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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到现代化经济体系,明确要求“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

系冶。 阐释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本质内涵,中国建设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经济

体系的发展现状与现实意义,指出在产业体系、分配体系、区域发展、技术创新、政策制度方面存在的问

题,强调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迫在眉睫,既是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根本方向,也是国内外发展的大趋势。
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路径的相关建议,即完善顶层设计,筑
牢保障支撑,从经济体系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环节着手,强化运行环节,以助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具体体现为:(1)在生产环节,从源头和全过程降低资源消耗,降低污染物排

放,实现减量化、资源化和再利用;(2)在分配环节,坚持市场在配置资源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让市

场来左右交换与分配;(3)在交换环节,加快谋划构建“通道 + 枢纽 + 网络冶流通格局,促进资源交换

的绿色低碳循环高效;(4)在消费环节,多渠道、多种形式宣传绿色、低碳消费理念,推动绿色生活方式

和消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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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时强调:
“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资源环境生

态问题的基础之策。冶淤2021 年 3 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我国将在 2035 年建成现代化

经济体系,并提出了单位 GDP 能源消耗降低、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降低、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地表水达到或好于芋类水体比例和森林覆盖率 5 项约束性指标于。 为了实现

绿色低碳发展,我国将在 2030 年之前碳达峰,预计到 2025 年,单位 GDP 能耗比 2020 年降低

13郾 5% ,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比 2020 年降低 18% ,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从 2020 年

的 15郾 9%提高到 20%左右盂。 2021 年 4 月 30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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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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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生态环境持续改

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冶淤

笔者认为,在此背景下,深刻理解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本质内涵,我国应从

经济体系的运行环节入手(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换节)制定相应政策措施,以推动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对力争于 2030 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

前实现碳中和冶目标,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本质内涵

我国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清洁能源需求旺盛的现实情况,绿色化、低碳化和循环化已经成为

新时代发展的主题词,而从本质上看,绿色、低碳和循环则拥有相同的系统观和发展观[1]。 绿色强调

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是资源环境压力和社会公平约束下的发展模式和广泛共识,是低碳和循环发展

的终极目标,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形态;低碳是为应对或缓解全球气候变化而提出的经济发展模

式,主要瞄准减少碳消耗和碳排放,属绿色发展的重要部分和循环发展的实现路径,是经济社会发展

的标准;循环则强调资源的利用效用,其核心是资源节约和生态经济的良性,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式

或手段。 但是,低碳经济如果没有与绿色、循环发展相联系,就可能诱发新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而
循环经济不仅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更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方法论,贯穿于绿色、低碳发展中,三者相辅

相成。 绿色、低碳和循环发展是在自然资源基础之上,并且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形成的科学发展体

系[2],当三者成为一个整体后,就不再单独强调某一方面,而是突破生态约束和资源瓶颈的一种新的

发展理念。 因而,绿色、低碳和循环发展并不是三者的简单叠加,而是三者的有机结合、协同推进以破

解资源环境约束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时也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以自然约束条件为基础(资源承载力和

生态环境容量),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最终目标,依托产业协同,推进供需协同,实现资源环境与

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高级发展模式。 事实上,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和循环发展有着共同的发展目

标———提倡资源节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实现长远的可持续发展。
阿瑟·林德贝克(Assar Lindbeck,1977)最早提出经济体系是在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内用于决

策和贯彻有关生产、收入和消费等方面政策的一套机制和制度,是诸多经济制度的集合,是规范经

济过程基本轮廓的制度框架等,并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活动,而是包含经济要素、制度因素及其关

联关系的有机整体[3]。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后,国内研究学者针对建立

现代化经济体的逻辑依据、具体建设任务、建设重点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 王一鸣(2017)通过

梳理中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阶段的基本状况,提出了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等实现现代化经济体系建立的关键点[4];刘世锦(2018)认为,我国建立现代化经济体

系重点就是要推动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提出要重视创新环境的建设,以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5];何立峰(2018)通过分块总结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重点任务及其支撑体系,提出

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相关措施[6];高培勇(2019)指出,我国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不是重新构造一个新的体系,而是经济体系的一种转换过程[7],并与绿色、低碳和循环

发展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和逻辑关联。 可以说,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绿色低碳发展的经济体系。 一方

面,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作为突破生态约束和资源瓶颈的一种新发展理念,能够产生整体大于部分累

计的系统效应;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与传统经济体系有着本质的区别。
传统经济体系是解构性碎片化的,虽然在经济上是正值,但是在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上是负值,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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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两者相抵,常常表现为负值,从而诱发某种程度的生态环境和人类本身亚健康,进而进入恶性循

