地和南部向北部指状渗透的河流
水系，发挥森林、自然保护区、绿道网、湿地、沿
海防护林等生态综合功能，加强生态屏障的建设和
城市组团间的生态隔离，围绕各功能组团、功能单
元形成“六廊多带”、“七核九片”，构建总体生
态网络结构，打造生态网络空间体系。

2015 年 1 月 1 日，被称为史
上最严的 《环保法》 开始实施。
广州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大了
环境执法力度，推进生态设施建
设，严守环境质量红线，将各类
开发活动限制在环境承载能力之
内。同时，美化城市环境，提升
城市生态安全水平，将良好生态
环境作为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
普惠的民生福祉惠及全体市民。

在大气环境防治方面，广州
严控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深化
对工业废气治理，加大机动车等
移动源减排力度。此外，加强扬
尘和油烟污染防控，实施重污染
天气预警响应。

在水污染防治方面，广州采
取加强工业水污染防治，加大截
污治污力度，加快农村水环境综
合整治，不仅完成全市主要河涌
环境综合整治，而且推进了跨界
河流污染整治。这些努力构筑起
该市系统科学的水污染防治体
系。

在土壤环境监管和污染治理
方面，广州积极落实《全国土壤
污染状况详查总体方案》，全面开
展土壤环境质量调查，开展重点
区域土壤环境加密监测，加强化
工、电镀、印染、危废处置利用
等重点工业园 （聚集区） 周边农
田、园地等土壤污染状况补充监
测，全面掌握搬迁钢铁、电镀、化
工等企业原厂址及其周边土壤、地
下水污染状况，逐步建立本市土壤
环境质量数据库。广州采取严格环
境准入，将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
加工等行业作为重点防控行业，严
把新上项目环境准入关等，开展土
壤污染源头综合整治。对污染的场
地，广州市有关方面根据其环境风
险水平，分类制定污染场地修复
工作方案。

此外，广州还下大气力整治
噪声和光污染，提高人们安全生
产条件，提升生活品质。

保护修复并举
综合施策治理

加强宏观统筹 优化空间开发加强宏观统筹 优化空间开发

推动绿色转型 实现标本兼治

摸清生态家底
确定具体目标

清洁能源工程

节能环保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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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溪流河国家森林公园广州溪流河国家森林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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