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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绿色转型是工业革命后最全面而深刻的发展方式的转

变，其深度和广度远远超出通常认为的环境问题。绿色转型

的出发点在于解决环境危机，但要解决环境问题，根本出路

在于通过转变发展内容和方式，将经济发展与环境相互冲突

的关系，转变为一种相互兼容乃至相互促进的关系。因此，

本报告力求在两个方面进行创新：第一，它跳出环境和能源

等部门视角，从发展方式转型的视角寻求环境问题的解决。

第二，本报告的分析和政策主张，力图建立在对导致严重环

境问题的传统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之上。 

    本报告传递的核心信息是，同通常的认知不同，建立在

工业时代基础之上的现有常规发展模式，才是真正的高成本

经济，只不过这些成本多以隐形成本、外部成本和机会成本

的形式被人忽略而已。以生态文明为基础的绿色经济，反而

是一种成本更低，且代表未来方向的新型经济，尽管这一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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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过程将十分艰巨。 

    报告依次回答四大问题：一是为什么要进行绿色转型及

转型的愿景。二是中国绿色转型将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发生。

三是转型后的绿色经济会是什么样，为什么转型的情景比现

有经济更加高效，而不是像一些人担心的是一个高成本经济。

四是如何实现转型目标，也即转型的政策框架设计和路线图。

本研究是国合会为期两年（2016-2017）的旗舰报告。现在

这份中期报告，只是介绍一些初步研究发现和不成熟的政策

建议，最终报告需要在 2017年底全部分析完成后才能形成。 

二、初步研究发现 

第一部分主要包括四大核心观点。 

    1.1 绿色转型是一个“如何做”的问题，而不是“该不

该做”的问题。工业文明代表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进步，但由

于以物质财富生产和消费为核心的传统工业化模式是建立

在“高物质资源消耗、高碳排放、高环境损耗”基础之上，

它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不可持续的严重环境危机。与此同时，

发展的目的与手段，也很大程度上本末倒置。这种传统模式

只能让世界上少数人口过上丰裕的生活，却无法让全球共享

繁荣。 

    1.2 绿色转型的新愿景。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经济发

展的内容主要是以制造业为核心。这必然会产生高环境代价。

同时，以大规模单一生产为特征的工厂化组织方式，人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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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而对传统社会结构（social 

fabric）和地方文化也会带来巨大冲击。与此同时，农业也

被工业化组织方式改造，大量使用农药化肥除草剂等化学用

品，带来巨大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因此，传统工业化的内在

特征，决定了传统工业化模式下经济、环境、文化、社会、

治理等方面往往形成相互冲突的关系。 

    只有通过发展模式的深刻转变，改变这种冲突关系，环

境问题才能得到根本治理。随着绿色发展理念的兴起和数字

时代的来临，关于经济发展的理念、内容、相应的资源概念，

以及组织方式，均正在发生巨大改变，传统工业时代的发展

概念已经成为过去。因此，中国需要在生态文明的基础上对

发展进行重新定义，建立“经济、环境、文化、社会和治理”

之间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的新发展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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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建立绿色发展的新论述。目前关于绿色发展的论述

是，传统发展模式因为带来巨大的环境问题而不可持续，故

必须用更高成本解决环境问题，实现所谓绿色发展。这种论

述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将绿色转型当作一个负担，没能充分

认识到绿色经济的巨大好处。二是对现有传统发展现状给人

们带来的危害，尤其是对当代人的危害和损失没有充分揭示。

根据行为经济学理论（参见 Tversky and Kahneman,1974），

由于风险厌恶，类似的论述会使人们对绿色转型产生认知偏

差，从而不愿意采取具有风险的转型行动。因此，从下面两

方面重新建立绿色发展的新论述就非常关键：一是揭示现有

传统发展方式对人们的巨大危害，尤其是对当代人自身确定

的巨大危害；二是揭示绿色转型可能带来的巨大好处。 

    1.4 中国绿色转型具有世界性意义。第一，同世界形成

双赢格局，不仅避免同其他国家竞争资源，而且给其他国家

创造绿色机会，从而中国的发展成为世界的福音。第二，中

国绿色转型的成功，对解决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全球环境问

题，具有举足轻重要的作用。第三，中国成为全球绿色发展

领导者，不仅会奠定自身的领导地位，更是对世界发展的重

大贡献。 

    报告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中国 2020-2050年的绿色转型

将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以揭示中国绿色转型的独特

机遇和条件。这些历史条件的变化意味着，发展经济的“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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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已发生改变，不能再按照传统工业时代的思维理解经济