环的怪圈(表现出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攫取性)。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则是建构

性系统化的,不仅在经济上是正值,在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上也是正值,并且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

中,不再是污染后的末端治理,而是内生的源头治理,表现为生态整体主义的协调性。
因此,中国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指导,遵循有机联系的生

态法则,从经济发展的内生力量解决资源紧缺、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等问题,获得经济、生态与社会

效益并重与优化的经济体系,也是提高人类经济与生态福祉、促进社会公平、降低生态稀缺与环境

风险的经济体系,更是有质量有效益且拥有包容性与普惠性的经济体系。

二、中国建设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发展现状

马克思在《掖政治经济学批判业序言》中指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

同要素之间的一定关系。冶 [8]简单地说,人类社会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生产起决定性作用,分配和交换

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纽带和桥梁,对生产和消费有着重要的影响,消费是物质资料生产过程的最终目

的和动力。 生产对分配、交换和消费主要决定着它们的对象、水平和解构、具体形式以及社会性质,分
配、交换和消费也会反过来作用于生产(如适应生产的分配方式、自身发展反向促进生产发展等);分
配的方式更大程度上从制度上体现了对资料、劳动力等的约束;而交换则是直接生产及联结生产、分
配和消费的中间环节的流通保障。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再生产理论阐述了国民经济的两

大部类(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消费资料的相关部门或行业) [9]。 国内外相关学者[10]在马克思两大部

类划分的基础之上,探讨了国民经济的三大部类划分问题,把包括知识、技能和各种服务在内的非物

质资料及其生产部门称为第三部类[11]。 事实上,人类社会在经济体系中三大部类中相关部门的经济

活动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无论是从生产资料的生产活动,还是消费资料的生产活动,包括第三

部类中的相应生产经营活动,均体现了经济体系的整体联结性。 此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环境

下的经济体系还体现在不同层次的经济运行,如国家整体层面的经济体系,区域层面和省级层面的经

济体系,不同层次的经济体系运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可见,经济体系是具有多环节、多部类(部门)
和多层次等复杂性特征的有机整体系统,其四个环节作为一个能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
且关系和地位从整体性和系统性上均吻合了经济体系的和运行机理。 因此,本文将侧重于从四个环

节切入,进而分析中国建设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现实意义及实现路径。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我们建设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将会在

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大环节中,实现整个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最大化,即绿色低碳循环定会贯穿

于经济活动的四大环节中,并通过四大环节实现发展的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实现源头、过程和产

出全生命周期的绿色低碳循环,最终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生态平衡。
(一)中国是世界发展格局中最大的环节主体

本文综合目前国际社会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预判,无论是在经济体系的生产环节、分配环节,
还是在流通和消费等环节,中国都将会是世界发展格局中最大的环节主体。

1郾 生产环节

我们可通过体现生产环节的相应数据看,我国经济实力在世界上已经迈上了一个更大的台阶。
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按购买力平价 2017 年国际元价格各国 2020 年 GDP 基础数据淤,我国国内生

产总值(GDP)由 1990 年的 1郾 6 万亿国际元上升至 202O 年的 23郾 0 万亿国际元(远远超过了美国的

19郾 8),相当于 1990 年的 14郾 4 倍,预计将由 2020 年的 23郾 0 万亿国际元上升至 2025 年的 30 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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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元;同时,我国 GDP 占世界比重从 1990 年的 3郾 2%上升至 2019 年的 17郾 3% 。 2020 年,我国经

济保持正增长(为 2郾 3% ),世界经济负增长(为 - 3郾 3% ),并且 GDP 占世界总量比重达到 18郾 5% ,
之后将持续上升,至 2025 年达到 20%以上。 事实上,在 2019 年,我国水能、风能、太阳能发电装机

容量占世界比重分别达到 30郾 1% 、28郾 4% 和 30郾 9% ,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绿色能源之国淤。 本文

在此基础上预计,我国将会很快在世界分工体系内成为最大的生产端。 目前,我国已有比较强的产

业基础、技术能力,如在绿色领域的创新中,中国企业、中国产业将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12]。
2郾 分配和消费环节

我们通过体现分配环节和消费环节的市场规模看,中国市场规模已经愈加强大。 2020 年,我国中

等收入人群已达到 5郾 6 亿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 40%;居民最终消费支出(2017 年国际元)占世界

比重迅速上升,从 1995 年的 3郾 4%上升至 2019 年的 12郾 7%,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居民消费国。 据预计,
我国最终消费支出(现价美元)占 GDP 比重将从 2019 年的 55郾 4%提高至 2025 年的 58%,力争 60%,
并且占世界比重将从 12郾 4%上升至 2025 年 15%。 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看,我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

