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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要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这需要解决

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平衡环境管制与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关系; 二是平

衡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三是平衡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美好环境

需求与广大人民群众长远利益的关系。 以全球、 历史大尺度看, 中国的工

业化是绿色的增长。 在当今世界尚未取得更尖端的颠覆性技术突破的前提

下, 从全球、 动态的眼光来看, 中国工业的快速发展实质上有利于保护环

境。 伴随中国环境管制强度不断提升, 中国工业企业表现出强劲发展能

力, 也有能力承受更加严格的环境管制政策。 我们也要认识到, 中国环境

管制强度提高必须逐步进行, 不能一蹴而就。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 公民环

境意识大幅提升, 保护环境的 “民意” 基础已经形成, 因而可以判断中

国已经而且必将继续走在绿色工业化道路之上, 助力实现中国和全球经济

的绿色发展与绿色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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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环境经济学是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现实背景下产生的。 自然环境在经历工业革

命的洗礼以及规模化开发利用之后, 虽然带来了经济快速增长和大量的资本积累, 但

同时也引发了环境污染、 资源破坏等一系列环境问题。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全

球工业化和城市化更是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与破坏。 虽然已有研究提出, 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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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 环境管制将有助于改善环境绩效水平、 提升企业竞争力, 实现经济增长与环

境保护的 “双赢” (Snyder et al. , 2003)。 然而, 在保证一定时期内经济持续稳定发

展前提下, 环境管制标准施加于各类产业时其能承受的压力是有限的, 经济发展与环

境保护双赢局面并不容易实现。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人们对环境保护与健康的需求

大幅增加。 在一定的工业发展阶段, 人们宁可承受较大的环境污染代价来换取工业成

就, 而到了工业发展的较高阶段, 环境的重要性变得越来越重要 (金碚, 2009)。 党

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 “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站在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①。 从理论研究角度, 环境管制可以推动改善环境与提

升企业竞争力, 即在环境管制强度不断提升的情况下, 企业为应对较高的环境排放标

准, 会通过降低经营成本、 技术创新等方式, 有效提升企业竞争力。 但事实上, 当一

国经济保持相对平稳的情况下, 环境管制对于不同产业发展的影响以及企业对于管制

政策的承受能力都是不确定的。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推动环境保护和工业发展齐

头并进、 协调发展, 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现阶段, 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

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逐渐降低, 如何利用更发达的工业技术来加速环境管制进程, 进一

步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双赢, 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

问题。 本文将通过全球化视角探讨我国绿色工业化道路的现实基础与前景, 创新我国

工业环境管制政策的新思路, 以期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目标提供参考。

二、 以全球、 历史大尺度看: 中国的工业化是绿色的实践

(一) 从长尺度的视角看: 工业发展从根源上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而不是破坏

环境

为了处理好工业化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相互关系, 必然要重视重污染行业对自然环

境的负面影响, 但也要认识到一旦没有了工业生产, 人类生产生活所带来的环境破坏

问题将有过之而无不及。 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 工业生产过程对环境的影响利大于

弊。 尽管初期的工业生产过程会对环境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但随着工业规模扩大、 技

术不断创新, 环境治理取得显著成效, 并创造了大量就业, 实现了劳动力从第一产业

向第二产业的转移。 因此, 工业发展有助于环境保护的机理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

一, 工业规模化发展加速资本积累进程, 在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求和提升生活质量的

同时, 挖掘出对环境保护的强烈需求, 且在一定资本剩余的基础上推动环境管制。 比

37

李　 钢　 张　 月: 全球视野的中国绿色工业化道路与前景

① 习近平 (2022):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如, 欧美等发达国家凭借较高的人均 GDP 及生活水平而将更多资源配置用于治理环

境。 第二, 工业规模化发展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与变革, 有助于减少企业发展带来的

环境污染及实现工业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第三, 工业发展推动劳动力产业间的转移,
通过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 使一大部分农业劳动力转换为工业生产力, 从而摆脱

