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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经过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在资源限制的情况下，绿色经济是当代中国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践。文章对有关绿色经济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如今我国绿色经济仍面临

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政策工具支撑不足、科技创新能力有待提高等挑战，且环境规制、创新能力以及

产业结构等因素对我国绿色经济发展影响具有区域性和复杂性。在我国未来绿色经济发展中，需以技术

创新为发展支撑，政策的有效落实为发展保障，产业转型为发展推力，推动我国绿色经济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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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more than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economy has shown a steady growth 
trend. In the case of resource constraints, green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practice for the world 
and China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n 
green economy, and finds that China’s green economy is still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ext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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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insufficient support of policy tools, and the abilit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be improved.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s green economy, we 
need to tak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the development support,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as the development guarantee,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s the development thrust 
to promote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China’s green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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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经济自改革开放后迎来了高速的增长，但是生态环境问题也日渐突出，如部分地区资源短缺的

现象仍然存在，且我国水资源、大气、土壤等都遭受了一定程度的污染。虽然通过相关政策我国环境治

理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仍是如今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翟昆[1] (2019)指出

发展绿色经济是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生态问题的唯一途径。我国积极提出一系列绿色发展战略，高

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未来经济发展之路仍然不容乐观。2020 新冠疫情的爆发再

次给人们敲响了生态环境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警钟，疫情的持续蔓延给我国乃至世界的经济造成了一

定影响，后疫情时代经济恢复发展过程中要吸取过去的经验，避免走“先发展，后治理”的旧路。本文

对绿色经济的内涵进行梳理总结，分析了我国绿色经济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并对未来绿色经济发展路径

作进一步阐述。 

2. 绿色经济的内涵 

绿色经济思想首先由雷切尔提出，工业革命带来巨大财富和效率提高的同时也对环境和资源造成了

不可逆转的影响，他对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行为进行了批判，并提出发展“环境可承受的经济”。随

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绿色经济的内涵也在进一步丰富。唐啸[2] (2014)提出可将绿色经济内涵发展分为三

个阶段，即单一生态系统目标导向、经济–生态系统目标导向、经济–生态–社会系统目标导向(见表 1)。 
 
Table 1. Connotation of green economy 
表 1. 绿色经济内涵 

阶段 作者 绿色经济内涵 特征 

单一生态系统目

标导向
(1989~2006) 

Pearce [3] (1989) 
不盲目追求高速经济增长而无视生态环境的

建设，也不对自然资源进行过度开发而无法保

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聚焦于环境保护措施的提出，而对经

济发展方式并未进行反思，无法从根

本上解决问题。 
Lester [4] (2004) 不以生态环境作为基础，社会经济的发展将不

可持续。 

经济–生态系统

目标导向
(2007~2010) 

Henderson [5] 
(2007) 

绿色经济是保证经济可行性以及生态环境可

容性的可持续发展经济。 

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环境治理政策，开

始以经济投资推动生态建设，并触及

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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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经济–生态–社

会复杂系统目标

导向(2010~)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6] (2010) 

绿色经济不仅能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还能推

动社会全面发展。 

绿色经济不再是简单的经济绿色化

或环境治理工具，而是基于综合发展

观的社会发展方式的全面变革。 

王玲玲[7] (2014) 

以保护生态环境，以生态农业、工业以及服务

业为基本要素，保证经济高效发展的经济模

式，且绿色经济并不是一种单一的经济形式，

而是包含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生物经济、环

境友好型经济等衡量标准的系统经济模式。 

郑德凤[8] (2015) 

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基本，根据全球发展态势

所产生的一种新型经济发展理念，即在降低环

境风险的同时保证经济的高质量持续发展，提

高人民福利及社会公平。 

任相伟[9] (2020) 
绿色经济已不再局限于“绿色”和“经济”

的狭隘含义，将社会系统纳入绿色经济的目

标，具有远期效益、综合效益以及外部经济性。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加工整理。 

 
综合国内外学者对绿色经济的内涵解读，本文认为绿色经济发展的本质就是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

资源环境的关系，以约束自然环境的手段倒逼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实现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 

3. 我国绿色经济发展现状 

3.1. 绿色产业发展迅猛 

近年来，我国绿色产业在相关政策的扶持下迅猛发展。从新能源汽车产业来看，从 2014 年始，新能

源汽车的销量处于稳步上升的过程，2020 年全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136.6 万辆和 136.7 万辆，

累计增长 7.5%和 10.9%，且据前瞻预测，2026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将达到 280 万辆左右。从环保产业

来看，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数呈现出稳定增长的态势，如图 1 所示，同时张芳[10] (2020)指出废弃资源

