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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生态文明建设的困境与对策 

崔如波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经济战略研究中心） 

在世界经济不断软化和绿色化的背景下，面对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十八大报告

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

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由此，党的十八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确定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五位一体”，这是十八大报告作出的新论断。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五位一体”，相互促进。

经济建设提供物质基础，政治建设提供政治保障，文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社会建设提供有利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生态建设提供生存基础和条件。     

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质，是实现人与自然、环境与经济、人与社会的和谐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经济社会发展到

一定程度、一定阶段的必由之路，是和谐社会的基础，是人类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共同美好的未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确立，标志着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凸显了科学发展

观的本质和特点，符合时代发展要求，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必然要求，顺应了各族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是我党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本质和规划认识的深化，是我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升华，彰显民生精神和绿色执政新理念。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指出，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

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是直辖之初，党中央赋予重庆的四大历史使命之一。直辖以来，市委市政府坚持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实施绿色经济与绿色民生共同发展的战略，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生态环境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节

能减排成绩斐然，单位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 23%， 

“十一五”期间，重庆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分别减排 3.45 万吨和 14.05 万吨;完成 206 户污染企业环保搬迁，搬迁企业

产能增长 50%，能耗降低 64%，污染排放减少 67%;产业转型升级取得重大突破，IT 产业、离岸金融核算、要素交易核算、软件

开发等近乎零排放零污染的新兴服务业得到蓬勃发展;森林覆盖率达到 41%，建成区绿地率达到 37.6%。     

但是，重庆特殊的市情，脆弱的基础和巨大的发展压力，使重庆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着严峻的现实困境:     

一是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的特殊市情，城乡差距较大。重庆市第四次

党代会《报告》明确指出:“总体上看，重庆仍然处在欠发达阶段，仍然属于欠发达地区。“两个欠发达”更多地表现在广大的

农村。2011年，全市城乡居民收入比 3.12:1，“圈翼”人均 GDP之比 2.16:1;18 个扶贫开发重点县中，14个集中在“两翼”;202

万农村贫困人口中，80%集中在“两翼”。近年来，城市污染不断向农村转移，加之农村环境基础设施比较薄弱，畜禽、水产养

殖污染和农药、化肥污染等面源问题日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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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老工业基地减排治污难度增大。重庆作为全国六大老工业基地之一，发展基础差、底子薄，环保欠账多、治污压力大。

在重庆的支柱产业中，化工、冶金、建材三大行业又占工业能耗总量的 60%-70%。三大耗能行业耗全市约 40%的能源，仅提供约

20%的工业产值。高消耗必然带来高污染。有研究表明:重庆如维持现有污染排放水平，“十二五”期间，全市将增排二氧化硫 18.04

万吨、氮氧化物 12.78万吨、化学需氧量 9.82万吨和氨氮 1.12 万吨。     

三是资源短缺压力凸显。重庆虽然坐拥“两江”，然而平均当地水资源量为 511.4 亿立方米，人均 1650 立方米，约为全国

人均当地水资源量的 75%;重庆已探明常规能源约为 50 亿吨标煤.人均占有量为 166 吨，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20.5%，人均电力装

机水平仅为全国的 1/2。     

四是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任务艰巨。重庆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两个重点:其一，城市空气污染治理。2012年，国务院发布

空气质量新标准，对空气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增设了细颗粒物平均值浓度限值，收缩了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氮等污染物的

浓度限值，这将导致重庆空气质量满足国家标准的比例将大幅度下降，进一步改善空气质量的压力加大。重庆机动车保有量以

每年约 20%的速度递增，机动车排气污染问题也日益突出。 

其二，三峡库区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重庆成也在水、败也在水”。三峡成库后，奔腾的长江变了了静静的人工湖泊，

江水的自净能力降低，库区水质富营养化现象严重，农村面源污染严重，库区生态环境承载力压力大，生态脆弱，土流失严重，

地质灾害频发，消落带的治理压力增大。库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不仅关系到三峡水库的安全运行和三峡库区的长治久安，

而且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态安全。     

当前，重庆已进入全面发展的关键时期。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十八大的新部署，以“314”总体部署为总纲，围

绕“科学发展、富民兴渝”的总任务，深入实施“一统三化两转变”战略，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强化全民环

保意识、企业环保责任和政府环保政策，着力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资源能源节约与生态环境治理、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和完

善生态文明建设长效机制的有机结合，以三峡库区环境保护和建设、城乡污染防治和节能减排为重点，切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进程。     

一是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制定和实施绿色发展与绿色崛起战略。正确处理温饱与环保、

小康与健康、城市与农村三大关系，破除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建立“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伦理规范，

加强生态道德建设，构建绿色经济和绿色民生共同发展的新路径，实施“生态城市、绿色三峡、美丽乡村”建设工程。     

二是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根据重庆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

止开发区的主体功能定位，从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性、长期性、战略性、系统性要求出发，研究和编制重庆城乡统筹的生态文

明建设规划。 

科学分析重庆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和条件、优势和劣势、前景和风险，科学确定重庆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则和目标、路径和

模式，科学界定重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科学把握重庆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环节和重点措施。用科学规划指

导重庆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

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三是从重庆老工业基地的实际出发，大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坚决抑制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增长，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与深度整合，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循

环经济，构建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增长方式。大力发展低耗能、低排放的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促进经济增长

由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和数量扩张带动，向三次产业协同带动和优化升级带动转变。政府带头，树立“只买对的不买贵的”的绿

色消费理念，发展循环型服务业，建立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消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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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要以科学生态观为指导、以技术创新为支撑、以政策创新为保障，切实加强三峡库区生态文明建设。认真研究三峡库

区的功能定位，要从中华民族生态安全的战略高度，重新定位三峡库区的生态功能;搞好库区生态修复和水环境治理，加快推进

库周绿化带建设，加强天然林保护、消落区治理和地质灾害防治，以流域污染防治为重点，积极开展工业点源、船舶流动源和

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启动库区生态移民工程，建立三峡库区生态补偿机制，确保三峡库区的繁荣昌盛和长治久安。     

五是切实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构建生态文明的绿色制度框架。加快推进体制改革，促进资源、环境、生态、农业、林

业等与生态文明建设高度相关的部门的协调并强化其功能。加快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制度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

生态效益等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完善生态环保考核奖惩机制，建立健全生态环保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

度，建立绿色政绩考核体系。建立社会公众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机制和监督机制，增强社会公众生态文明建设的责

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调动其热情与动力，从而促进重庆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推进。努力建设长江上游生态文明示范区，谱

写重庆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