长期依赖土地、 山林等自然资源的生产生活模式, 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业面源污染。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保护地西峡县的实

地调研, 西峡县作为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中部地区山区县, 2008 年 5 月被命名为

国家级生态示范县, 其较为严格的环境管制政策并未限制工业发展规模, 经济发展速

度与环境保护力度远超相邻的淅川县, 这主要归因于工业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 西峡

县大力发展工业, 推动产值高、 创税能力强的存量高耗能工业企业创新工业技术, 达

到较高的环境治理标准, 不仅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 为当地的环境治理与保护提供了

重要的资金保障, 也推动了地方环境治理进程。 调研过程中发现, 西峡县环境部门多

次强调上级政府对其生态补偿转移支付过少、 尚不能满足环境保护的资金需求, 很大

程度上要借助于地方财政开展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保护工作。
一方面, 西峡县政府强有力的财政基础支持发展绿色高效农业, 有助于减少农业

面源污染。 近年来, 中国环境污染防治的难点已从单纯的点源污染 (工业污染), 转

变为点源与面源相结合的工业、 农业及生活污染。 以西峡县的猕猴桃产业为例, 由于

猕猴桃从种植到产生效益要三至五年的投入期, 若没有政府的引导及扶持, 农民很难

进行长期的投入。 西峡县政府建设猕猴桃绿色农业生产基地, 出资购买了猕猴桃树苗

供农民种植, 搭建了供猕猴桃树生长攀缘的水泥桩和铁丝网, 为农民提供了较多的基

础设施和技术支持服务、 绿色补贴等。 因此, 绿色、 高效的农业生产模式减少了农药

化肥的使用, 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农业生产所带来的面源污染。 另一方面, 西峡县工业

发展吸纳了大量原本依靠山林资源和土地资源为生的农业剩余劳动力, 有效降低了对

农业生产资源和森林资源的破坏, 同时带动了收入相对较高的工业部门劳动力积极转

变能源消耗方式, 加速了清洁能源推广使用。
总的来看, 工业生产过程会对自然环境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但应从动态、

全局的视角分析, 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一定程度上是有助于保护环境与推动环境治

理的。
(二) 从全球化的角度看: 中国的工业化是绿色的实践

改革开放时期, 中国的工业化经历了粗放式增长阶段, 随着工业环境效率的

不断提升, 工业发展对环境的负面效应也在逐渐下降。 自 1986 年以来, 中国工

业能源效率得到大幅提升, 能源消耗强度 (单位 GDP 能耗) 呈现出持续下降趋

势, 从 1986 年的 13. 72 吨标准煤, 下降为 2015 年的 3. 31 吨标准煤 (1986 年价

格计) , 其仅为 1986 年的 24% ; 与 2012 年相比, 2021 年我国单位 GDP 能耗总体

下降了 26. 4% (见图 1) 。 中国工业化实践表明, 在当今世界尚未取得更尖端的

颠覆性技术突破的前提下, 从全球、 动态的眼光来看, 中国工业的快速发展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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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有利于保护环境的。 从这个角度上讲, 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走上了一条绿色化

的道路。

图 1　 中国工业能源强度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和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的数据整理

绘制。

相比之下, 欧美发达国家由于工业化时间较早, 生产线的建设标准较低, 工业生

产对环境保护的影响也普遍较高。 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对佛山一汽大

众公司的调研结果显示, 该公司作为外资合资企业对于汽车产品的生产经营环节很早

就全面实施了环境优先原则。 一方面, 针对车间的废气排放问题, 规划启动了废气排

放的标准化管理工作, 推广使用清洁能源, 且通过改造设备有效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

