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快绿色转型发展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在国合会 2012 年年会主题论坛上的发言 

 

环境保护部环境影响评价司  程立峰 

（2012 年 12 月 13 日） 

 

尊敬的各位委员、各位来宾：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建设生态文

明的战略思想和战略任务，要求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

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

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趋

势，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生态文明最迫切和重要的任务

之一就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绿色转型是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的关键环节。环境影响评价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

为紧密的环境管理制度，始终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为己

任，在推进中国绿色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从国家战略层面为重大区域发展决策做好支撑。探

索完成了环渤海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成

渝经济区和黄河中上游能源化工区等五大区域战略环境评

价，工作内容涵盖 15 个省（区、市），涉及石化、能源、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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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装备制造等 10 多个重点行业。五大区域战略环境评价

在全面分析资源环境禀赋和承载能力的基础上，系统评估了

相关重点产业发展可能带来的中长期环境影响和生态风险，

提出了重点产业布局的优化调控建议和预防布局性环境风

险、确保区域生态环境安全的新思路和新机制。相关成果已

经成为制定国家和地方重大区域战略的重要参考和依据。 

二是从规划层面推进国土空间优化开发。规划是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宏观性、政策性行动纲领，抓好规划环评就能

够在决策层面促进开发理念、思路和重点的优化调整。规划

环评向上与区域发展战略衔接，推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

格局、农业发展格局和生态安全格局；向下指导具体的产业

园区、重大项目布局和准入，避免长期性、累积性环境问题

对生态系统和人群健康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促进人口资源环

境的均衡和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统一。 

三是从产业发展层面贯彻绿色循环低碳理念。坚持将区

域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调控发展定位、布局、结构和规模的

重要依据，促进重点产业的合理布局和适度发展。着眼于全

行业和全流程，从决策源头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延长产业链

条，升级工艺技术，使循环经济理念在开发活动中得到落实，

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和能源效率，降低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

实现行业增效与节能减排的统一。提高燃煤火电、钢铁、石

化等 13 个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建设项目的环境准入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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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把准入关口，遏制了产能过剩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防范和

化解经济运行中不健康因素，转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 

四是从体制机制层面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力度。加大生

态环保在政府决策中的权重，坚持“不欠新账、多还旧账”

原则，严格控制新增污染排放，创新“以新带老”、“区域替

代”手段，推动老污染治理。对重点区域和企业集团采取“环

评限批”举措，推动解决了一大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

环境问题。近年来，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环境质量

总体保持稳定、许多地区还出现了显著改善，环评管理的源

头防范做出了贡献。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加

快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成为全社会共同事业。我们将坚

持生态文明理念，积极探索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

中国环保新道路，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增强环评参与综合决策的能力，推动破解科学发展

的资源环境瓶颈约束。继续深化规划环评，探索战略环评，

更加关注区域生态系统的整体影响，更加关注环境和人群健

康的长远影响，更加关注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统一和当

前与长远利益的协调，真正使重点生产力和重大国土开发的

布局、结构、规模确立在资源环境承载的基础上，从源头防

范布局性、结构性环境问题。 

二是提高环评加强宏观调控的水平，加快推动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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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转变。结合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推进

西部地区集约高效开发，防范能源化工基地中长期环境风

险，保障生态屏障功能。推进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调整

和落后产能淘汰，严防跨境环境风险。维护中部地区资源环

境承载能力，防止落后污染产能转移。支持东部地区推广先

进的生产工艺和污染防治技术，大幅降低资源能源消耗，率

先建成环境友好型社会。同时，针对行业发展特点和环境特

征，优化产业结构，强化资源综合利用和生态环境恢复治理，

保障资源环境不超载、污染排放总量不突破、生态服务功能

不退化。 

三是推进环评的民主公开决策，切实维护公众环境权

益。更加主动地公开环评领域政府信息，完善公众参与机制。

同时，更加严格把好环境准入关口，统筹区域发展与环境保

护，统筹行业发展与污染控制，实现“增产不增污”、“增产

减污”，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群众创造

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