发展，而绿色转型则代表巨大机遇和未来方向。 

    五大历史条件的变化包括—— 

    2.1 增长阶段的历史性变化。中国将跨越高收入门槛，

且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从现在到 2030 年成为高收入国家

的十多年，是中国进行绿色转型的时间窗口。一旦中国经济

锁定在一个非绿色状态，则再转型就会成本高昂。 

    2.2 资源环境约束临近阈值，且危害巨大。如果不进行

绿色转型(BAU)，则空气、土壤、水、食品、健康、能源、

气候等方面会突破阈值。这些变化会成为发展的硬约束，甚

至引发系统性环境和社会问题。报告正文及专题研究对中国

的环境危害进行详尽分析。 

    2.3工业时代向数字时代转变。在数字时代，资源概念、

发展内容、商业模式、经济组织、城镇化模式等很多概念，

正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从而带来全新的发展含义、环境含义

和福祉含义。这意味着，关于发展的理解、认识和预测，以

及政策建议，不能再停留在传统工业时代的发展思维。在新

的发展模式中，数字化和绿色化将成为两条主线。 

    2.4 绿色市场需求正在迅速扩大。随着收入水平提高，

以及现有发展方式的环境与社会弊端日益显现，人们的发展

理念、消费需求和偏好均在转向绿色，新的绿色增长机会正

大量出现，从而重塑整个社会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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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人口因素的变化。劳动人口下降、人口老龄化、少

子化及其锁定效应、环境破坏导致的健康问题突显。这意味

着，传统劳动密集型的制造型经济，将转向更加绿色的服务

经济和知识经济。 

    2.6 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过去国际环境是作为中国发

展的一个外部因素，随着中国经济规模快速扩张，中国的问

题本身就成为左右世界局势的问题。无论是经济总量、贸易、

投资，以及资源消费等，中国占全球的比例均在迅速提高。

因此，中国的绿色转型直接关系世界发展。  

    报告第三部分集中讨论工业、农业、服务业、城镇化、

乡村发展、资源环境等六大支柱领域的转型问题，定量分析

现有常规模式的高隐形成本，揭示绿色转型情景何以比现有

常规模式更有前途。对这六大领域的分析，都是从反思其存

在的根本问题和揭示被常人忽视的高成本入手，以此揭示各

部门的转型方向，并设定绿色转型的不同情景。 

    3.1 对工业的反思及其绿色转型情景。除了因中国产业

结构与体制导致的低效率和高环境代价问题等常见问题的

讨论外，本报告集中反思工业化自身的固有弊端，包括消费

主义盛行和过度工业化带来的环境问题。报告从两个方面对

中国工业绿色转型进行情景分析：一是现有工业体系的升级

改造，包括提高技术水平、清洁技术改造、合同能源管理、

发展服务型制造等，以降低工业产出的环境足迹。这些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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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工业设计、柔性生产、工业 4.0

等手段来完成。二是综合运用包括规制、税收、关税、出口

限制等政策组合，抑制物质“消费主义”无节制的扩张，有

效培育绿色习惯和市场。 

    3.2 对农业的反思及其绿色转型情景。目前农业污染问

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以工业化的逻辑改造农业的结果。“二

战”后兴起的工业化农业（industrial agriculture），以工厂式

的大规模单一化种植（monoculture）和集中养殖(confined 

animal feeding operations, CAFO)为特征，依赖大量使用化肥、

农药、除草剂、抗生素、生长素，带来了严重不可持续的环

境问题。工业化农业实际上比生态农业成本更高昂。前者的

隐性成本包括：大量农业补贴、环境污染成本、对生物多样

性的破坏、降低农村社区价值、产品品质代价、人体健康危

害，等等。本报告对农业转型进行两个方面的情景分析。一

个方向是，通过新技术对现有占统治地位的工业化农业进行

技术提升，比如精细农业和设施农业。另一个方向是，向生

态循环农业转型，大幅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 

    3.3 新兴服务业转型。受限于工业时代的认识局限，人

们对服务的性质和发展潜力有很多误区。为此，需要对服务

业进行重新认识。第一，服务业的潜力远未得到开发。在传

统观念里很多被认为不创造价值的活动，实际上也创造价值，

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来源。第二，由于很多服务活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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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非竞争性（non-rival）的技术特点，不仅生产效率