消费品市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 2015 年的 28郾 7 万亿元上升至 2019 年的 41郾 2 万亿元,名义增长

了 43郾 6%,预计到 2025 年将超过 55 万亿元以上。 若按世界银行提供的购买力平价私人消费转换因

子(2019 年为 4郾 176)计算,我国人均每日消费支出从 2019 年的 19 国际元提高到 2025 年的 25 国际

元,更加显示了 14 亿中等收入消费者的世界超大市场规模效应。 这不仅直接带动我国国内消费品生

产需求,而且也直接带动对世界消费品进口的需求,从而更加凸显“中国市场冶的溢出效应于。
3郾 交换(流通)环节

我们通过能够体现交换(流通)环节的相应数据看,并依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 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13]可知,中国在国内外流通方面都将大幅提升。 2019 年,我国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 42 802 亿元,增长 7郾 1% ;全年货物运输总量 471 亿吨,货物运输周转量

199 290 亿吨公里;同时,全年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140 亿吨,货物进出口总额 315 505 亿元。 其中,
我国在 2019 年出口 172 342 亿元,增长 5郾 0% ;进口 143 162 亿元,增长 1郾 6% ;货物进出口顺差

29 180 亿元,比 2018 年增加 5 932 亿元。 早在 2010 年,中国就成为世界最大的国内投资市场。
2019 年,中国占世界总量比重高达 26郾 9% ,相当于美国比重(19郾 6% )的 1郾 36 倍;预计至 2025 年,
占世界比重将超过 30% 。 可以预见,一方面,我国国内流通环节的规模和质量都将大大提升,成为

世界最大的贸易体;另一方面,也将在国际流通方面成为最大的环节主体。
(二)中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经济体系本身除了涵盖经济活动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环节,也包括经济建设领域的产业

体系、市场体系、分配体系、区域体系、开放体系、技术体系、政策体系等各个方面(详见图 1)。 但

是,我国目前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依然面临着诸如产业体系薄弱、分配体系不公、区域发展不协

调、技术创新度不足、政策制度不完善等。
1郾 调整产业布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的实际需求直接影响了国家的整体产业布局。 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

阶段,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同时受到历史环境因素影响和技术水平限制,产业布局不合理等问题也

比较突出。 在过去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体系中的产业布局为了适应当时经济高速增长发展的需

求,不同区域内的产业分布情况不仅差异性极大、相对分散,而且无法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正向的溢

出效应。 因而,我国改革初始选择的产业布局已无法匹配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实际需求。
2郾 完善经济体制

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发展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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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摇 经济体系的运行机理

相应行业垄断和区域壁垒保护现象依然存在,整体依然呈现出要素市场发展相对滞后,政府和市场

的亟需完善处理,政府职能和市场具备的功能等边界问题依然不足够清晰,社会整体管理和公共服

务职能体现不足,就业环境和相关压力较大,社会保障的提升空间较大,传统经济体制的循环发展

影响较深等。 因而,我国相关部门如何快速适应新发展阶段,突破传统经济体制的束缚,已成为社

会发展备受关注的问题。
3郾 改变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不同区域空间和自然禀赋的差异

性,国家根据当时的发展阶段情况和发展需要,不同区域的政策倾向同时也受到传统经济制度的影

响,包括提出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不同区域间梯度发展推进策略等,直接或者间接的导致了区域间

发展的协同度较差,而且在政府强和市场弱的整体环境下,形成了相关行政壁垒,相应的制度保障

落实不到位,均加剧了区域间的平衡协同发展程度。 由于不同区域行政体制的划分直接促使了不

同空间的市场分割,因而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配置也受到严重影响。
4郾 扩大整体经济开放格局

21 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推动形成了非常庞大的经济体,整体经济规模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国家开放格局亟需扩大,经济建设领域的相应体系和经济活动的不同环节实现全面协同

发展的难度越来越大,传统经济制度下选择的发展模式和实现路径,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国
家整个经济体系实际运行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 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贸易体,也是 120 多

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 “十四五冶规划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淤。 我国如何真正实现双循环格局,完善开放体系,推动国家全面进入世界舞

台中心,依然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

三、中国建设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现实意义

(一)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根本方向

我们要建设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是获得经济、生态与社会效益并重与优化的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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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这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阐述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理论构成、组成要素、发展目标和基本任务不

谋而合。 因此,我国绿色、低碳和循环发展都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应有之义,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既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价值引领和“硬约束冶,又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商机和发展动力。 从某