综合利用企业资产也在逐步增长，2013 年规模以上企业总资产为 1561 亿元，2019 年增长到了 2470 亿元，

说明我国环保产业随着政策扶持，且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赖力[11] (2020)也指出中国近年

来光伏制造、新能源整车制造产能占全球 1/2，且石墨烯材料、微电网等技术也与世界强国并肩。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网络资料加工整理 

Figure 1. Number of waste resources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enterprises in China, 2014~2019 
图 1. 2014~2019 年中国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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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能源结构不断优化 

由于中国资源禀赋的原因，形成了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但随着清洁能源的开发，我国的能源结

构也在不断优化。从能源生产结构来看，2010 年以来，原煤占比不断下降，从 76.2%下降至 68.8%，而

天然气、水电、风电等比重在逐年上升，2019 年清洁能源生产合计占比达到 24.3%。从能源消费结构来

看，韩松[12] (2020)指出 2000~2017 年我国天然气消费总量由 0.3 亿吨标准煤加至 3.1 亿标准煤，其他能

源消费总量由 0.5亿吨标准煤增加至 3.0亿标准煤，天然气与其他能源消费占比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2019
年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57.7%，比上年下降 1.5 个百分点；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

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23.4%，上升 1.3 个百分点，能源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能源利用率也在不断

提升，2018 年我国风电利用率达到 90%，光伏发电利用率达到 95%，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为绿色经济

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我国绿色经济发展主要问题 

4.1. 粗放型发展方式 

高消耗、高投入的发展方式使得中国经济获得了迅猛的增长，但粗放型增长模式随着环境资源的约

束逐渐受限而难以长续发展。虽然近几年我国大力推动发展方式向集约型转变，但何小刚[13] (2015)强调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仍由大量资本、劳动力等基本要素投入推动，传统“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

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模式未发生根本改变。杨雪星[14] (2017)指出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技术

进步的贡献仅占 30%左右，而发达国家则达 60%。因此我国还不属于效率驱动的集约型发展模式。2017
年我国单位 GDP 能耗为 152 克/美元，但该水平仍高于世界 127 克/美元的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

距更大，我国在能源利用方面仍有较大进步空间。未改变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仍是我国绿色经济发展的一

大阻力。 

4.2. 政策工具支撑不足 

王兴文等[15]、郑茜楠[16] (2020)表明绿色经济的发展涉及到人才、资金、管理等多方面的问题，不

仅只是规范环境保护这一方面，还与财政税收、绿色金融、产业转型、能源开发等一系列支撑体系紧密

相关，因此需要建立一个系统完整的法律政策体系。目前我国绿色经济发展虽然得到了环境资源等保护

法的保障，但在财税、金融等方面的政策制度支持仍是存在缺陷。如绿色信贷奖惩机制尚未完善，对环

保诚信企业进行信贷以及利率优惠政策支持，而对环保警示企业仅仅限制新增贷款，处罚力度不足，难

以促使企业进行污染治理与技术创新。而我国新能源产业虽然发展迅速，但整体仍需要相关政策的补助

支撑。以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为例，2019 年随着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逐步退出，产量由 127 万辆下降到

124.2 万辆，销量由 125 万辆下降到 120 万辆。对于新能源产业发展初期，需要系统有力的政策扶持，才

能令其发展壮大，逐步取代传统能源，从而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 

4.3. 科技创新能力亟待提髙 

张彬[17] (2018)指出创新型国家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的比重在 2%以上，科技进步贡献率在 70%以

上，对外技术依存度在 30%以下，而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为 57.5%，对外技术依存度超 50%，因此我国

科技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一方面过去几十年我国长期依赖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

术，对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培养较为忽视，造成了核心技术受制于他人的局面。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科技创

新活力不足，贾根良[18] (2021)认为资金不足是制约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的最大阻力。创新项目的实施需要

大量的资金和人才储备，而中小企业受自身规模限制，难以支持研发周期长久、成本高昂、成果转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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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创新项目。且金融机构对技术研发项目的服务机制尚不完善，成本过高、效率低下等问题导致了金

融机构无法在企业缺乏资金时及时给予支持，从而中小企业难以开展技术创新。 

5. 绿色经济发展影响因素 

5.1. 环境规制 

Borghesi S [19] (2015)通过研究得出环境规制有利于企业进行绿色技术革新，指明技术进步方向，从

而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经济的影响多是以环境成本和以绿色技术创新为传导机制

综合作用实现的，一方面环境规制可以通过逼迫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来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另一

方面环境规制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或挤占了原有业务投资额，从而抑制了绿色经济发展，其作用

路径如图 2。 
 

 
Figure 2. The path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图 2. 环境规制作用路径 
 

