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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全面发挥“十四五”规划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统领作用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

研究员  郇庆治 
 

    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其中对于我国“十四五”时期的国民经济与社

会发展规划以及 2035 年远景目标提出了整体性的构想与原则要求。这标志着，包括生态文明建

设在内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开启一个崭新阶段——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因而，接下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

维度就是全面发挥“十四五”规划的统领与规约作用，而这尤其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理念引领作用。《建议》特别强调的两大生态文明理念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

作为五大新发展理念之一的“绿色”发展理念。就前者而言，《建议》还进一步指出了“坚持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守住自然生态安

全边界”等三个观念的重要性。 

    “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是党

的十八大报告和十九大报告已经做出阐述的，而“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则是一种新提法。尽

管十九大报告也确曾提到过“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但无论是就“生态安全”还是“自

然边界”概念来说，这一新提法都包含着更为丰富的理论意涵。 

    这三个观念所表达的核心信息，并不是学界近来更多讨论的“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

转化路径问题，而是有着强烈的生态环境保护为主的意蕴。 

    “绿色”新发展理念不仅是指狭义上的绿色可持续发展，而且还要成为“十四五”时期整个

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与遵循的指导性思想。 

    因而，可以预期的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将会更加自觉地置于“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和绿色发展理念的引领之下，进而明确致力于更大力度的自然生态环境修复、更

高标准（质量）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和更加绿色的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相应地，生态文明建设

将会开启一个政策举措落实程度更高、制度体制创新活力更大、人民群众获得感更强烈的新时期。 

    二是原则规范作用。《建议》着重强调了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必须遵循如下三大原则：

统筹协调“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大力推进绿色可持续发展。 

    “统筹协调‘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大报告已经做了全面论述，其核心内容就是

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从而将其

真正放在突出地位。当然，生态文明建设本身也是一个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综

合性目标与过程。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大力推进绿色可持续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已经做

了系统阐述。我们所追求或建设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同时是一个深入实施可持续

发展战略的过程，是一个逐渐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和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过

程，也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过程。依此而言，它显然是一种“较绿色”版本的“生

态现代化”。 

    而狭义上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其核心内容就是逐步构建起一种包括绿色产业、绿色技术、绿

色能源和绿色生活方式等四大体系的绿色低碳循环经济或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经济。 

    就总体来说，贯穿这三大原则的主线是通过加大绿色可持续发展推进力度来构建人与自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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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实质性提升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

等之间的协调和谐程度，从而不断推进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逐步实

现。 

    因而，可以预期的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仍将在生态现代化或绿色发展的

整体性话语框架下展开。将会通过对于现代化和发展政策与制度所赋予的更为严格的生态或绿色

的限制，以及更多形式的生态社会与民主性的制度约束，大大提升社会整体特别是经济的环境友

好和生态安全水平（程度）——“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系统质量与稳定性”。 

    三是目标约束作用。《建议》同时勾勒了我国“十四五”规划目标和 2035年远景目标。生态

文明建设的近期目标是“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具体表现在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得到优

化，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产生活方式

绿色转型成效显著，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远景

目标包括“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尤其是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

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 

    就近期目标而言，《建议》明确要求必须在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能源资源利用效率与污

染物排放总量、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和生态环境整体质量等方面取得切实进展。就远景目标而

言，《建议》明确要求着眼于十九大报告所确定的 2035年阶段性目标或中期目标的实现。可以看

出，这些规定性要求和党的十九大报告所做的新“两步走”（2021—2050）的战略部署是一致的，

并做到了进一步的明确与细化。 

    由于“十四五”规划纲要的具体制定还处于进行过程之中，我们还无法讨论其中的细节，比

如具体指标及其考核衡量标准。但目前就理应明确的是，第一，需要将“十四五”规划目标和远

景目标结合起来理解与定位。也就是说，“十四五”规划目标要自觉对标 2035年远景目标，来制

定自己的五年发展或进一步的进度安排，从而为接下来的三个五年规划开好头、起好步。 

    第二，需要切实发挥“十四五”规划和远景目标的规约尤其是倒逼作用。这方面十分突出的

是能源消费结构的实质性调整问题。要实现习近平总书记代表我国政府提出的 2060 年前后实现

碳中和的长远目标，从“十四五”规划开始就必须做出有计划的政策调整安排。 

    当然，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也许是全面促进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型。它不仅涉及到我国整

个经济社会发展结构与模式的绿色转型，还牵涉到每一个公民群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两

个层面的绿色转型在当前的新冠疫情仍在持续和国际关系不确定性因素迅速增加的大背景下是

很不容易实现的，这也需要包括“十四五”规划在内的接续性规划做出有针对性的适当安排。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断探索实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已经成

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政府进行治国理政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制度机制。而生态文

明建设由于它自身的特点更需要借助于这种五年规划或中长期远景目标的制定实施，来实现有意

识地社会政治动员。甚至可以说，“规划”理应成为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直接的有计划组织形式。也正因为如此，从现在起民主而科学地制定好“十四

五”规划、民主而科学地贯彻实施好“十四五”规划，都显得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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