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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辽源市委
八届六次全会精神一图全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
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
产力体制机制”。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资
源禀赋和发展水平不同，发展的重点难点也不相
同。发展绿色生产力，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
际出发，根据本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生态特质、产业
基础等因素因地制宜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以高品质
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作为人类在劳动生产中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借
以满足自身需要的客观物质力量，生产力体现了生
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
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
涵。因地制宜发展绿色生产力，必须深刻把握经济
社会发展规律和自然规律，不断推动劳动者、劳动资
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加快形成节约资
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
活方式。

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意义的因
素。劳动者的生态意识、生态素养、生态知识水平以
及将知识转化为实践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
与自然物质交换的深度和广度、方式和方法、效率和
效益，决定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能力，是发展
绿色生产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因地制宜发展绿色生
产力，需要劳动者既深刻理解人与自然关系、把握自
然规律，在生产劳动中自觉按规律办事，又能够创新
创造新型生产工具，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既深刻理解和把握党中
央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决策部署和政策法规，
熟练掌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普遍性的知识和
能力，又大量储备关于所处地区自然条件、资源禀
赋、发展阶段、功能定位、产业基础、科研条件、风土
人情等地方性知识，进而在普遍性与特殊性、全局与
局部的有机统一中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劳动资料是在劳动过程中用以改变或影响劳动

对象的一切物质资料和物质条件。劳动者利用劳动
资料，根据自身目的改变或影响劳动对象，以生产适
合人们需要的产品。在诸多劳动资料中，生产工具是
具有决定性的因素。马克思曾把机器设备等生产工
具比作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在现代社会，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资料
尤其是生产工具的质量。当前，伴随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一大批更智能、更高效、更低
碳、更安全的新型生产工具应运而生，在有效解放劳
动者的同时，也减少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污染，为
发展绿色生产力提供了有利物质条件。因地制宜发
展绿色生产力，重在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
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
展。对于产业基础、科研条件较好的地区，应聚焦强
化原始创新能力，下功夫破解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
问题，推动关键技术研发取得突破性进展，提升我国
绿色技术创新的整体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劳动对象是生产活动的基础和前提，为发展生
产力提供了必要物质基础。得益于劳动者素质的不
断提升和劳动资料的更新迭代，人类从自然界获取
物质和能量的手段更加先进、高效、环保，劳动对象
的种类和形态也在不断丰富和拓展。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不同地区自然条件、生态优势不同，绿水
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目标、路径、策略等也不同。
因地制宜发展绿色生产力，不能一哄而上、盲目跟
风，搞一种模式，而要根据本地区自然资源状况、生
态环境容量、经济发展潜力等因素，把握好绿色生产
力发展的方向、路径，有选择、有先后、有重点地发
展，不断拓宽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用新
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高绿色技术在生产过程
中的普及率和贡献率，提升绿色科技投入产出效益，
通过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将生态优势
转化为发展优势，把生态特色塑造成产业特色，不断
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含绿量”。

（作者为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 转
自《人民日报》）

因地制宜发展绿色生产力
包存宽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
对新时代新征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作出重大部署，提出“完善生态文明基础
体制”。其中，“实施分区域、差异化、精准
管控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是我国生态
环境管理体系的重大制度创新，凝结着对
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实践探索的经验总结，
对服务国家和地方重大发展战略实施、助
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支撑美丽中国建
设具有重大意义。

我国地域辽阔，生态系统复杂多样，
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条件、生态功能和环
境问题差异显著，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需要
充分考虑自然环境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
差异开展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围绕美丽
中国建设战略目标，实施分区域、差异化、
精准管控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是国家生
态环境源头预防体系的顶层设计，也是生
态环境保护领域一项基础性、前瞻性和长
久性的工作。具体而言，就是以保障生态
功能和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针对我国不
同区域特点，通过建立从问题识别到解决
方案的分区分类管控策略，将生态保护红
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的要求
落实到生态环境管控单元上，制定生态环
境准入清单，因地制宜实施“一单元一策
略”的分类管理。通过精细化的治理方
式，强化生态环境管理的系统性和全面
性，有助于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效能，推动
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支撑优化
重大生产力布局，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实
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双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快划定

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
源利用上线。长江保护法、黄河保护法、
海南自由贸易港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
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和 43 部地方性法规
均对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实施生态
环境准入清单管理作出规定。“完善全域覆
盖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为发展‘明底
线’、‘划边框’”，被纳入全面推进美丽中
国建设任务部署。

2017 年，我国启动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工作。长江经济带 11省（市）和青海省
试点开展“三线一单”工作以来，生态环
境部制定发布了一系列技术规范和管理
文件，指导“三线一单”的编制论证和发
布实施等。这些地区通过先行先试，积
累了丰富经验，为后续成果应用和政策推
广提供了借鉴、奠定了基础。坚持国家指
导、省级统筹、市级落地的原则，各省（市）
加快推进“三线一单”编制工作。目前，我
国已推动建立以“二三一”为标志的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二”是“两级方案”，
全国省、市两级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全
面完成并发布实施；“三”是“三类单元”，
包括优先保护、重点管控和一般管控三
类单元，全国已划定 4万多个生态环境管
控单元，基本实现了全域覆盖；“一”是

“一张清单”，针对每个生态环境管控单
元，编制“一单元一策略”的差别化准入
清单，初步形成了一套全域覆盖、跨部门
协同、多要素综合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体系。

近年来，各地积极推动生态环境分区
管控在政策制定、环境准入、园区管理、执
法监管等领域落地应用，在支撑生态环境
参与宏观综合决策、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
能、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同时，在实践中也不断发现一些新的

亟须明确的问题，迫切需要加强指导。
2024年 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意见》
印发，明确了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总体要
求、重点任务、监督考核以及组织保障等，
为科学指导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提供
了行动指南。该《意见》锚定两个时间节
点目标要求：到 2025年，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制度基本建立，全域覆盖、精准科学的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初步形成；到 2035
年，体系健全、机制顺畅、运行高效的生态
环境分区管控制度全面建立，为生态环境
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提供有
力支撑。2024年 7月，生态环境部印发《生
态环境分区管控管理暂行规定》，这是生
态环境领域促进新质生产力“1+N”政策
体系的 N 个文件之一，有力回应地方关
切，加强对地方工作指导。

全国各地、各领域在生态环境分区管
控实践探索中取得了积极成效，同时也要
看到，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工作仍
然面临制度体系有待健全、技术体系有待
完善、实施应用有待深入、政策协同有待
增强等问题。未来，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实施分区域、差异化、精
准管控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聚焦区域
性、流域性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完善现有分
区管控方案，推进国家和省级生态环境分
区管控系统与其他业务系统的信息共享、
业务协同，加强关键技术与工具研发，推
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与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融合创新，提升服务效能，以
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
生活，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
中国。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
究所所长 转自《人民日报》）

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实施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
张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