放。 另一方面, 全厂污水在经过深度处理达到国家相关污水再生利用标准后, 部分回

用于厂区绿化, 其余接入生产水池, 作为生产、 卫生间冲洗等用水, 污水处理站尾水

排入市政污水管网统一处理。
(三) 中国经济已走在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

包容性财富指数 (Inclusive Wealth Index) 最早由国外学者研究提出, 可通过国

家财富的人力资本、 生产资本和自然资本三者的量化加总得出①, 反映一国经济的富

裕程度及可持续发展能力 (UNU-IHDP and UNEP, 2012)。 因此, 通过计算中国包容

性财富指数也可以相对客观地评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1990—2010 年, 中国包

容性财富总值增长了 84. 7% , 年均增长率为 3. 1% ; 2010—2020 年, 中国包容性财

富总值增长了 186. 7% , 年均增长率为 11. 1% (见表 1), 人力资本和生产性资本已

开始成为中国财富增长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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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中, 人力资本反映劳动力的数量及质量; 生产性资本或物质资本包括基础设施和生产设备; 自然资

本包括矿产、 土地和渔场等自然资源。



表 1　 1990—2010 年与 2010—2020 年中国包容性财富指数变化情况

年份
总增长率

(% )
年均增长率

(% )
人力资本年均

增长率(% )
生产性资本

年均增长率(% )
自然资本

年均增长率(% )

1990—2010 84. 7 3. 1 2. 7 11. 4 - 0. 4
2010—2020 186. 7 11. 1 12. 6 13. 4 1. 2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李钢和刘吉超 (2014) 和孙金良等 (2023) 的数据整理得到。

通过对中国包容性财富指数的时空演化分析得出, 1990—2010 年, 全国各省份的

包容性财富总值均有所增长, 2010—2020 年全国各省份包容性财富和人均包容性财富

都实现了正增长, 表明全国各省级行政区域经济均已走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 同时,
《中国经济学人》 2016 年第四季度调查显示, 有 52%的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

已经 “脱钩”。 该次调查中, 我们调查了经济学人对当地经济增速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判断,
有 48%的被调查者认为其所在地区的经济增速与环境污染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有 20%的

被调查者判断两者呈反向相关关系, 还有 32%的被调查者认为两者的相关关系并不明显。
(四) 中美环境管制史表明中国吸取了世界工业化的经验与教训

美国环境管制政策演化过程经历了四个阶段, 且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其管制工具

和管制政策颇具代表性。 一是 20 世纪之前零散的地方型环境管制阶段, 二是 20 世纪

初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命令与控制型环境管制阶段, 三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

中期基于市场型环境管制阶段, 四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到 2004 年前后信息披露型

环境管制阶段。 美国的环境管制史表明, 一国环境管制的重点、 工具与强度都不能脱

离该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
1992 年以来, 我国的环境管制工作逐步进入可持续发展阶段, 环境管制方式和

政策法律体系日趋完善, 已经建立起一套以命令与控制型为主、 市场型为辅的环境管

制政策体系。 以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为例, 2002 年以来, 中国所设定的水污染排放控

制限值, 相较于发达国家已经不低, 且近年来仍在不断提高 (见表 2)。 这可以进一

步证明, 中国目前的环境管制标准已远超同一发展水平时期的主要发达国家。 但值得

关注的是, 现阶段造成环境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仍是企业污染难以得到有效控制, 市

场型和信息披露型环境管制手段在中国的应用范围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

表 2　 不同国家或地区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对比

参数 单位 中国内地 美国 新加坡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最高

允许

排放

浓度

二级

标准

日均值

二次处理标准

30 日

均值

7 日

均值

水道、
河道

标准

被控制

水道、
河道

标准

海湾、
港湾等

排放

标准

石油化学

专业区以外

之工业区

(不包括科学

工业园区)

流量大

于 250 立

方公尺

/ 日

流量介

于 50—
250 立方

公尺 / 日

流量

小于

50 立方

公尺 / 日

COD mg / L 100 125 100 60 — 100(80) 100 15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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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参数 单位 中国内地 美国 新加坡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最高