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影响具有复杂性，高翠云等[20] (2020)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

发展存在显著的相互影响，其中政府型工具的运用拉动了绿色经济发展。但柯文岚等[21] (2011)分析山西

省环境的影响因素发现环境规制在短时间内难以发挥其在煤炭企业的技术创新作用，还可能使现有的生

产力产生亏损。王冉等[22] (2019)通过采用系统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对我国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

认为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呈现出“U”型的影响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绿色经济

发展水平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发展趋势。尹庆民[23]、蒋晗[24] (2020)通过分析环境规制、产业结构的

经济效能，得出第二产业比重过高均对绿色经济发展具有抑制作用，环境规制可以通过迫使产业结构升

级和产业结构调整来促进绿色经济效率增长。 
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的影响也存在区域差异，贾云赟[25] (2017)通过研究得出碳排放交易这一市场型

环境规制手段与绿色经济增长间存在“U”型关系，即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碳排放交易会抑制绿色

经济发展，而当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后，碳排放交易则会推动绿色经济增长。廖文龙等[26] (2020)研究也表

明碳排放交易对绿色经济的增长有促进作用且具有区域性，由于地区结构、发展水平及市场机制完善程

度的不同，在经济发达地区如东部区域，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为积极影响，而在中西部则显

现出消极影响。因此要针对不同地区精准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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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环境规制手段对绿色经济增长的作用也不同，冯志军等[27] (2017)将环境规制划分为行政

型、市场型和公众参与型，其中行政型规制手段对中国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促进作用，但部分地

区所采取的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手段，由于如今人们对发展绿色经济的认识并不深刻，因此该手段对

我国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明显。王丽霞[28] (2018)研究了行政法规、污染监管和经济监管

三大环境法规对产业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三类环境规制对我国工业绿色经济绩效有显著

影响，其中行政规制和环境规制通过影响行业结构，促使企业为了避免行政处罚进行技术升级，从而

促进了工业绿色经济绩效的增长。而经济规制使得企业研发资金受到影响，从而对工业绿色经济绩效

的作用显著为负。范丹[29] (2020)基于中介效应模型，探讨市场激励型和命令控制型两种环境规制手

段对绿色经济的影响，发现两种环境规制手段均可促进绿色经济的增长，但市场型激励型政策可以激

发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主动性，进而促进绿色经济增长，市场激励型的推动作用要比命令控制型

更为显著。 

5.2. 创新能力 

创新是推动经济绿色发展的根本动力，Grover [30] (2013)从宏观经济领域角度提出科技创新对绿色经

济水平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经济离不开科技创新的进步。张克难等[31] (2016)从工

业经济角度出发，提出政府和企业需要以提高科技水平为基础进行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工业产品的附加

价值和工业效率，即使得工业产品从低附加值到高附加价值转变。姜琪[32] (2020)通过实证分析我国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得出科技创新对各地区绿色 GDP 均起到促进的作用，建立市场导向的绿色科技创新

体系是实现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孙丽文[33] (2018)以环渤海经济带为例，分析基于经济–环

境–社会协调发展理念下绿色创新绩效的差异，表明在经济转型阶段科技创新效率、创新协同度都是不

可忽视的因素。 
田晖[34] (2018)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主体以及创新活力四个指标出发，分析创新驱动对智慧

城市经济绿色发展的影响，总体来看创新驱动对绿色经济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四个指标对智慧城市绿色

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同。曹靖[35] (2020)从不同时期城市创新投入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角度出发，以粤港

澳大湾区为例，发现影响大湾区绿色经济效率主要因素由规模效应转为创新效应，且随着城市发展的成

熟度的提高以及产业规模的扩大，创新投入力度的提升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所起的作用也在不断增强。

除了提高科技创新效率外，创新的质量同样重要，技术创新效率与质量协同作用，通过提高资源利用率、

开发清洁能源以及可再生能源使得资源使用结构进行优化，推动城市绿色经济的发展。 

5.3. 产业结构 

汪克亮[36] (2021)分析经济赶超、结构转型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发现结构失衡不利于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业结构在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进行调整，如推动产业向中高端升级，加快发

展第三产业、服务业及新兴产业，推进产业进行节能减排、清洁循环等生产方式的改革。产业结构对绿

色经济的影响同样具有区域性，刘赢时等[37] (2018)的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显著为正，且在东西部地区的效用更为显著，而在中部存在部分地区不明显的现象。刘金全[38] (2020)
的研究突破了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经济的单向影响作用，通过对 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证实了

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经济发展之间为相互促进的关系。产业结构提高了绿色经济发展效率，绿色经济得

