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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绿色发展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现行的工艺导向型环境政策已不能很好地解决环境问题，
难以满足绿色发展需要。环境保护综合名录属于产品导向型环境政策领域，是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对产
品实施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控制，它的鲜明特点是直接与环境保护经济政策挂钩，具有极大
的生命力。因此，本文提出落实绿色发展，实践生态文明要以环境保护综合名录为抓手，并针对如何强
化环境保护综合名录政策，提出以下建议：进一步提升名录制定工作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完善名录运行
机制；制定与发布环保综合名录手册，在以往名录工作机制重“双高”定性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双高”
产品的污染节点、治理难点和监管重点，作为地方环保部门环保执法和政策制定的依据与参考；环境保
护综合名录需要进一步实施推广与执法机制，使环境保护综合名录政策直接转变成生产力，这是环境保护综
合名录政策直接落实到转变发展方式上的落脚点；强化环境保护协同控制政策，做好编制综合名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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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3 年在我国东南部地区发生了大面积的雾霾，

引起了人们的恐慌，人们要求尽快改变这种现象。陈

吉宁部长说，要勇敢地面对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环

境挑战，这种需求成为我国实施绿色发展的原生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

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

为新常态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明确了行动纲领。在新

常态下我们需要以更包容、更平等、更环保和惠民生

的方式进行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发展实质上就是绿色

发展，绿色发展是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

的约束条件下，将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作为可持续发

展重要支柱的一种发展模式。

 陈吉宁部长说：“发挥体制优势与制度优势，促

进环境政策与经济政策和发展政策深度融合，加速环

境治理的进程。”环境保护综合名录就是经济与环境

政策深度融合的抓手。

1 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

绿色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以传统经济为基础、

以经济与环境的和谐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经济

形式，是产业经济适应人类健康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发

展状态。发展绿色经济以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经

济为主要内容，维护人类生存环境，合理保护资源与

能源，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推动人类工

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涵。

生态文明是人类为保护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而取

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是贯穿

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过程

和各方面的系统工程，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状

态。绿色发展是实践生态文明的过程，环境保护综合

名录（产品控制政策）是实施绿色文明的抓手。

1.1 从可持续发展到绿色发展是大趋势

可持续发展道路打破了传统工业化道路关于经济

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对立思维，是立足于对传统发展实

践和理论的一种反思性的、前瞻性的发展观。然而，

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全球范围内 20 年来的实践遭遇重

重困难，也逐步暴露出其理念与现实之间横亘着的难

以逾越的鸿沟，可持续发展思想可以说是一种远景规

划，理想性期待超乎现实性。末端治理的消极模式，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必须实施生态转型与生

态整合，也就是实施绿色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对传统发展道路的一种理念飞跃和

模式创新，绿色发展则是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深化和实

践推进，是以环境保护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转型。

我国提出的“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更能够体

现出当代处理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哲理。

1.2 绿色发展的核心思想是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

发展共生

绿色发展的核心思想是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

共生，是环境与资源可持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环

境作为内在生产力的一种发展模式。环境保护是刺激、

激励经济发展的正面积极力量。

绿色科技是绿色发展的支柱，绿色产业形成的绿

色竞争力将取代传统经济竞争力。

2009 年 4 月联合国环境署公布《全球绿色新政政

策概要》，启动了“全球绿色新政及绿色经济计划”。

此后，世界各主要国家都把发展绿色经济作为实现经

济复苏的重要支点和抢占经济制高点的国家战略，力

图通过实施绿色新政促进经济转型。

绿色发展遵循系统的、整体的、有机的发展。绿

色发展主要是实施经济发展的绿化，创建舒适、优美、

健康的生存环境，实现社会公正、人民幸福。

从人与自然共生的视角出发，以生态理论的整体

思维对人、自然、社会的关系进行审视，用系统、整体、

有机的原则和机制来重新铸造社会的生产关系、社会

关系、生活方式和生态秩序，让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

取得合理的平衡。

1.3 绿色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深化和实践推

进

绿色发展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

束条件下，将克服发展与可持续的两难选择和对立思

维，实现以可持续带动发展和以发展创造可持续的理

想目标，使得可持续性成为发展的积极的、主动的内

生变量。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0803/111388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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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预防原则”是绿色发展环境伦理的底限原则，