允许

排放

浓度

二级

标准

日均值

二次处理标准

30 日

均值

7 日

均值

水道、
河道

标准

被控制

水道、
河道

标准

海湾、
港湾等

排放

标准

石油化学

专业区以外

之工业区

(不包括科学

工业园区)

流量大

于 250 立

方公尺

/ 日

流量介

于 50—
250 立方

公尺 / 日

流量

小于

50 立方

公尺 / 日

BOD5 mg / L 30 30 45 50 20 40 30(25) 30 50 80

TSS mg / L 30 30 45 50 30 60 30(25) 30 50 80

PH 无 6 - 9 6 - 9 — 6 - 9 6 - 9 — 6 - 9 6 - 9 6 - 9 6 - 9

大肠菌群数 (个 / L) 10000 — — — — 10000 — 2000 3000 —

　 　 注: 表中 “—” 表示原标准中无此项参数或此参数项无数值, 括号内数值为平均值, 括号外数值为最大值。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 GB18918—2002 及各国家或地区水污染物排放标准整理所得。

在制定环境管制政策方面, 以美国为代表的环境管制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和地

区, 其管制历程和经验可以为中国的环境管制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借鉴, 中国适时

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管制政策, 有助于统筹规划我国的环境保护战略方向, 建立

健全环境管制的体制机制, 加速推进绿色繁荣。 在环境管制强度方面, 中国的环境

管制强度已远远超过了同期的美国, 且始终没有脱离绿色、 可持续的发展政策。 因

此, 进一步加大政府环境管制力度, 推动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建设, 提高公众参与

度, 对于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 中国环境管制

的重中之重是要保证各项政策能得到有效实施, “有法可依” 固然重要, 但关键还

要 “执法必严”。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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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环境管制目标

是生态文明建设, 只有协调处理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才能从根本上

实现 “既要金山银山, 也要绿水青山” 的目标。

三、 中国有能力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一) 中国环境管制强度不断提升

从实证测算来看, 将环境已支付成本占工业环境总成本的比重作为衡量环境管制

强度的指标, 可以得出我国环境管制强度不断提升的结论。 从社会公众对环境管制强

度的判断发现, 近年来, 我国环境管制强度也呈现持续上升趋势。 《中国经济学人》
2016 年第四季度调查显示, 有 86%的被调查者认为, 2010 年以来, 我国环境管制强

度呈现出逐渐加强的态势; 有 7%的被调查者认为我国近几年环境管制的强度基本保

持不变; 仅有 3%的被调查者认为我国环境管制的强度在逐渐减弱。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 ( IGDS) 2022 年第一季度的调研显示, 相对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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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对环境污染的重视程度按非常不重视到非常重视排序 (从 1 到 10), 有 75. 88%
的被调查者认为政府对环境污染的重视程度等级在 6 以上①。 由于行业技术特性的不

同, 环境管制强度的变化对不同产业的影响是不同的。 从已有研究来看, 2000 年以

来, 中国钢铁行业环境管制强度上升较为显著, 吨钢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不断下降

(见图 2)。 通过钢铁行业各污染物达标排放量的标准化值来看, 2000—2014 年吨钢

废水达标排放量处于不断下降趋势, 标准化值由 2001 年的 1 降到 2012 年的 0. 12, 降

幅最大, 说明环境管制标准强度对废水达标排放量的影响最为明显; 吨钢 SO2 达标排

放量变化稳中有降, 变动幅度虽然不大, 但整体上受到标准强度提升的影响; 吨钢烟

尘和粉尘达标排放量变化基本趋于一致, 总体上在波动中下降 (见图 3)。

图 2　 2000—2014 年钢铁行业环境管制标准强度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李钢和刘鹏 (2015) 的数据整理而得。

(二) 中国工业企业有能力承受更强的环境管制

综合考虑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全国各地区的环保执法力度, 提升环境管制强度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尚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目前, 中国工业发展能够承受更加严格的

