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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示范先行

多年来，湖州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收获了“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的美誉。但发展中也存在环境质
量不高、碳排放强度高于全省平均等短板，要继续保持绿色发展的排头兵地位，加快建设共同富裕绿色样本，必须——

加深绿色浓度
满足生态审美

完善制度体系 提升治理能力

锚定“双碳”目标
拓宽转化通道

采访专家

浙江生态文明干部学院生态文明教研室主任，副
教授，法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访问学
者，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湖州市政府咨询委员会特约
研究员、湖州市社科理论专家库成员、市社科院客座
研究员。主要从事法治政府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教
学与研究。

沈满洪 张璇孟

扫一扫扫一扫，，看更多内容看更多内容

张璇孟：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制度建
设，您认为，就湖州现有基础，怎样作为才
能在“双碳”行动中取得实效、创造经验？

沈满洪：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诞生地的湖州，理应争取率先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然而，率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并非
轻轻松松的事情，而是需要付出艰巨的努
力。基于湖州现实基础，建议湖州可以作以
下系列创新。

推进能源创新，实现从高碳能源向低碳
能源转变。我国能源问题主要是能源效率低
下和新能源占比太小。因此，既要立足于提
高能源效率，大幅度提高单位能源消耗的产
出或降低单位GDP的能耗，又要立足于优化
能源结构，大幅度提高新能源的占比，降低
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的占比。

推进产业创新，实现从高碳产业向低碳
产业转变。要全力以赴推进工业、建筑业、
交通业、农业的低碳化转型，石化、建材、
纺织等行业要把节能降耗放在突出位置，建
筑和交通领域要积极推广低碳建筑和低碳交
通，农业要努力追求从碳源农业到碳汇农业
的转变。

推进消费创新，实现从高碳消费向低碳
消费转变。大力创建低碳社区、低碳家庭、
低碳单位，让低碳消费成为新时尚。

推进碳汇创新，重点推进森林、湿地等
生态系统碳汇开发，同时积极谋划工程碳汇
开发。湖州是典型的山水城市，特别要做好

“山”和“水”的碳汇文章。
推进科技创新，让低碳科技支撑低碳发

展。积极研发碳减排技术、碳捕捉技术、碳
封存技术、碳填埋技术、碳利用技术、碳源
和碳汇监测技术、碳交易技术等。

推进制度创新，既要推进低碳化转型的
法律、法规、规章、标准等法律制度的建
设，又要推进低碳财政制度和碳市场制度等
经济制度的创新。通过法律制度建设形成

“双碳”硬约束，通过经济制度的创新做到以
尽可能低的成本实现“双碳”目标。

张璇孟：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
福祉，湖州如何进一步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通道？

沈满洪：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通道，
要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绿色财政制度；二
是绿色产权制度。

绿色财政制度包括两方面：一是财政收
入制度，通过资源税、环境税、碳税等制度
遏制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污染物及温室气
体的过度排放，解决“经济生态化”。二是财
政支出制度，通过生态补偿、循环补助、低
碳补贴等，鼓励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
发展，解决“生态经济化”。

绿色产权制度主要是指森林、水源、海
洋等自然资源产权交易制度，排污权等环境
资源产权交易制度，碳排放权和碳汇交易制
度。通过产权交易，实现交易双赢，以尽可
能低的成本实现绿色发展。

张璇孟：您能具体说一说湖州该如
何通过推进绿色产权制度改革来释放更

多生态红利？
沈满洪：湖州在推进绿色产权制

度改革中，建议推进“四个转变”：要
推进生态产权从“不控总量”到“总量

控制”的转变、生态产权从“开放产权”
到“封闭产权”的转变、生态产权从“无偿
使用”到“有偿使用”的转变、生态产权从

“不可交易”到“鼓励交易”的转变。
绿色财政制度的特色是通过确定税率等

确定价格，但是数量无法确定；绿色产权制
度的特色是首先确定总量，但是价格具有不
确定性。我国面临的突出问题是，自然资源
开采数量超过了“资源阈值”，如水资源、渔
业资源等；环境资源的使用超过了“环境阈
值”，如废气的排放；气候资源的使用超过了

“气候阈值”，导致温室气体的过度积累。我
们的任务就是对症下药，控制取水量、排污
量、排碳量等总量，因此绿色产权制度特别
需要重视。

在碳制度选择中，中央已经明确针对量
大面广的碳排放行业建立碳市场，希望市场
化改革走在前列的湖州要充分运用好包括碳
市场在内的资源与环境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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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璇孟：“绿色”是湖州的底色，湖州也为全国
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样板和经验。要实现共同富
裕，您认为湖州应当怎样再接再厉、顺势而为、乘
胜前进？

沈满洪：面对共同富裕目标，湖州要着眼于从
浅绿色发展上升到深绿色发展。浅绿色发展观，是
就环境论环境，属于末端治理；深绿色发展观则强
调整体性思维和系统论观点，属于源头控制。湖州
在下一步发展中，要始终坚持环境与经济对立统
一，突破非此即彼观。

