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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环保“十三五”的机遇与挑战

“改善环境质量

既是人民群众的高度

期待，也是经济转型

发展的必然要求，更

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的迫切需要。”

新常态其实是一种“优态”、“活态”，归根到底是一种“正常态”。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仍

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但是也发生了一些新的

深刻变化，对环境保护提出了新要求。做好新常态下的“十三五”环保工作，就要全面认识新挑

战，充分把握新机遇，最大限度释放新红利，树立环境管理的新思维。

“十三五”时期，我国环保主要面临着三大新挑战。一是环境承载的高负荷。解决我国一切

问题的关键是发展，但资源相对短缺、环境容量有限是我国的基本国情。经济新常态并不意味环

境承载力为经济发展提供容量空间的历史任务已经完结，而是对环境承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尽管从经济总量看，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已经带动中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但我国仍然是

发展中国家，在局部地区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仍然非常必要。因此，环境保护既要促进经济发展

提质增效，又要为经济发展释放必要的空间，这会给一些地方本就紧张的环境承载力增加新的压

力。二是环境质量的高诉求。新常态不仅标志经济发展新模式的开启，还意味公众环境意识的加

强，以及对环境质量诉求的不断提升，环境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改善环境质量既

是人民群众的高度期待，也是经济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迫切需要。三

是环保工作的高要求。环境污染是民生之患、民心之痛。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置于更加突

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生态文明、维护生态安全的重要讲话、论述、批示超过 60 次，

对环保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新常态也给环境保护带来了历史新机遇。一是绿色发展步入蓬勃期。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

国明确了转型发展的路径和制度保障，建设生态文明的国家意志更加坚定，人民群众空前关注并

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全国上下思想统一，真正迈入“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保护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期，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协同发展

步入蓬勃期。二是污染物新增量进入收窄期。经济增速开始换档，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的势头减缓，

能源需求开始呈现低增速特征，经济总量和结构都在向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方向发展，污染物新增

量同比开始下降，排放强度同比逐步回落，污染物排放高位趋缓。三是技术红利进入释放期。随

着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技术红利将得到充分释放。我们还要

从长远的系统技术需求上进行思考和布局，创新和储备未来的技术红利。四是环保投入开始井喷

期。围绕环境保护的产业政策制定正步入变革期，不断改变着产业的服务边界。政策导向的转变，

打开了万亿级环保需求的、无天花板的市场，全社会的环保投入热情前所未有的高涨，环保投入

有望井喷迸发。五是生态文明制度进入系统完善期。法治方面，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大

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为环境法治创造了良好的基础。体制方面，环保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

正在以生态环保职能优化整合和事权合理划分为突破口，统筹监管环境保护、生态保护与污染防

治、国际与国内环境问题，全面增强生态环保管理体制的统一性、权威性、高效性、执行力，形

成政府主导、市场激励、社会动员的生态环保治理体系。规划方面，“气十条”、“水十条”和

正在编制的“土十条”，是面向环境要素的规划，正在试点的环境总体规划，是面向经济社会发

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市发展规划等“多规合一”的基础性规划，将充分发挥规划的引领、

引导作用。在多种利好共同作用下，我国环境质量改善已经初步显现。我们既要认识到环境质量

差的客观现实，更要坚定环境质量改善的信心，打好环境质量改善的攻坚战。

面对新机遇，迎接新挑战，“十三五”环保规划需要树立新思维，那就是环境管理要向精细管理、

精准发力转型。新常态下，资源环境要素投入增幅整体上呈下降趋势，环境压力高位舒缓，环境

压力的位和势都发生了新的转变。为在有限的腾挪空间内调控环境质量改善和经济中高速增长之

间的剧烈冲突，环境管理必须精细管理、精准发力，要从大尺度的区域管理到空间单元化的精细

管理，实现从静态总量管理到动态流量管控的精准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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