环境管制, 但也需要进一步依靠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来推进污染治理技术的进步

(Liang and Dong, 2015)。 对于我国环境管制强度是否合适的问题, 《中国经济学人》
2016 年第四季度调查结果显示, 有 83% 的经济学人认为我国环境管制的强度太弱,
还需要继续强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 (IGDS) 2022 年第四季

度调研结果显示, 46. 7%的受访者认为当地政府对企业节能减污降碳管制力度一般,
分别有 8. 36%和 4. 24%的受访者认为当地政府对企业节能减污降碳管制力度较弱和

很弱。 可以看出, 近年来环境管制强度尚处于社会公众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且仍有较

大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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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 (IGDS), https: / / qywx. wjx. cn / report / 155411684. aspx。



图 3　 2001—2012 年钢铁行业吨钢废水、 SO2、 烟尘和粉尘达标排放量标准化值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李钢和刘鹏 (2015) 的数据整理而得。

强化环境管制政策对于中国宏观经济变量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 但仍在经济可接

受的范围之内。 利用包含 41 个部门的动态 CCE 模型模拟出 2010—2020 年环境管制

对中国经济的持续性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 2010 年强化环境管制后, 中国经济总产

出下浮了 1. 15% , 制造业就业量下降了 1. 87% 。 结合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可在经济景气度较高的时期加强环境管制。 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实证研究结果假定环

境管制强度提升是在一步到位的情况下, 实际情况中, 在加强环境管制政策的同时,
环境排放标准达标还需要 3—5 年的时间。 因此, 强化环境管制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冲

击程度会低于评估数据。

表 3　 环境管制对中国宏观变量的影响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20

总产出(% ) - 1. 15 - 1. 15 - 1. 15 - 1. 16 - 1. 16 - 1. 17 - 1. 22

价格(% ) 0. 64 0. 66 0. 67 0. 68 0. 70 0. 71 0. 79

投资(% ) 1. 63 1. 56 1. 51 1. 47 1. 43 1. 39 1. 24

制造业就业(% ) - 1. 87 - 1. 85 - 1. 83 - 1. 82 - 1. 81 - 1. 80 - 1. 74

出口(% ) - 1. 67 - 1. 68 - 1. 69 - 1. 70 - 1. 72 - 1. 73 - 1. 83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李钢等 (2012) 的数据整理而得。

此外, 优质的营商环境是国家经济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也是提高产业综合竞争力

的有力支撑, 有利于引导企业高效准确地执行环境管制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

绿色发展跟踪调查 ( IGDS) 2022 年第一季度对包容性营商环境的调查显示, 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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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9%的受访者认为影响营商环境最重要的因素是自然环境, 有 23. 89%的受访者认

为影响营商环境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家政策, 有 22. 26%的受访者认为影响营商环境最

重要的因素是市场化水平。 近年来, 环境管制对于企业营商环境的负面影响逐渐减

弱, 且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重要调节作用, 中国工业企业持续强劲的发展动

力也有效克服了环境保护的成本, 将更有能力承受较强的环境管制政策。 中国社会科

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2017 年对佛山市铝产业的实地调研显示, 当地最大的生产建筑

型铝材企业佛山坚美铝业发展初期实现了产业的规模化增长。 面对经济下行、 市场不

景气、 资金周转困难等不利局面, 铝型材行业的一些企业因经营不善而倒闭, 坚美铝

业充分发挥在铝材生产行业里多年的积淀与经验, 及时调整发展战略, 锁定 “系统

门窗” 这一朝阳行业, 实现从红海竞争中走向蓝海, 带动产量大幅提升, 单位吨铝

产值扩张了十倍甚至百倍, 有效化解了成本上升带来的不利影响。
(三) 中国工业环境管制强度提升应综合考虑成本和收益问题

从中国工业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 工业规模快速发展对于提升环境管制的收益起

到关键性作用。 环境管制效益乘数是指一单位环境治理投入可获得的环境效益值, 研

究测算出 1997—2007 年中国环境管制效益乘数总体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见图 4), 特

