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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丹

摘要：《2023年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分析》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23年4月出版，

涉及对绿色经济发展的相关环节（包括绿色设计、绿色能源、绿色供应链、绿色金

融、绿色消费、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的分析总结和发展预测，重点总

结了2022年绿色经济的发展成就和存在的问题。该绿皮书的主体内容为《2023年中

国绿色经济发展与建议》的总报告，不仅介绍了全球绿色经济的演进历程以及相关

理念的发展和实践的主要特征，还提出了2023年绿色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和主要指

标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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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4 月 22 日，首届“全球

绿色发展大会系列——中国绿色低

碳创新发展高峰会”在北京拉开帷

幕。本届峰会由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发

会”、“绿会”）主办，中国绿发会

绿色企业工作委员会（绿工委）、腾

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承办，

旨在汇聚企业、机构等各方力量，共

促绿色生态建设。

本次峰会的一大亮点就是《2023

年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分析》绿皮书

（下文简称“绿皮书”）的发布。该

绿皮书是绿色发展系列丛书的首册，

已入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社

智库”年度报告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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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绿发会的主持编写下，

《2023 年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分析》绿

皮书对绿色经济发展的相关环节，包

括绿色设计、绿色能源、绿色供应链、

绿色金融、绿色消费、循环经济的理

论研究和社会实践，进行了分析总结

和发展预测。

2022 年，中国的绿色经济发展呈

现出方兴未艾、前景广阔的发展态势。

该书各篇文章的作者对相关内容进

行了概念内涵分析和历史沿革回顾，

重点总结了 2022 年绿色经济的发展

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并在《2023 年中

国绿色经济发展与建议》总报告中对

绿色经济概念的提出和共识的达成

进行了历史回顾，介绍了全球绿色经

济的演进历程以及相关理念的发展

和实践的主要特征，提出了 2023 年

绿色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和主要指

标预测。

《2023 年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分

析》有三篇序言：第一篇序言是由胡

德平撰写的题为《生态文明下的绿色

发展》，这篇序言从历史、哲学、社

会认识三个维度阐释了生态文明的

内容，风趣地介绍了蒲松龄的《聊斋

志异》中关于中华鲟人格化的美丽故

事，用慕生与白秋练的爱情故事阐明

人类的同情心；第二篇序言是由谢伯

阳撰写的题为《社会经济转向绿色发

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强调我

们要保护好生态，首先就是人类社会

的经济发展要实现绿色发展，着重指

出社会经济实现绿色发展对于生态

环境良好发展的重要性；第三篇序言

是由周晋峰撰写的题为《我国社会经

济绿色发展方兴未艾，前景广阔》，

全视角的描述了中国社会经济绿色

发展取得的成就，并分析了面临的挑

战。

继三篇序言之后，是《2023 年中

国绿色经济发展与建议》的总报告，

行业分析报告成功的关键是总报告。

当时，在组长和副组长的组织下，四

个写作班子起稿，最后完成了 2 万字

的总报告。首先，总报告对绿色经济

的提出和共识的形成进行了历史回

顾，以数据和变化为主；第二，介绍

了全球绿色经济的演进历程以及相

关理念的发展和实践的主要特征；第

三，介绍了中国减少碳排放的情况以

及绿色经济的成就、支持碳中和的科

技进步以及绿色经济存在的主要挑

战和政府应出台的相关政策建议；最

后，提出了 2023 年绿色经济发展的

工作重点和主要指标预测。各部分大

致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理论探索与实践。碳

达峰和碳中和，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

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部分

对中国的生态问题以及碳达峰和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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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进行了战略研究，探讨了碳达峰

和碳中和框架下的产业发展模式。

第二部分，绿色设计。本分析报

告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是把绿色设

计看做是绿色发展的前提条件。一个

产品如果设计的时候其生产流程就

是高耗能的，你在生产过程中想尽办

法节能减排都是收效甚微的。如果我

们在设计阶段就做好节能减排，工作

就会轻松得多。所以，该书在编写的

时候就把侧重点放在了城市规划、建

筑设计和建筑物的建造装修上。

第三部分，绿色能源。在整个绿

色经济发展过程中，能源的耗费是非

常重要的，特别是现在以化石能源为

主体，中国还是一个煤多、油少、气

缺的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煤炭的

能源消耗估计都会在 60%上下徘徊。

因此，对于新能源的使用将是非常重

要的。所谓新能源，就是指清洁能源，

特别是指可再生的能源，不可再生的

化石能源都不叫新能源。但是，可再

生能源的使用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

点，就是其必须基本上转化为电能，

我们的水能、风能、太阳能、潮汐能

等等都要转化成电能。所以，发展以

新能源为主体的电力系统，通过碳市

场的建设与碳交易可以起到很好的

推动作用，这就是我们对绿色能源的

分析。

第四部分，绿色供应链。绿色供

应链又称环境意识供应链，这部分介

绍了面向绿色经济的物流供应链体

系和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以及区块链

供应链金融的风险挑战与应对。

第五部分，绿色金融。绿色金融

是指为了支持环境解散、资源节约高

效利用的经济活动而提供的金融服

务，这部分对经济发展和投融资转型、

绿色债券与低碳项目的融资，对城市

更新单元承载绿色金融的产业进行

了介绍。

第六部分，绿色经济循环智能创

新发展。这部分介绍了循环经济，包

括可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数字经济

赋能绿色经济发展，以及装备制造产

业升级创新服务平台。装备制造产业

是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待发展的产

业，特别是向高端发展、低碳发展。

此外，还介绍了社会责任发展的新状

态。

第七部分，中国绿色经济的实践

活动与国际评价。中国的绿色经济发

展方兴未艾，在国际上也已经取得了

重要的成就，在整个世界来看中国的

绿色发展都是比较有成就、表现比较

好，对此国际上有很多正面的评价。

例如，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合

著者之一乔根·兰德斯和中国环境

与 发 展 国 际 合 作 委 员 会 委 员 埃 里

克·索尔海姆发表了自己中肯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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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他们的评价中提到了这样一句话：

了解中国，世界会不同。此外，为了

表明中国绿色发展的实际情况，并撰

写了题为《社会组织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实践评析》，以中国生物多样性保

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为例，对当前社

会组织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作出

评析。

第八部分，绿色消费。这部分分

别从衣食住行等角度，以实现可持续

的消费。衣主要是服饰的绿色消费；

食，提倡绿色餐桌，形成新的消费时

尚；住，指智慧住宅的节能减排；行，

包含个人碳足迹，步行、踩单车、坐

公交等绿色出行。

最后一部分，专门收集了十个典

型的绿色发展案例，对环境保护、资

源回收利用、碳科技扶贫、用能权交

易、新能源利用等绿色发展典型案例

进行了介绍。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进。

社会经济发展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与

战略机遇。绿色的经济发展方式正在

不断改变着我们认识世界的视角、解

决问题的路径以及生存、生活的方式。

笔者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人人都会

参与到绿色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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