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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突破  新境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开启了又一个伟大历史进程，近 40 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

大成就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然而，人均收入迅速增长的背后是人均资源的大幅下降，消费

数量不断增加的背后是环境质量的逐渐恶化。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

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实施为解决当时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与生态环境恶化的矛盾提供了有

力方式。“十一五”期间，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年均下降 14.6%，工业废气排放强度年均下降 4.2%，工

业废水排放量在 2009 年首次出现下降。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中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紧

张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

然而，科学发展观的落脚点仍然是发展，只是变以往的粗放发展为科学发展，发展的目标没有改

变，这就使得在经济尚不发达、技术尚不先进、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当面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

的权衡时，经济发展仍然成为首要选择。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

势，如何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发展方式，扭转生态环境恶化局面？党的十八大做出了回答，做出“大力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把科学发展观中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到绿色发展高度。党的十八

大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战略高度，这是第一次将生态文明建设摆上更加突

出的位置，是第一次单列一个部分对生态文明加以论述。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时刻，在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权衡取舍的十字路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简称“两山论”）顺应历史发

展、顺应时代潮流，应运而生，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也为中国绿色发展指明了

方向。

在人类追求发展的过程中，对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的诉求和关注是不同的。第一阶段是盲目用绿

水青山去换取金山银山；第二阶段既要绿水青山也要保住金山银山；第三阶段是认识到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这体现出在经济发展、增长方式转变的不同阶段，人与自然关系不断调整并日趋和谐，运

用辩证唯物论，准确把握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

“两山论”是对科学发展观的重大突破，主要体现在：首先是对目标突破。科学发展观是既要绿

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两山论”是宁要绿水青山，也不要金山银山。过去，我们的发展目标是金

山银山，科学发展观将发展目标定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两山论”则将发展目标锁定为绿水青山。

这就从根本上确定了绿水青山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位置，也从本质上改变了影响行动的目标函数。其

次是对理念突破。科学发展观认为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的必然成本，只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个将

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的过程要更加科学，以便我们在获得金山银山的同时尽可能多的保留绿水青

山。“两山论”则认为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并不矛盾，只要积极转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突破让我们更加科学、理性、长远地看待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关系，面对

绿水青山，既不能心存侥幸，也不必不知所措。最后是对路径突破。科学发展观认为，获得金山银山

的途径是通过可持续的方式将绿水青山转换为金山银山，“两山论”认为，获得金山银山的途径就是

保住绿水青山，因为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留住绿水青山，何愁金山银山。这一突破为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确定了途径和方法，为生态文明建设装上了理论的头脑。

生态一词源自古希腊语，其原义就是“家”，保护生态就是保护我们的家。“两山论”的重要意义

和价值就体现在不仅要保护环境，还要保护生态；不仅要保护人类周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更要

保护生态环境；不仅要保护我们自己的“家”，更要保护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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