别是 2000 以后, 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 人均 GDP 不断提高, 单位污染物减排的

收益也加速攀升。 因此, 提升环境管制强度不但有社会合理性, 也有经济发展上的合

理性。
不同污染物环境管制效益乘数有显著的差距。 其中, 水污染的环境管制效益乘数

始终远大于废气①。 2001 年起, 废水的环境管制强度大幅提升, 水污染的环境管制效

益乘数在 2004 年达到峰值 90. 93, 废水的环境管制效益乘数估算总体会偏大, 主要

是由于废水环境损失不仅是由于当年的流量造成的, 而且也是由于往年排放的工业废

水在自然环境中的存量造成, 但并不影响分析结论。 同时, 对于大气污染的环境管

制, 1997 年提高废气环境管制得不偿失 (花 1 元钱进行环境管制仅能得到 0. 69 元收

益), 2004 年的废气环境效益乘数上升到了 1. 23, 在经济上更强的二氧化硫管制变得

合理, 因而强度也随之大幅提升。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公众对于环境监督的意愿不断增强, 但从

长远来看, 环境管制不仅要基于人民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环境的追求, 更重要的是要

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探寻环境管制提升的最优路径。 以日本为例, 日本土壤与水污染

导致的水俣病及其造成的危害影响至今, 除此之外的其他污染危害却是较容易消除

的。 因此, 中国有必要把更多的环保资源投入到与固体废弃物、 水污染等难以逆转

的污染治理当中, 不应为急于回应大城市居民的利益诉求在可逆性污染中投入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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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 虽然图 4 中废气环境管制效益乘数有时处于废水环境管制效益乘数上方, 但实际

上废水环境管制效益乘数由右轴来说明, 从数值上来说, 废水环境管制效益乘数要远大于废气环境管制效益

乘数。



图 4　 中国环境管制效益乘数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李钢等 (2010) 数据绘制。

经济承受力的环保资源。 不同城市居民对于环境保护的利益诉求差异化较大, 经济

学家也往往很大程度上从自身的认知与利益进行判断。 《中国经济学人》 2016 年第

四季度调查显示, 67%的经济学人认为包括 PM2. 5、 SO2、 NO2 等在内的空气污染物

治理十分重要; 另有 16%的经济学人认为工业废水污染的治理比较重要; 认为温

室气体和工业粉尘的排污治理最重要的比例分别只有 6% 和 5% ; 认为工业固体废

弃物和生活污水的治理重要的经济学人占比更少, 分别只占到 4% 和 2% 。 对比

2010 年的调查结果, 大多数经济学人曾经认为工业废水比气体污染物更需要得到

治理。
然而, 通过计算不同工业废弃物环境管制效益乘数, 可以进一步探明中国工业环

境管制路径顺序。 根据现有研究数据判断, 由于废水环境管制效益乘数远大于废气环

境管制效益乘数, 中国目前最应提升的是废水的环境管制标准。 只有优先提升废水的

环境管制标准, 才能在经济损失一定的情况下, 取得更大的环境效益。 对于废气来

说, 环境管制提升也可以选择更合理的路径。 我国比较典型的污染治理案例是针对严

重的二氧化硫污染、 酸雨和雾霾等情况。 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 一个国家内部环境库

兹涅茨曲线最先反转的是烟尘, 然后是二氧化硫, 最后才是二氧化碳。 环境库兹涅茨

曲线可以作为我国平衡经济增长与环境规制强度的重要依据, 因而我们可以判断, 在

废气治理方面, 中国最应提升环境管制标准的是烟尘粉尘, 然后是二氧化硫, 最后才

是二氧化碳。 综上所述, 中国首先应提高工业废水环境管制强度, 其次是烟尘粉尘,
再次是二氧化硫, 最后是二氧化碳。

四、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 中国工业发展成就令世界瞩目。 现阶段, 如何提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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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能力, 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增长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焦点。 生态