种意义上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谋求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新经济体系,也是新

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经济体系。 2021 年 4 月 2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领导人

气候峰会,并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讲话[14],强调将生态文明理念和生

态文明建设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中国,要坚持走生态

优先、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二)建设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迫在眉睫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冶 [15],将其作为中国生态文明建

设的核心,从源头上和整体上的全过程充分利用资源、减少排放、有效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彻底转

变经济领域传统发展方式和模式的经济体系。 在此过程中,我国围绕的主题其实就是资源使用问

题,如土地、能源、矿产、水和气候等,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 根据国际能源署( IEA)测算,
1990—2019 年,传统化石能源(煤、石油、天然气)在全球能源供给中占比近八成淤,清洁能源占比

很小。 因而,我国如何推动能源供给侧的全面脱碳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

新发布数据[16]显示,2020 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已达到 49郾 8 亿吨标准煤,煤炭消费量增长 0郾 6% ,
原油消费量增长 3郾 3% ,天然气消费量增长 7郾 2% ,电力消费量增长 3郾 1% 。 其中,我国煤炭消费量

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56郾 8% ,比 2019 年下降 0郾 9 个百分点;同时,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

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24郾 3% ,重点耗能工业企业单位电石综合能耗下降 2郾 1% ,每千瓦时火

力发电标准煤耗下降 0郾 6% 。 2020 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 1郾 0% 。 2020 年

末,全国发电装机容量 220 058 万千瓦,火电装机容量 124 517 万千瓦,占发电装机总容量的

56郾 6% ,增长4郾 7% ;水电装机容量 37 016 万千瓦,占发电装机总容量的 16郾 8% ,增长 3郾 4% ;核电装

机容量4 989 万千瓦,占发电装机总容量的 2郾 3% ,增长 2郾 4% ;并网风电装机容量 28 153 万千瓦,占
发电装机总容量的 12郾 8% ,增长 34郾 6% ;并网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25 343 万千瓦,占发电装机总容

量的 11郾 5% ,增长 24郾 1% 。 综合来看,由于我国清洁能源发展的空间依然很大,所以建设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应首先从产业和能源结构优化调整着手,转变发展观念,抛弃依赖投资

高碳项目刺激经济的模式,将投资转向支持绿色、低碳、循环等且有更大发展空间的项目。
(三)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是国内外发展的大趋势

目前,全世界约有 50 个国家实现了碳达峰,其排放总量占到了全球排放的 36%左右。 20 世纪

90 年代,欧盟基本上实现了碳达峰,峰值为 45 亿吨。 美国碳达峰时间为 2007 年,峰值为 59 亿吨。
当前,全球有超过 120 个国家和地区提出了碳中和的目标,覆盖了全球 75%的 GDP、53%的人口及

63%的碳排放[17]。 因而,国际社会就实现迈向碳中和的目标已达成共识,并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

的大趋势。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测算,若人类社会实现《巴黎协定》2 益控温

目标,全球必须在 2050 年达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即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等于其通过植树等方式

减排的抵消量;在 2067 年达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即除二氧化碳外,甲烷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与抵

消量平衡于。 2019 年 12 月,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欧洲绿色协议》 [18] 重点强调,希望能够在 2050 年

前实现欧洲地区的“碳中和冶,并通过利用清洁能源、发展循环经济、抑制气候变化等,构建经济增

长与资源消耗脱钩、富有竞争力的现代经济体系;2020 年 3 月 11 日,欧盟发布新版循环经济行动

计划[19],核心内容是将循环经济理念贯穿产品设计、生产、消费、维修、回收处理、二次资源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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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命周期,将循环经济覆盖面由领军国家拓展到欧盟内主要经济体,帮助欧盟实现经济现代化

等。 2021 年 2 月 22 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

见》 [20],这是立足于基本国情和国际形势、面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做出的战略选择的具体推动措施,
也是对目前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实现碳达峰及碳中和等需求的切实回应。

四、中国建设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路径

我国建设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种发展状态,代表了经济体系追求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的一种发展目标和方向。 基于此,我们可以将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界

定为,一项复杂、系统的整体性工程,是一种绿色、高效、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生态平衡的经济运行发展方式,能够通过生产方式的变革、技术创新的革新、制度创新的顶层设计和

消费理念的根本转变等,使得经济体系最大限度的高效利用资源和付出最低限度的环境代价,注重绿

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的全面协调发展状态。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第十七次会议时指出,“全方位全过程推行绿色规划、绿色设计、绿色投资、绿色建设、绿色生产、绿
色流通、绿色生活、绿色消费冶等。 为中国建设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指明了方向淤。
2021 年 4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站在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冶 [21]

