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２１卷 第４期
２０１８年７月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１Ｎｏ．４
Ｊｕｌ．２０１８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２－７８３５．２０１８．０４．０１９

“绿水青山”理念的绿色分工演进与

实践路径①

彭文斌１，胡孟琦１，路江林２

（１．湖南科技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２．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摘　要：“绿水青山”理论作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之一，其孕育形成具有深厚的思想渊源和坚实的理
论基础。通过对“绿水青山”理论的思想渊源和两种范式下生态环境观的比较分析，归纳出“绿水青山”理论的思想内涵

的三个方面：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重新定义了生态环境的价值；绿色转型的基本出路在于绿色分工演进。

因此，在分工视角下构建“绿水青山”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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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绿水青山”理念的思想内涵
对于“绿水青山”理论的基本内涵，目前学术

界并未完全达成共识，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提出

自己的理解。有些学者认为“绿水青山”理论是

对绿色经济或者绿色发展的新阐释，有些学者认

为它是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的辩证统一，还有

些学者认为它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理念等

等①②③。这些内容充分反映了“绿水青山”理论

所包含的生态环境要素、物质财富要素、绿色发展

方式和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等丰富的内容，加深了

我们对“绿水青山”理论思想内涵的认识。但是，

从分工视角来看，无论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全

球的经济发展，现在都普遍面临着长期性的经济

结构问题，尤其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的分

工结构问题。鉴于此，本文在吸收目前大多数学

者对“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基本内涵探析的

基础上，对“绿水青山”理论的思想内涵从分工视

角进行拓展，认为“绿水青山”理论可以从３个方
面进行理解：（１）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

则；（２）重新定义了生态环境的价值；（３）绿色转
型的基本出路在于绿色分工演进。

首先，“绿水青山”理论是构成新时代生态文

明建设的基本原则，充满遵循自然规律和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思想，充分体现了对生态

环境保护、民生福祉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

关注，具有鲜明的新时代烙印、理论价值和现实意

义；其次，“绿水青山”理论不再单纯将生态环境

看作是投入要素，而是将它看作经济发展的目标

以及人们现实生活的需要。从直观意义理解，

“绿水青山”代表良好的生态环境，“金山银山”代

表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丰富物质财富。由此来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将“绿水青山”视作承

载人类一切生存和发展活动最基本的财富，极大

提升了“绿水青山”的财富价值。最后，“绿水青

山”理论昭示绿色转型的基本出路在于推动绿色

分工演进。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主要是由传统的

黑色分工和低技术所造成的，改变这种局面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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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在于政府主导的绿色转型，以使经济结构不断

逼近绿色完全分工模式。

二　“绿水青山”理念的分工演进
（一）从黑色分工到绿色分工的绿色转型

如前所述，在黑色分工向绿色分工转型的过

程中，如果政府无所作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

生产者依据“成本－收益”原则进行决策，分工演
进的均衡结果将是黑色完全分工结构或者黑色－
绿色混合分工结构，经济发展的路径就是“环境

库兹涅茨曲线”所指明的“先污染，后治理”之路。

在黑色分工结构中，黑色产品交易效率的提高有

助于传统产业就业、市场容量、贸易依存度以及人

均真实收入、污染技术进步等经济发展不同侧面

的同时提升，实现经济发展的数量扩张，但会带来

生态环境质量的日趋恶化。由于大多数国家并不

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转为发达国家，因

此，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难以如愿实现好转，而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也面临巨大的生态环境约束，分

工结构只能锁定在黑色分工模式下无法自拔。

但是，根据杨小凯的研究，在分工演进的过程

中，交易效率对分工结构演变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交易效率的大小不仅决定分工的规模，也决定分

工结构演变的方向。而决定交易效率的因素，除

了基础设施条件、运输条件和城市化水平等交易

技术条件外，制度条件也是影响交易效率的重要

因素①。因此，对锁定在黑色分工结构下的广大

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制度成为破局的关键条件。

在绿色分工结构中，绿色产品交易效率的提高也

有助于绿色就业、市场容量、贸易依存度以及人均

真实收入、绿色技术进步等经济发展不同侧面的

同时改善，与黑色分工结构显著差异的是，此时能

够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质量的同时演进。此

时，经济发展不但不会造成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还会对恶化的生态环境进行改良和修复，实现

“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共赢。

（二）从绿色分工到“绿水青山”理念的演进

综上所述，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关键在于推动黑色分工模式成功转型为绿色分工

模式，而分工模式跳跃又取决于产品交易效率和公

众偏好水平的高低，这涉及到政府、市场、公众等多

主体的综合作用。由此，我们可以画出“绿水青

山”理论的分析框架（如图１），主要包括分工演进、
政府、市场、公众和经济发展等５个部分。在这个
理论分析框架中，政府、市场、公众都通过不同方式

激励黑色分工向绿色分工进行转型的分工演进，保

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的遵循，其落脚

点在经济发展（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图１　“绿水青山”理念的分工演进

　　（１）政府主导作用。政府主导是绿色转型和
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条件。通过政府正义秩序、