（productivity）远高于工业产品的生产，而且具有可持续性。

第三，通过新型商业模式(如分享经济)升级传统服务业或培

育新兴服务业，可以大大提升效率和降低资源消耗。本报告

从两个方面进行情景分析：一是按照传统工业化国家服务业

路径的发展情景；二是新兴服务业得到充分释放的情景。 

    3.4 绿色城镇化。向绿色城镇化转型，就必须从为什么

会有城市这个逻辑起点进行反思。现有城镇化模式，更多的

是传统工业时代以制造业为中心的产物。随着数字时代、快

速交通的来临，以及发展内容向轻型化转变，未来城镇化模

式可能会发生巨大改变。当然，这不意味着简单的人口逆城

市化（deurbanization），而是生产和生活方式均发生了深刻改

变，城乡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再有“非城即乡”的严格

分野。城镇化绿色转型情景分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存量城

镇的转型，即通过新的理念和技术对现有工业时代形成的高

碳城镇化进行绿色化转型，包括城市空间转型、城市社区和

业态的再造，以及建筑节能改造。比如，智慧城市、零（或

近零）能耗被动式房屋(passive house )、生态技术等。二是增

量转型情景，即新增的城镇化采用新的理念和模式来形成绿

色城镇化。 

    3.5 乡村绿色发展新路径。乡村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传

统工业化主导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传统发展模式以农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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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大规模转移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为主要特征，农村更多的是

被当作农产品和剩余劳动力的供给基地，乡村的文化、休闲、

审美、体育等价值潜力则很大程度上被忽略，就业潜力未充

分开发。与此同时，用工业化逻辑和化学农业改造农业，不

仅进一步降低农村的就业容量，而且对乡村的社会生态系统

带来巨大冲击，带来包括空心村、留守老人儿童、家庭分离、

地方文化凋敝、污染严重等在内的很多问题。因此，跳出传

统工业化的思维束缚，就可以重新发现乡村的价值，大幅拓

宽乡村的发展空间。对未来乡村发展情景的分析，取决于对

乡村发展的重新认识和定义。报告从两个方向进行情景分析。

一是按照现有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下的乡村发展情景；二是

在新发展定义下乡村可能的发展情景。 

    3.6 绿色转型的环境效应。上述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型，

将彻底改变经济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文化

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来源。本部分进行两方面的情景分析，

一是上述各领域的绿色转型对中国环境改善的总合效应分

析。尤其是，从资源消耗、碳排放（emissions and 2 degree）、

生态环境问题（pollution free China, ecology）等三大维度，

分析不同绿色转型情景下的环境影响。二是分析中国绿色转

型情景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影响。 

    三、初步政策建议：五大政策工具包 

    总体战略目标：在生态文明基础上实现中国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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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五位一体”自我运行（self-enforcing）的新发展机

制。在 2020 年实现全面小康目标后，彻底实施以福祉为导

向（well-being oriented）的国家发展战略，并建立起绿色发

展测度和评价体系，推动中国成为绿色发展的全球领导者。

在方法论上，在中央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的顶层设计下，

最大限度发挥地方积极性，通过绿色发展的地区竞争，探索

形成有效的绿色发展模式。 

    从以下五大方面，提出系统的政策工具包—— 

    工具包一 ：基于新的绿色发展论述,形成新的思维、社

会规范，以及绿色消费共识。  

    政策目标：解决绿色发展更多地停留在口号上的问题，

让各级政府、民众真正理解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同传统发展

模式的内在区别，并将其可操作化。报告将主要从以下方面

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 

    一是建立新的绿色发展论述。让民众清楚环境问题造成

的各种危害，以及绿色发展的重大机遇。新的绿色论述不仅

会减少行动阻力，还会形成新的绿色消费社会心理，促进绿

色产业的发展。 

    二是开展绿色发展教育。解决对绿色发展的认知偏差。

针对民众和各级政府对绿色发展的代表性顾虑进行宣讲培

训，并通过课程设置，让青少年接受绿色发展理念。 

    三是通过绿色发展地区和项目示范，将抽象的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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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具体化和可操作化，从而让人们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工具包二：以公平竞争和赋能（empowerment）为重点