要求在“有可能带来严重或不可逆转的损害”时，在“缺

少完整的科学准确性”的前提下，以人类的持续生存

为目的而克服短视的经济利益导向。

“绿色创新原则”是以科技创新为主旨的基本原则，

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动力。

“环境质量原则”是以环境质量的改善和提升为发

展的前提，从而有效推动自然、社会与人的和谐共生。

2 环境保护综合名录政策是落实绿色发展、

实践生态文明的抓手

中共中央政治局 2015 年 3 月 24 日明确指出，加

快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促进资源节约循环高效利用、

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等重点工作，努力

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必须加快推动生产

方式绿色化，构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

染少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大幅提高经济绿色化程

度，加快发展绿色产业，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

2.1 现在实施的工艺导向型环境政策存在弊端

我国现在实行的基本上是工艺导向型环境政策，

传统的工艺导向环境政策以解决各种环境问题为出发

点，按照环境媒介的不同将各种环境问题划分为水污

染、空气污染等不同的种类。相应地，环境政策采取

的主要措施是对企业各种污染物的排放按种类分别制

定不同的排放标准和技术规范。这种方法的最大缺陷

在于：一方面，在制定标准和规范时缺乏综合考虑，

对一种污染物进行治理时不能阻止环境风险以另一种

污染物的形式转移到其他环境媒介之中。而且随着各

种污染排放标准不断地被推出，各种环境污染标准之

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时常会出现相互影响和冲突

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工艺导向型环境政策针对的

主要是产品生产阶段的环境影响问题，没有将产品生

产和消费等整个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联系起来，也就

不能防止产品的环境影响从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转向

另一个阶段。因而运用这种缺乏系统性考虑的方法来

解决环境问题，结果只能是顾此失彼。

2.2 我国产品导向型环境政策（环境保护综合名

录）的实质是绿色发展

我国从 2007 年开始实施的环境保护综合名录就

属于产品导向型控制政策的领域，是根据生命周期理

论，对产品实施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控制，

环境保护综合名录包括两个部分，一是高污染、高风

险产品，二是环境保护重点设备名录。这是中国创新

的产品导向控制政策，它的鲜明特点是直接与环境保

护经济政策挂钩，列入名录的环境友好产品可以享受

出口退税等优惠政策。到 2014 年 11 月，环保部向国

家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等 13 个部门提供了《环

境保护综合名录（2014 年版）》, 同时向社会全文公

开 , 将环境保护的要求有机融入经济发展过程中。截

至目前 , 综合名录所列产品中 , 已有 300 余种“双高”

产品被财税和贸易主管部门取消出口退税 , 并被禁止

加工贸易 , 有效遏制了“双高”产品大量生产和出口

造成的国内环境损害。

环境保护综合名录政策，就是环境保护产品控制

政策，就是实施绿色发展的具体行动，就是环境保护

工作落实中央政策的载体。因此，这一工作必须强化。

环境保护综合名录是依据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的

理念，基于产品生态占用基础概念，整合相关环境监

管政策与经济监管政策为一体的政策。这一政策体现

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理念。

产品作为环境管理的对象、环境政策的受体，有

其特殊的地位与价值，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时承载

功能流、价值流和资源环境流的核心流通载体，产品

还是时空边界最清晰、环境绩效表征最准确的“条状”