制度、政策影响交易效率，调节黑色分工和绿色分

工水平，推动结构转型和跳跃。作为组织化分工

１２１
①杨小凯：《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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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形式之一，政府的主要功能是提供良好的

市场交易秩序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①。在守护

“绿水青山”和创造“金山银山”的发展过程中，政

府理应发挥顶层设计的作用。一方面，政府需要

制定严格的绿色制度及政策体系，向生产者和公

众传递政府推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信

念与决心，让制度的刚性约束成为不可触碰的高

压线②，保证“绿水青山”理念内化为生产者和消

费者的内在遵循；另一方面，通过建立严厉的绿色

制度，实施严厉的绿色政策，包括污染排放标准、

控制排放额度等，调节绿色产品和黑色产品的交

易效率，培育和推进绿色技术、绿色产业的成长，

抑制黑色生产者的扩张，降低其与绿色产品同台

竞争的能力，从供给侧角度减少黑色产品的供给，

倒逼生产者进行绿色转型，促使分工演进由黑色

转向绿色方向转变。

（２）市场调节作用。市场调节是绿色转型和
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主线。通过市场机制调节生

产者的行为选择，引导生产、消费以及市场交易规

模，推动分工结构转型。“绿水青山”的理论框架

中，市场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集中表现在市场引

导生产者在追逐“金山银山”过程中自觉保护“绿

水青山”。亚当·斯密曾经指出，分工是经济发

展的源泉和动力，分工水平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

（即斯密定理）③。杨格发展了斯密的核心思想，

认为分工不仅取决于市场范围，而且市场范围取

决于人口规模和购买力，购买力又与生产力和收

入水平相联系，生产力水平取决于分工水平，从而

形成了“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市场规模又取决

于分工”的逻辑链条（即杨格定理）④。依照斯密

定理和杨格定理的逻辑，在政府的绿色制度和绿

色政策干预下，市场机制“无形的手”可以通过配

置资源影响分工水平，促使黑色分工模式向绿色

分工模式发展。市场机制引导消费者和购买力聚

焦于绿色产品，而非黑色产品，将有利于绿色市场

规模的扩张，进而有利于绿色分工水平的提高和

黑色分工向绿色分工的转型。围绕黑色分工向绿

色分工的绿色转型，政府除了制定和推动绿色严

刑峻法以外，还会作为市场的参与方之一，通过绿

色消费和绿色补贴拉动绿色产品需求和绿色技术

投入的增加，扩大绿色技术和绿色产品的市场规

模，形成示范效应提高绿色分工水平。这样，市场

机制“无形的手”将会引导更多的资金、劳动等要

素配置到绿色生产者和绿色产业，更多生产者和

消费者自觉转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

态文明建设之路。

（３）公众参与作用。公众参与是绿色转型的
重要动力。通过培育公众的绿色意识和监管意

识，影响政府、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偏好。在“绿水

青山”的理论框架中，公众参与也是重要的组成

部分。生态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作为反映公众对

生态环境的偏好和诉求的主要管道，能克服政府

主导功能和市场调节功能的不足，在许多方面发

挥市场和政府不可替代的作用⑤。偏好作为个人

对自身幸福和满足的追求而表现出来的对不同商

品的不同需求程度，主要受国别、民族、时代、政

治、文化、经济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而形成差异⑥。

公众对“绿水青山”的偏好会影响到政府和市场

对黑色分工和绿色分工的关注度及作用力。从保

证可持续发展和代际公平的目标看，增强生产者

和消费者对绿色技术和绿色产品的需求偏好是促

成这一双重目标实现的重要手段。依据相关环境

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利和义务依法理性参与环保活

动，有助于建立公众与政府的互信，促进政府与公

众合作参与守护“绿水青山”的建设。通过有效

的公众参与，充分表达公众对“绿水青山”等良好

生态环境的偏好以及对“黑山黑水”等生态环境

污染的厌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向政府以及

市场诸方（例如生产者和消费者）强化“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以此达到影响黑色产品

和绿色产品的交易效率以及分工水平，加快绿色

转型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速度与质量。

在政府、市场和公众三者的合力作用下，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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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结构由黑色分工模式跳跃到绿色分工模式，

绿色转型得以成功完成，实现“绿水青山”与“金

山银山”、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共生共赢的

经济发展。

三　“绿水青山”理念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

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

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

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①。在“绿水青山”理论框架中，政府、市场和公

众三者对绿色分工的深化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为新时代“绿水青山”的实践路径指明了方向。