到发展后，反过来对产业结构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李斌[39] (2016)运用空间计量

模型实证研究产业结构调整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两者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未来应高度重视产业

结构软化，注重高技术、高知识化的绿色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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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绿色经济发展路径 

6.1. 技术创新为支撑 

现代社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密不可分，而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影响环境，经济增长与环境发展间的

制约关系不可改变，但可以通过技术来平衡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科学技术创新驱动着绿色经

济的发展，其能为企业提供高效清洁的发展方式，提高资源利用率，提高环境的承载能力。一方面要对

创新积极引导，技术创新不应注重数量而应注重创新质量，若只注重数量，那么技术创新只会浪费资源，

但对绿色经济的发展起不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应建立协同创新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积极将高校、企业、

科研机构等纳入创新主体中，大力科技创新人才，鼓励高校开展相关的课程或专业。同时政府要着力优

化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环境，鼓励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推动企业创新与高等院校、科研机

构进行合作，实施绿色制造核心技术攻关。 

6.2. 政策制度为保障 

政策制度是绿色经济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同时也关系到人类长续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权益。

技术政策保护创新者的相关权益及知识，并可通过一定的财政政策来激发创新主体的进一步扩大和积极

性。市场政策主要为新型产业的扶持及推动技术成功商业化，贾洪文等[40] (2020)提出要完善绿色经济发

展的制度保障体系、构建绿色经济发展的产业支撑、金融支撑体系，强化绿色经济发展的绩效考核。同

时绿色经济政策的支持引导，应改变以大型国有企业为重的发展模式，加强对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扶

持。采用适度且因地制宜的环境规制手段，加强对污染行为的监管及处罚，提高企业污染成本，促进企

业环境信息透明机制的建立，为公众参与监督提供保障。 

6.3. 产业转型为推力 

增强金融集聚的投资、规模、扩散等效应，通过金融集聚，建设绿色金融基础设施，使绿色金融促

进实体经济的发展，构建循环清洁高效的现代产业体系，促进绿色产业逐步壮大。余佶[41] (2015)、佟贺

丰等[42] (2020)提出促进传统产业绿色转型也是发展我国绿色经济的有效手段，如水泥、钢铁等高投入、

高消耗、高污染的产业，应作为转型的重点对象，以发挥自身资源优势为基础，通过对生态产业进行合

理规划、加强金融方面支持来促进产业转型以及绿色能源建设，即推进传统工业绿色工程的建设。加强

各生产要素之间的合理配置，注重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软化方向发展。推动新能源、新材料等低耗高效

绿色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形成高技术型、高知识型、绿色清洁能源为主体产业的结构，为经济绿色发展

提供支撑。 
在政策、技术和产业结构三大主要路径中，技术创新为绿色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技术、市场、

环境政策的有效实施保障了绿色经济的稳定高效发展，产业转型提高绿色经济水平的重要推动力，三者

关系如图 3。 

7. 结论与讨论 

7.1. 结论 

在能源日渐消耗、环境逐渐恶劣的情况下，绿色经济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中。绿色经济的发展不再

是单一的生态系统目标导向，生态–经济系统目标导向，而是将社会发展、公众福利都纳入发展目标中。

我国虽然在发展过程中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总体仍面临着传统粗放型发展方式未发生根本改变，中小企

业创新动力不足，从而无法进一步扩大创新主体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以及未形成完善的相关法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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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制约着我国绿色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环境规制、创新能力以及产业结构等因素也在影响着绿色经

济的进步，其影响作用具有区域性和复杂性，因此要因地制宜推动区域绿色经济协调发展。发展绿色经

济作为提升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驱动力，需以技术创新为发展支撑，政策的有效落实为发展保障，产业

转型为发展推动力，推动中国在世界绿色经济发展中由“追赶者”变为“领头羊”。 
 

 
Figure 3. Development path of green economy 
图 3. 绿色经济发展路径 

7.2. 讨论 

我国绿色经济研究仍存在着不足：一是对经济绿色转型的相关研究较为片面，多是从农业、工业和

制造业等产业层面进行研究，缺乏对省域、国家经济绿色转型效率的研究。二是在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测

评上，大多学者是从空间角度出发，较少将时间阶段的维度纳入研究中。三是绿色经济的理论体系有待

完善，对绿色经济的理解不够深入，如直接将绿色经济等同于低碳经济、绿色发展等相关概念，缺乏统

一、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 
因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作进一步研究：一是对绿色经济理论体系进行进一步丰富和统一。二是注重

经济绿色转型效率的研究，从不同区域，不同角度评价我国经济绿色转型的效率，为我国绿色经济发展

提出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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