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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党的十九大会议报告中明确指出，习近平新时期发展中要注重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转变传

统能耗型经济走向集约型经济模式，以生态环境推动经济发展，实现绿色经济结构，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生态文

明建设和经济快速发展是全球化发展背景下，我国未来发展的两大基本目标，实现绿色发展是要解决经济发展与环

境保护存在的矛盾，基于环境法实现健全的环境经济政策，利用有效的手段强化环境保护，促进经济增长。本文以

重庆经济发展为例，以绿色发展及环境法为基本落脚点，研究生态环境推动重庆经济发展的路径及策略，为今后重

庆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提供相应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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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态环境促进重庆经济发展，一是要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问题，避免“先污染、再治理”模式的发生;二

是促进产业生态化转型，构建完善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机制，强化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提高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化水准;

三是以改善生态环境为前提，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解决环境污染对工业发展以及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实现生态环境与城镇经

济发展的双飞。新时期下，生态危机是威胁世界发展的十大问题之一，我国在前期发展道路中，为了提高经济的发展环境受到

严重破坏，为了缓解经济与环境的矛盾做了很多努力。 

一、建设完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实现重庆经济的“绿色发展” 

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的完善建立，可以实现“绿色发展”。重庆经济发展中目前还是以工业产业为主，城镇化发展不利于生态

环境保护的全面落实，虽然城镇发展可以有效提高城市的环境保护，但是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农村经济发展不足，使得农村环境

污染问题加大。绿色发展是目前重庆经济发展目标之一，绿色发展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和开放发展等一样，是我国新时期发

展的理念之一，其目的是要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提高社会的环境水平及生态优化。但是过去发展中，重庆经济前期规划中也是

以经济为主，环境为辅的标准，为了实现工业化以及城市发展的提升，大力引进工业产业，致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处于辩证

关系的对立面。建设完善的环境经济政策，是实现重庆经济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重庆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挥

在理念、思路、模式等方面出现难以协调的矛盾，没有长效政策机制，使得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难以保持统一步调。走绿色发

展道路，转变过去的发展理念和政策机制模式，将环境因素摆在经济发展的重要地位，通过有效的政策设计以及经济体的环境

行为规定，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共同协调发展，将生态环境摆在经济发展前，以系统完善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推动重庆产业结

构、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
［1］
。 

重庆经济的绿色发展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城镇化与乡村环境的协调，城镇化发展是重庆经济发展的间接体现，近年来重庆

经济高速发展城镇化进度加快，但是相应的城镇发展机制并没有完善，虽然能够有效控制环境污染，却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

所以缩小城镇收入差距，加强美丽乡村以及农旅一体化的发展，促进农村经济的提升，促使重庆农村环境质量得到重视，以生

态环境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着手点，可以有效提高重庆农村经济发展以及生态环境质量提升;二是重庆环境污染随着第二产业的

增加促进产业结构得到有效改善，重庆应该加强工业内部结构的调整，走向低碳化、高端化，提高高新科技产业的比例，才能

够在 2010年到 2016年传统耗能型产业总值比从 28.9%下降到 20.1%，重庆市产业升级转型的发展比较顺利，因此环境经济政策

体系要为工业转型升级提供政策扶持;三是加强环保投资，引进高新科技治理环境污染，改善重庆工业的节能减排，以提高重庆

工业发展的评价等级，目前重庆工业节能减排遇到了技术上的瓶颈，所以出现了环境污染的反弹，要实现经济绿色发展，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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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引进环境污染治理技术，为重庆经济发展提供绿色科技支持
［2］
。 

二、基于环境法促进环境经济发展，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 

环境法促进环境经济发展，要提高重庆经济的环境法律制度以及经济制度的协同发展，从而实现环境制度体系与实施机制

的有效融合，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制化路径开拓。重庆市本身就具备健全的自然环境条件以及经济社会基础，具

备实现区域一体化的生态环境制度条件。虽然重庆城镇之间自然环境及发展基础存在差距，但是只要注意生态环境中的衔接，

就能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环境法在应用中要注重创新与融合，既注重环境法创新，又要加强与制度环境的融合，

针对目前重庆环境污染问题，需要解决地方保护主义以及行政壁垒造成的环境法实施障碍，重庆各级地方政府要积极响应环境

法律政策固定，结合地方特点创新生态环境中制度确保区域自然资源禀赋、生态环境特征与人文历史背景和经济社会发展四者

之间的协调、相互促进，人文历史背景提高服务业经济，生态环境区保证农业及副业的有效发展，自然环境为重庆发展的根本，

共同实现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及环境经济的提升
［3～4］

。 

重庆有着独特的产业结构、科技手段以及财政金融制度，其经济发展模式、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生态环境保护以及资源开

发利用与重庆总体功能布局和地区布局相关。所以环境法制框架下，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以生态环境推动经济发展，

需要完善税收、价格、融资等新政策，构建循环经济模式、清洁生产以及可持续生态和消费方式。一是实现产业结构的生态化，

将传统产业实现生态化改造，利用现有的产业导入生态环境要素，发展区域特色产业，例如长江生态环境修复，将“绿色+”渗

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提高生态优势，注重现有产业与持续产业之间的协调与衔接，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实现经济的绿

色转型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多样化;二是产业转移生态化，减少产业梯度转移中二次污染空间转移，环

保产业的转移与承接，也是重庆经济走向绿色可持续化发展的建设内容，环保产业可以提高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实现资源使用

效率和环保技术的提升。重庆污染正处于全面治理落实阶段，需要通过各种有效的生态治理技术，才能够实现污染的集中治理，

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加快环保产业的标准化，也是重庆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的重要途径
［5］
。 

三、结语 

综上所述，要实现生态环境推动经济发展，重庆市经济发展中需要优化产业结构，避免乡村及城市环境的再度恶化，通过

有效的手段实现环境优化，在“十三五”发展中实现提质增效、减速换挡，从而以良好的生态环境为经济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因此要建设完善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实现重庆经济的“绿色发展”立足于环境法，完善各区域的环境保护机制与经济发展机

制的有效创新融合，实现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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