因此，实践“绿水青山”的关键在于明确各主体对

于实现“绿水青山”的地位和作用，有效构建和实

施推动绿色分工深化的“政府－市场－公众”共治
体系（见图２）。

图２　“绿水青山”的实践路径

（一）完善“绿水青山”的制度建设，推动绿色

分工深化

“绿水青山”普惠的公共属性，决定了市场机

制对经济行为生态外部性调节的失灵，需要政府

干预，建设与之相适应的理念和价值追求以及完

善的法律保障②。因此，政府制定和实施守护“绿

水青山”相适应的绿色体制机制相当关键，其目

标在于提高绿色产品的交易效率、改善绿色分工

水平，抑制黑色产品的交易效率、降低黑色分工水

平，推动绿色分工深化，促进分工结构由黑色分工

模式向绿色分工模式进行绿色转型。具体可从以

下４个方面施策：（１）引导绿色政绩考核。实行
绿色新政，转变以往单纯以ＧＤＰ衡量经济发展的
评价机制，将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环境成本变化纳

入考核范围，推动绿色发展绩效纳入党政实绩考

核范畴。摒弃片面的经济增长观念，实行生态环

境保护的一票否决制。（２）强化生态环境责任追
究，健全领导干部生态责任终身追究制度。对政

府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导致严

重后果的领导干部终身追责。（３）提高生态补
偿。健全生态补偿制度，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和生态补偿制度，逐步将资源税扩展到对各种自

然生态空间的占用。既对生态服务或生态效益的

产品的提供者进行补偿，又要对保护生态环境的

行为予以补偿，并对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

予以控制、惩罚。（４）健全法律保障制度。发挥
政府的统筹规划作用，对不同的生态资源确定具

体的管理要求和措施，健全污染防治制度、环境损

害赔偿等法律保障制度。

（二）优化“绿水青山”市场环境，倒逼生产者

绿色转型

生产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微观主体，是“绿

水青山”保护与建设的重要力量。在“绿色青山”

理论实践中，需要为生产者构建良好的市场环境，

倒逼生产者进行绿色转型。一方面，发展循环经

济，增强对低质量经济的市场约束，走绿色经济发

展之路。推进绿色经济发展需要补足发展循环经

济中的短板③，倒逼生产者进行技术创新，促使生

产者应用高效的资源利用技术、清洁生产技和循

环利用技术。生产者不能局限于只满足当前经济

利益，而应以绿色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对可再生资

源在自然承载能力范围内开发利用；对不可再生

资源循环利用，降低资源消耗速度，积极探索可替

代的可再生资源进行生产，最大限度降低生产过

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加强外部性管

理，增强对生产者生产负外部性的约束，降低生产

对生态环境的负外部性。生产者应遵循经济与生

态平衡发展规律，遵循“谁污染，谁治理；谁受益，

谁承担成本”的基本伦理关系，在有效的环境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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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摘自２０１６年３月习近平考察青海的讲话，ｈｔｔｐ：／／ｅｎｖ．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１／２０１６／０３０３／ｃ１０１０－２８１６６９１０．ｈｔｍｌ。
王灿发：《论生态文明建设法律保障体系的构建》，《中国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陈帆，程为，曹晓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践与思考》，《环境保护》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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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和生态成本核算体系下，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营造“绿水青山”共享共护的氛围，提升

公众生态环境偏好水平

“绿水青山”具有普惠性，人人共享，人人受

益。“绿水青山”的保护与建设，不仅仅是生产者

的责任，公众生活也会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普

通居民有享受“绿水青山”福利的权利，同时也要

树立绿色生活理念，营造“绿水青山”共享共护的

氛围，提升公众对“绿水青山”的偏好，对“黑山黑

水”的厌恶，约束黑色分工演进水平及速度，激励

绿色分工演进水平及速度，实现“绿水青山”的全

民共享共造①。一方面，要畅通公众参与环境保

护决策的通道。建立覆盖环保行政许可各领域、

各层次的环境信息披露体系，建立公众参与环保

事务的有效机制，以保证公众对环境事务的有效

参与。另一方面，鼓励环境违法检举。公众有权

利、有义务对环境违法现象积极向环境执法部门

进行检举，实现环境保护全民监督。增强公众举

报环境违法行为的奖励力度，创新奖金领取办法，

举报到领奖匿名化，消除公众疑虑，最大程度上发

挥公众在“绿水青山”守护中的作用。此外，倡导

绿色生活、绿色消费，增强全民保护“绿水青山”

的环保意识、生态意识，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

风气。公众应践行节约消费，转变消费结构，降低

公众的物质消费需求，提高对精神文化的消费需

求，为实现全民保护“绿水青山”奠定广泛的群众

基础。

综上，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

展理念，充分发挥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中的

主导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

发挥公众的参与作用，大胆创新“绿水青山”的实

践路径，促进黑色分工模式转向绿色分工模式，不

断深化绿色分工水平，将使更多的自然生态成为

“绿水青山”，“绿水青山”的守护才能得到保障，

“金山银山”才能实现，人民福祉才能得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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