环境管理对象。例如农药毒死蜱，在全过程管理中“摇

篮”没有污染物排出，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安全，最终

产物“坟墓”对土壤的污染降至最低。

3 强化环境保护综合名录的思考

3.1 进一步提升名录制定工作的科学性与规范性

参考国际各要素优先控制污染物筛选结果，结合

国内相关产业情况与污染情况，综合考虑污染物产生

排放量、污染物危害、污染物来源等因素，提出名录

优先关注的污染物清单；细化提出产品环境代价、生

态占用理论等的基于实物量、价值量的计算方法体系，

以及清晰、科学的名录判定指标标准体系。

3.2 完善名录运行机制

制定与发布环保综合名录手册。在以往名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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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重“双高”定性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双高”产

品的污染节点、治理难点和监管重点，重点分析行业

概况、集中区域、生产工艺与物耗水平、污染产生与治理、

环境风险、治理技术、治理成本等方面问题，作为地方

环保部门环保执法和政策制定的依据与参考。

3.3 强化环境保护协同控制政策，做好编制综合

名录工作

编制环境保护综合名录，通过有差别化的政策，

将资源稀缺程度和生态价值内化为企业内部成本，强

化企业的生态环境责任。同时，通过建议国家有关部

门采取差别化的经济政策和市场监管政策，遏制“双

高”产品的生产、消费和出口，鼓励企业采用环境友

好型工艺，生产环境友好型产品，逐步降低重污染工

艺的权重，达到以环境保护倒逼技术升级、优化经济

结构的目的。

化工项目具有很高的投资强度，利用绿色信贷政

策可抑制投资冲动。以 100 万吨 / 年煤液化项目为例，

每万吨油品的建设投资高达 1 亿元以上。动辄百亿元

的投资强度，没有银行贷款将难以实施，卡住化工项

目的资金来源，可以有效遏制化工项目遍地开花的局

面。因此，环境保护综合名录的目标与淘汰落后产能

的目标高度一致。

3.4 深入推行环境保护综合名录的工作，加大推

广力度，把环境保护宏观管理落到实处，使环境

保护综合名录直接转变成生产力

环境保护综合名录中环境友好产品的推广还具有

鲜明的经济实用性与环境保护指标突出性特征。毒死

蜱产品具有技术先进性 , 达到世界先进性水平 , 采用

双定向工艺 , 不产生污染物 , 属于清洁生产工艺 , 具

有经济合理性 , 毒死蜱双定向工艺与落后工艺投资同

运行成本相当。 根据我们的计算，2014 年全球毒死

蜱产量 16.2 万吨，中国为 11.3 万吨，三氯乙酰氯工

艺每生产 1 吨毒死蜱需要排放 13.4 吨废水。处理每

吨废水需 4200 元，若全国采用双定向工艺，则全国

每年减少排放 151.42 万吨废水，减少环保投资 63.5

亿元。我们以山东省为重点推广地区（占全国产量的

20%），等于每年减少 30 万吨废水的排放，减少投资

12.7 亿元。一个项目的推广产生这么大的作用，是很

罕见的。这典型地说明了环境保护综合名录政策促进

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巨大作用。

    当前的形势下，需要深入推行环境保护综合名

录的工作，加大推广力度，把环境保护宏观管理落到

实处，使环境保护综合名录直接转变成生产力。

3.5 名录从新常态下环境管理转型方向上看是环

保社会共治平台，是环境管理转型的依托载体之一

环境保护介入综合决策的平台。产品、工艺、设

备是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的主要载体

与表征指标，是综合决策的重要内容，综合名录通过

区分产品、工艺和设备的环境绩效，为环境保护介入

综合决策建立了工作平台和机制。环保负面清单，是

政策宣传与信息沟通平台。向社会提供环保负面清单，

引导企业绿色投资、绿色采购、绿色转型，引导公众

绿色消费，宣传环保政策，提高群众环保意识，是环

境管理制度探索与创新的平台。

可以预期，中国未来 30 年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生

态文明下的绿色发展，环境保护综合名录政策需进一

步向深度与广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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