文明思维下的生态环境治理, 是通过促进发展范式的根本转变, 形成环境保护与

发展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 进而实现各国从环境成本分担转向机遇共享的共赢关

系 (Zhang, 2022)。 从全球、 动态的眼光来看, 中国工业快速发展实质上有利于

保护环境, 中国的工业化是绿色的增长。 从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来看, 全国各地

区经济已走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 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加速 “脱钩”。 从环

境管制政策来看, 发达国家环境管制变革史可以为中国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借鉴,
随着中国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逐渐成熟, 探索出适合中国国

情的环境管制制度至关重要。 基于以上分析, 可以为中国工业环境管制政策提出

建议。
第一, 中国环境管制应做好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 协调好环境保护与经济

发展之间的关系, 为实现 “既要金山银山, 也要绿水青山” 目标打好政策基础。 强

化国家层面对环境管制制度的统筹规划, 优化从中央到地方的环境管理部门的职能

分配与协调统一。 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报告针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 “要加快

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实施全面节约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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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 持续深入打好蓝

天、 碧水、 净土保卫战”①。
第二, 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 环境管制政策不应实行一刀切。 降低环境库

兹涅茨曲线拐点对于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实现环境管制与经济发展协调

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 应多角度评判城市发展状况, 不应以经济增速为主要评价

指标, 直辖市、 省会城市和经济发达城市应对小型普通类型和资源类型城市进行帮

扶, 进而推动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鼓励小型普通城市和资源型

城市向绿色化程度较高、 发展较好的城市借鉴经验, 并加大环境管制政策的扶持

力度。
第三, 在强化环境管制政策的同时, 中国应加快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与产业国

际竞争力。 坚定不移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提高中国工业企业的颠覆性技术创新

能力, 加速实现企业层面的高质量发展, 从而提升我国产业发展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

中的国际竞争力。 进一步优化企业营商环境建设, 创新有利于环境管制的政策环境,
引导企业高效准确地执行环境管制政策。 建立健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 提高公众

对于环境治理的参与度, 为中国工业的绿色化道路打好基础。
第四, 中国环境管制强度及政策有必要建立在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能力和人民对

美好自然环境的意愿之上,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容性

绿色发展跟踪调查 ( IGDS) 2022 年三季度的低碳生活调查显示, 分别有 45. 54% 和

28

2023 年第 2 期

①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

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年。



39. 17%的受访者对资源节约和回收行为能减缓气候变化趋势的观点表示非常同意和

比较同意。 从这种意义上讲, 保护环境的 “民意” 基础已经形成。 因此, 我国还需

大力发展低碳节能技术, 减少碳排放, 加快实现 “双碳” 目标, 推动经济社会的可

持续发展。 为实现中国和全球经济的绿色发展与绿色繁荣, 中国应在提升自身环境管

制强度的同时, 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推动构建更加平衡包容的全球环境治理体

系, 为走向全球环境治理中心提供更广阔平台, 为全球经济的绿色健康发展持续注入

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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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requires to realize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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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man and nature, which needs to solve three problems. The first is to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form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industries. The second is to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third is to balance the growing demand of the general
public for a good environment with the long-term interests of the public. From a glob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is a green growth. Without significant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in the world, from a global and dynamic perspectiv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dustry is essentially beneficial for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in
China,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have shown strong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to cope
with the economic pressure caused by the increase in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We also need
to recognize that the intensit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China must be gradually
increased and cannot be achieved overnight.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citizen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the “ public opinion”
foundation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been formed. Therefore, it can be judged that
China has and will continue to walk on the road of green industrialization, and help to realize
the green development and green prosperity of China and the global economy.

Key Words: industrializat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green;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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