(一)完善顶层设计,助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我国应全面开展高质量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规划、制度建设和政策设计,大力推动绿色治理,
即绿色发展能力和绿色发展战略[22];推动绿色标准体系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快速进行,形成全面

系统的绿色标准体系,加快标准化支撑机构的全面建设和绿色产品认证制度建设,加强绿色领域统

计监测,健全绿色检测制度等;并积极开展绿色建筑行动,实施绿色建筑全产业链发展计划,继续着

力发展壮大绿色建材产业规模,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深入贯彻落实《绿色建筑创建行动方案》于,
推动新建建筑全面实施绿色设计,全面提升建筑建设底线控制水平,推动绿色建筑标准实施和绿色

建筑立法。 我国应完善星级绿色建筑标识制度,建立全国绿色建筑标识管理平台,提高绿色建筑标

识工作效率和水平;提升建筑能效、水效水平,推动绿色健康技术应用;推动绿色建材应用,加强绿

色建筑科技研发,积极探索 5G、物联网、人工智能、建筑机器人等新技术在工程建设领域的应用,推
动绿色建造与新技术融合发展,推动绿色建筑新技术应用。

(二)筑牢保障支撑,保驾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我国应逐步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法律规范与标准体系,全面推行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制度,完善政策支撑体系;加强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财税政策支持

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充分发挥政府财政投入和税收政策对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杠杆和指导作用,构
建绿色监测评估体系,健全政府绿色采购制度和绿色技术转移转化市场交易体系;加强绿色技术创

新基地平台建设,坚持完善机制,创新政府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管理方式;逐步完善绿色技术创新成

果转化机制,完善绿色标准和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扩大绿色投资;加快推动绿色金融立

法和标准体系建设,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建设,进一步发展绿色信贷,引导证券市场支持绿色投资,加
大对绿色产业、生态项目的投融资支持;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

制,严格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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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运行环节,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活动需要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

衔接,从而实现循环流转。冶 [23]因此,我国要建设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还系应贯通生

产、分配、交换(流通)、消费各环节,持续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用地结构和农业投入

结构等,全面推行绿色生产、绿色交换(流通)、绿色分配和绿色消费,以推动形成经济效益好、社会

效益足和环境效益高的经济社会。
我们应在生产环节上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产业上下游、企业产供销有效衔接,注重考

虑农业、工业、建筑、商贸服务等领域的清洁生产,培育以低碳为特征的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循环式

组合,从源头和全过程降低资源消耗,降低污染物排放,实现减量化、资源化和再利用,形成链接循

环的产业体系;在分配环节上,要始终坚持市场在配置资源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让市场来左右

交换与分配,体现公平;在交换(流通)环节上,以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畅通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谋划

构建“通道 +枢纽 +网络冶流通格局,促进资源交换的绿色低碳循环高效,统筹推进硬件和软件、渠
道和平台建设,大力推进绿色交通建设,推动流通降本增效提质,强化交通运输节能,以运输结构优

化、装备技术革新、运输效率提升为重点,着力调整交通运输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发展公共交通、
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发展等;在消费环节上,多渠道、多种形式宣传文

明、节约、绿色、低碳消费理念,推动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鼓励购买节约资源型产品(节能节

水产品和节能环保型汽车等),降低或抑制不合理消费(一次性用品、过度包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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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忆s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with Green and Low鄄Carbon Circular Development:

Realization Path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L譈 Zhichen1,3, HU Angang1,2,3

(1.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 National and Global Governance Institut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3.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irst
mentioned the modern economic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it clearly pointed " to establish and
strengthen the economic system with green and low鄄carbon circular development. " In this
context, this paper will be explaining the essence of the economic system with green and low鄄
carbon circular development, and analyzing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it.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improve the top鄄level design and
solidate the supportive base, starting from the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exchange and
consumption of the economic system; strengthen the operation phase ( in the production phase,
reducing resource consumption from the origin and the whole process, reducing pollutant
emissions, recycling and reuse ); in the distribution phase, the market should play a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let the market decide the exchange and
distribution; in the exchange phase, mor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o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ng
the circulation pattern of " channel + hub + network" , and promoting the green, low鄄carbon,
circular and efficient resource exchange; in the consumption phase, the concept of green and
low鄄carbon consumption should be publicized through various channels and forms to promote the
green lifestyle and consumption mode, so a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economic
system with green and low鄄carbon circular development.
Key word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green and low鄄carbon circular development;
economic system; carbon peaking; carbon neut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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