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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

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这

是基于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战略部

署以及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

现代化本质要求作出的重大判断，可从

以下4个方面理解。

第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

碳化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高质量

发展是绿色发展成为普遍形态的发展。

我国作为 14 亿多人口的大国，资源能源

约束紧、环境容量有限、生态系统脆弱

是基本国情。要整体迈入现代化，高耗

能 、高 污 染 、高 排 放 的 模 式 是 行 不 通

的。我国现有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

构偏“煤”，并且未来能源资源需求仍会

保持刚性增长，2021 年我国居民人均用

电量约 830 千瓦时，明显低于美国、日本

等主要发达国家水平。产业和能源结构

向绿色低碳转型压力较大，碳达峰碳中

和时间窗口偏紧。必须改变大量生产、

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粗放型生产模

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在资源高效

利用和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基础之上。

第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

化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是当今时

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最有前

途的发展领域。从世界范围看，绿色低碳

转型是经济结构升级的新方向，孕育经济

增长新空间，我国在这方面的潜力也相当

大。从我国近年的发展态势看，一方面，

绿色转型正在重构以要素低成本优势为

特征的传统生产函数，推动产业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形成许多新的增长点。

比如，我国风电、光伏等绿色产业蓬勃发

展，风电和光伏发电制造业产能、新增和

累计装机规模近10年持续高速增长。另

一方面，我国巨大的传统产业绿色升级改

造需求和绿色消费需求正在催生世界上

规模最大的绿色市场。比如“十三五”时

期我国共建设 2000 多家绿色工厂和 170

余家绿色工业园区，绿色消费规模逐步扩

大，2021年新能源汽车销量世界第一。总

的看，绿色产业正在孕育新技术、催生新

业态、创造新供给、形成新需求等方面发

挥巨大作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绿色

发展动能。

第三，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

碳化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

境需要的必然要求。高质量发展是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人民的基本需要在发生深刻变化，不

仅包括物质财富、精神财富需要，还包括

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生态环境在人民生

活幸福指数中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必须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发展

绿色低碳产业，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

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人

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努力实现生

态保护、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

第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

碳化是实现安全发展的有力保障。我国

是全球最大的初级产品消费国，原油、

天然气、铁矿石、铜、铝等能源资源对外

依存度高，进口来源地集中，保障供给

安全风险大。高质量发展是资源使用效

率高的发展。在供给端注重“开源”、大

力发展新能源的同时，特别要在需求端

做到节约集约，注重“节流”，实施全面

节约战略，以缓解能源资源供求缺口的

压力，降低进口依赖度和供应保障安全

风险，确保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不会由于

能源资源供应跟不上而被打断。

按照党的二十大部署，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绿色化、低碳化离不开三大关键支撑

的完善和加强。一是完善支持绿色发展

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

系；二是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

系；三是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和推

广应用。要通过做好这些工作，牢牢把握

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这一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

调，“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

这是我国资源环境领域一项重大的、基础性

的机制创新，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环境要

素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一项重要制度改革，

对于提升资源环境要素优化配置和节约集

约安全利用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第一，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是运

用市场化机制优化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

九次集体学习时提出，“推进排污权、用能

权、用水权、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资源

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是指，在政府设

定总量管理目标和科学初始分配配额基础

上，由各市场主体以实际使用或排放额同

初始配额之间的差额余缺为标的，对于排

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等重要资

源环境要素开展市场化交易的一整套制度

体系。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

系，有助于形成各类市场主体内在激励和

约束机制，对于改善环境质量、节约利用资

源、推动技术进步具有很强的杠杆效应。

第二，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

体系具有现实紧迫性。我国资源相对短

缺，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水

资源严重短缺，能源资源对外依存度高。

“十三五”时期，我国能源资源粗放利用问

题较为突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约为

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经合组织成员国平

均水平的3倍，加之我国仍然处于工业化、

城镇化快速推进期，未来能源资源消费还

会持续增长。通过市场化交易将资源环境

要素价格显性化，成本收益内部化，将产生

重要影响：一是有助于在全社会树立资源

环境有价的理念，增强“节约有收益、浪费

有成本”和“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收益”的集

约低碳发展意识；二是有助于推动节能降

碳相关技术、管理、制度创新，推动市场主

体根据自身节能降碳边际成本，以市场化

交易形成的资源环境要素价格为指引，主

动调整生产模式，促进技术进步和管理水

平提高，带动和扩大相关社会投资；三是相

比于行政分解式、命令控制型的资源环境

要素管理模式，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交易

更为“柔性”，可以提高资源环境权益在不

同部门、行业、地区之间的配置效率，将有

限的指标动态配置给使用效率更高的主

体，降低全社会节能降碳成本。

第三，我国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

已取得积极进展。排污权方面，目前全国已

有28个省（区、市）开展了试点，截至2021年

12月，全国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总金额

达到245.15亿元。用能权方面，目前我国在

浙江、福建、河南、四川开展用能权交易试

点，履约行业主要包括钢铁、化工、有色等高

耗能行业。用水权方面，2016年设立中国

水权交易所，到2021年底累计完成用水权

交易2113单、交易水量34.97亿立方米。碳

排放权方面，全国碳市场自2021年7月上线

以来，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2162家，

年覆盖约4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交易价

格稳中有升，成为全球覆盖排放量规模最大

的碳市场。与2012年相比，2021年我国单

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二氧化碳排放、水耗

分别下降了26.4％、34.4％、45％，主要资源

产出率累计提高了约58％，碳市场覆盖范

围内碳排放总量和强度保持双降趋势。能

够取得这些成效，相关市场化交易制度的建

立健全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第四，不断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

配置体系。总的看，我国对资源环境要素

配置的行政性管控仍然较多，市场化、激

励型办法需要不断健全强化。下一步，需

要从5个方面着力：一是要强化总量刚性

约束，优化完善配额分配方法，做到科学

合理，体现奖优罚劣；二是要逐步扩大市

场覆盖行业范围，丰富交易主体、交易品

种和交易方式；三是要推动数据标准统一

规范，加强数据质量监管力度和运行管理

水平；四是要健全交易制度和技术规范，

完善确权、登记、抵押、流转等配套管理制

度；五是要持续加强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建

设，加强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强

化法治支撑和保障等。通过不断健全资

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充分发挥市

场化交易的价格发现和优化配置功能，助

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

（据《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

7878、、为什么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为什么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

7979、、如何理解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如何理解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