作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样板
地、模范生，湖州还要着眼于从满足公众生态环境
安全需要上升到满足生态环境审美需要。迄今为
止，我们还没有完全解决与水环境、大气环境、
土壤环境密切相关的环境问题，因此仍需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同时，人们对生态环境审美的需
要、生态环境民主的需要、生态环境协商的需
要、优质生产产品的需要等高层次需要又提上议
事日程。我认为，湖州聚焦全域优美，率先打造
美丽中国的市域样板，提出美丽城市、美丽城
镇、美丽乡村“三美同步”，就是基于生态审美这
一高层次需要。

张璇孟：您建议湖州要从浅绿色发展上升为深
绿色发展，更多关注社会公众对生态审美的需求，
那么政府部门具体该如何推进？

沈满洪：一直以来，政府部门在生态建设中更
多从事环境管理工作，而更高层次的需求要有更为
先进的治理手段。

我认为，需要将生态环境管理上升到生态环
境治理。治理与管理是有区别的。在主体上，管
理仅仅是指政府单一中心，治理的主体是多中
心的、多元化的，包括政府、企业、公众、非
政府组织等；在权利运行上，管理的权力运行
是自上而下的，依靠基于政府权威或法律法规的

“命令——服从”方式，治理则是平行互动的，是
基于民主对话的协商方式；在价值取向上，管理
强调秩序稳定，治理强调将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因此，湖州要顺应从生态环境管理向
生态环境治理的转变趋势，积极构建政府为主
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
境治理体系。

最近，我关注到湖州提出加快打造共同富裕绿
色样本。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走共同富裕之路，都
是国家的重大战略。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建设进程中，湖州要打造“共同富裕绿色样
本”，这体现了深厚的民本情怀和强烈的改革意识，
也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示范之举。

张璇孟：在您看来，湖州要打造共同富裕的绿
色样本，该在何处着力？

沈满洪： 共同富裕绿色样本的打造，关系到发
展的协调性、发展的共享性、发展的可持续性等一
系列问题。只有坚持包括绿色发展在内的高质量发
展，才是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才是人
与自然的共生发展，才是上下游之间和左右岸之间
的和谐发展，才是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可持续发
展，才是具有绿色样本意义的共同富裕。

我认为，湖州在绿色样本打造中，要重视公共
产品或公共福利的供给。公共福利做大了，共同富
裕的程度就提高了。从低水平的全民医保到高水平
的全民医保，从低水平的全民社保到高水平的全民
社保，从低水平的全民义务教育到高水平的全民义
务教育，均属于公共福利的提升，均有利于共同富
裕的实现。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就是为了减少“负
公共产品”的供给，提供优质的生态环境和生态产
品、完善优良的生态制度和生态治理就是为了提供
更多的“正公共产品”。

受访专家

浙江农林大学党委书记、生态文明研究院院长，
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导，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副理事长。主持国家社
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等各类课题60余项，40多项成果
获得省部级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及省级以上政府部门
采纳，多项成果得到全国人大及国家有关部委采纳。

张璇孟：您的观点都指向了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那么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湖州该
如何提升治理能力？

沈满洪：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核心是制度。只有
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
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面向新时代，建议湖州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上要
关注碳达峰碳中和制度建设。湖州服务绿色发展、循
环发展的制度比较完善，但服务于低碳发展的制度比
较欠缺，建议用好地方立法这一“武器”，以地方立法
推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同时关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的可复制性，让制度在保障自身的同时，更要为全国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提供可复制、可移植的样本和经验。

张璇孟：除了政府，在构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过
程中，其他社会组织该发挥什么作用？

沈满洪：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主体是结构。从生
态环境管理转向生态环境治理，这是一种结构性转
变。过程中，基于生态环境问题具有典型的外部性和
公共物品属性，要发挥“有效政府”的作用，但又要
尽可能做到“有限政府”而不是“无限政府”。

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自然资
源、环境资源、气候资源均可通过市场机制进行配
置，因此，要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提升企业经营
管理能力，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中不断获取商机。

此外，还要提升公众参与能力和积极性。生态环
境治理得好不好要听取公众的心声，重大项目、重大
工程、重大政策出台前、实施中、实施后都要充分尊
重民意，鼓励公众对政府和企业进行有效监督。

张璇孟：在提升治理能力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沈满洪：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

设的全面领导。这首先体现在对生态文明思想的引
领。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像

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的生态优先论，坚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论，坚持“良
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生态为民论，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系统
论，坚持“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
境”的生态制度论，坚持“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
的全球治理论。

其次，体现在对生态文明战略的谋划。党的意图
要通过区域战略转化为具体实践，作为地方政府，首
先要落实好上级战略，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国家方略，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浙江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战略。同时把上级的战略
意图转化为本地的战略谋划及其行动方案，结合湖州
实际落实。

第三，体现在对生态文明工作的推进，包括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大制度等。湖州
在“千万工程”“五水共治”等重大工程建设中均取
得了显著成就。在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背景下，要致力于
打造高品质的美丽花园，使

“湖州花园”成为长三角的中
心花园和精品花园。

最后，体现在对生态
文明组织的保障。要优
化生态文明及其相关
组织机构的设置，配
备好善于统筹推进“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领导
干部，严格实施环境污染
党政共同负责、终身追责的
惩戒制度，严格实施领导干部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