的绿色产业促进政策 

    政策目标：绿色产业最需要的不是补贴，而是创造公平

竞争的条件和赋能。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一是通过制定严格的环境标准和执法，将非绿色产品的

外部成本最大限度地内部化，以提高绿色产品的竞争力。尤

其是，借助移动互联技术和分散的监督机制，可以大大降低

环境法律的执行成本，提高法律的可执行性。 

    二是对包括化石能源、化学农业、传统化工等的各种类

型的补贴或支持政策进行重新评估，根据绿色标准进行调整。 

    三是将末端治理改为源头治理。对绿色产品产生的环境

好处进行奖励，相当于将目前国家治理污染的巨额支出，用

于绿色产业激励。 

    四是重新定义对绿色产业的补贴的性质，让其回归到

“对其提供环境服务进行补偿”的属性，而非认定为额外的

补贴。 

    五是从资金、研发、人才培养、基础设施、政府绿色采

购等方面，为绿色产业进行支持。 

    本项目将从以上五个方面，对绿色工业、绿色农业、绿

色服务业以及包括新能源、绿色建筑、电动车、绿色交通等

领域进行评估，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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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包三：在建立亲绿色发展的激励机制上进行突破，

并在一些地区进行全面试点。 

    政策目标：由于现有体制和政策主要是在传统模式下建

立，并为传统模式服务的，很多均不符合绿色发展的要求，

需要进行系统性转变。从方法论上，很多政策可以从小范围

内率先进行全面试点。 

    ——建立以测度发展目的为导向的新发展绩效测度指

标，以克服 GDP单一测度的弊端。比如，进行地区生态资本

核算试点和综合考核，全面评价 GDP 增长对全社会总财富的

影响，以避免 GDP 增长可能反而导致社会总财富减少的情形

出现。 

    ——干部绩效考核。淡化 GDP 考核，尤其是，2020年全

面小康目标实现后，大幅淡化 GDP 考核权重，彻底实施以福

祉为导向的考核政策。 

    ——土地。在坚持现有宪法规定的土地所有制基础上，

通过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立，通过包括

共享经济在内的多种城乡合作形式，盘活农民的闲置土地，

增加农民土地租金收入。 

    ——绿色财税。一是大幅提高“两高两资”产品的税收。

二是增加消费税征收范围，建立“消费在哪里，税收在哪里”

的税收体系。三是建立绿色转移支付。 

    ——金融：包括各类绿色发展基金和普惠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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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生态环保政策。 

    ——绿色保险制度。对生态农业转型提供巨灾保险和市

场保险。 

    工具包四：通过“新绿色刺激计划”，打造面向未来的

数字绿色经济。 

    政策目标：通过出台一些标志性的重大政策，大幅提振

绿色发展的信心，为加快绿色产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新绿色投资计划。不同于传统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和

制造业的投资计划，大幅提高对下一代数字化基础设施、新

型生态环境、文化等“非传统”绿色基础设施的投资，为绿

色新供给创造条件。 

    ——研究减少每周工作时间、逐年延长国家法定带薪假、

实行无薪假、停薪留职、分时休假、弹性休假、弹性上班等

多样化休假制度的可行性，刺激绿色服务需求。 

    ——对现有新能源、电动车、火力电厂、绿色建筑等领

域的发展目标进行评估，探讨是否可以从小范围先行先试，

像北欧一些国家那样采取更加大胆做法，促进绿色转型。 

    ——在促进基于“互联网+"的新型商业模式上取得突破。

比如，分享经济（交通、住宿、餐饮、普惠金融等）。 

    ——在“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海外投资等战略中，

实施严格的绿色标准。 

    ——绿色扶贫战略。目前，现有生态功能区 90%位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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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贫困县。根据绿色发展的要求，对现有生态功能区发展的

政策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 

    工具包五：建立更加包容的社会和更有韧性的经济  

    政策目标：对受到绿色转型冲击的特定群体、部门和地

区进行扶助，并建立相应的综合风险防控体系。 

    主要包括：全国统一的失业保险体系。结合去产能、僵

尸企业，进行专项支持和能力建设。对税收高度依赖高污染

企业的地区（尤其县域）进行专项转移支村，使其摆脱对高

污染企业的税收依赖。目前贫困地区同主体功能区范围高度

重叠的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国家应对此出台针对性措施。

建立相应的综合风险防范机制，增强经济的抗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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