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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文献研究 

——基于中国知网数据的计量分析 

李萍 侯子峰 胡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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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通过对习近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相关研究文献进行计量分析，描述了关于该理念研究的发展历程、研究主体和机构、研究领域和内容、研究

影响力、研究的学科类别、研究的资助等情况，在此基础上，指出习近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研究的主

要特点及未来展望。 

【关键词】：习近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两山”理念 计量分析 

一、引言 

2005年 8月 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习近平同志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之后一般简称为“两山”理念。这一重要理念内涵丰富、思想

深刻、生动形象、意境深远，体现了我国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是习近平同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核心思想、

标志性观点和代表性论断，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重要创新成果 1。2016年 5月，联合国环境大会（UNEA）发布的《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认为，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导向的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为世界可持

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版本”。2017年 10月，党的十九大首次将“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写

入党的报告，同时，《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在总纲中也增加了“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这一表述，这充分

体现了“两山”理念已成为我们党的重要执政理念之一。2018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明确提出了

六项重要原则，其中更是把“绿水青山银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六大重要原则之一。 

“两山”理念深刻阐释了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关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彰显了保护生态环境就

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走向新时代和推进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

向(2)；同时，又为总体上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关系提供了正解，为具体落实绿色发展战略，扭转“GDP 至上论”，推动

发展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具体路径对策(4)。为深入推进“两山”理念的研究与践行，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对中国知网从

“两山”理念首次提出日至检索日（2019年 11月 3日）收录的有关“两山”理念研究文献作了系统梳理与分析，并据此提出习

近平“两山”理念研究的主要特点和进一步研究建议。 

二、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以 CNKI 全文数据及博硕论文库为数据来源，检索式确定为“篇名=两山 or 两座山 or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有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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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称之为“‘两座山’论”或“两座山论”或“两座山理论”）在“篇名”中探索，跨库选择

期刊、硕博论文和报纸等库进行精确检索，时间设定为 2005年 8月 15日至 2019年 11月 3日（检索日）,共检索到相关文献 1352

篇，剔除一稿多投和重复统计文献以及主题不相关文献，最后应用于统计分析的有效文献共有 1174篇。 

（二）研究方法 

通过 EXCEL和 Cite Space软件运用计量学和统计学原理对检索文件进行统计分析，包括年发文量、作者及机构、学科、研

究热点（关键词及词频）、文献来源、文献被引频次及下载频次、论文基金等，从而探讨“两山”理念研究的特点与趋势。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两山”理念研究年发文量分析 

从某领域论文的年份数量分布能够了解该领域的发展状态。图 1 中统计了不同年代有关习近平“两山”理念研究的发文数

量。结果发现：关于习近平“两山”理念研究的第一篇开山之作是吴红霞于 2006 年 12 月发表在今日浙江的《“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回眸 2006年专题报道之三》，报道了 2006年浙江生态省建设的良好发展态势。 

综观习近平“两山”理念研究，大体可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2006-2014 年):习近平“两山”理念研究起步阶段，无论

是报纸还是期刊年发文量都保持在个位数上。第二阶段（2015-2019 年）：习近平“两山”理念研究迅猛发展阶段，报纸年发文

量由个位数升到两位数；期刊发文量则由个位数飙升到三位数。2015 年报纸年发文量达到 64 篇，期刊年发文量达到 75 篇，除

2016年略微下滑外，呈迅猛发展态势。 

（二）“两山”理念研究文献作者分析 

在有关习近平“两山”理念研究的 1174 篇文献中，其中报纸文献有 390 篇，期刊论文 784 篇（其中硕博论文 5 篇）。报纸

署名作者（含合作及单位集体署名、不含佚名）451 人，其中独立署名作者(不含单位集体署名及佚名)265 人、占 58.9%；期刊

文献（含硕博士论文）署名作者（含合作署名和集体署名)762 人，其中独立署名作者（不含单位集体署名、佚名）390 人，占

51.2%。报纸作者人均发文量 1.2 篇，期刊（含硕博士论文）作者人均发文量只有 0.65 篇。按第一作者（含独立作者）统计，

在报纸发文量最多的除了丽水日报、衢州日报、浙江日报本报评论员分别发表 10 篇、7 篇、6 篇以外，实名作者发文量最多的

是马晓晖、朱土兴和赵建军，分别发表了 5篇、5篇和 4篇；其次是葛学斌和王昆欣，都发表了 3篇；发文量 2篇及以上的作者

共 16人。在期刊按第一作者（含独立作者）统计，发文量最多的作者是耿国彪，共发表 8篇；其次是发文量 4篇和 3篇，发文

作者分别是黎祖交和铁铮、夏宝龙和张璐晶；发文量 2篇及以上作者共 27人。这些作者对习近平“两山”理念研究最为关注，

是习近平“两山”理念研究领域的领军力量或研究骨干。这些作者可假定为核心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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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不同年代“两山”理念研究成果发文趋势 

进一步分析发现，参与“两山”理念研究的作者，除了高校教师和科研机构研究人员外，很大部分作者来自政府部门领导

和报刊记者，尤以浙江省对习近平“两山”理念研究更为关注。统计结果发现，“两山”理念发文 2 篇以上的作者单位在浙江

的有 10人，占比为 37%；统计还发现，硕博士论文也主要来自浙江。 

（三）“两山”理念研究文献的作者机构分析 

在 1174篇研究文献中，共有 640个机构参与了习近平“两山”理念研究，每个机构平均发文量为 1.834篇。其中，报纸文

献有 134个机构、期刊文献有 506个机构。在报纸发文量 4篇及以上的研究机构有 18家，绝大多数是报社；在期刊发文量 4篇

及以上的研究机构有 26 家，包括高校、期刊社、报社等。运用 SiteSpace 软件制作的文献作者机构可视化图详见图 2。图中节

点“园圈”代表作者机构，“园圈”越大越厚、颜色越深，表明其相关文献越多；节点直径、大小与发文量成正比。节点之间

的连线代表研究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连线粗细表示与他们合作研究的次数成正比。 

（四）“两山”理念研究热点内容分析 

1.关键词分析 

关键词是论文的文献检索标识，是表达论文主题概念的自然语言词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通过分

析某研究领域关键词的词频，可以描述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状况，进而揭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按发文量排序，本文

仅列出关键词出现频率最高的前 16个，详见表 1。结果表明，研究文献非常聚焦“两山”理论(3)、“生态文明”、“绿水青山”

和“金山银山”这四个关键词，分别占总文献数的 8.4%、3.0%、3.0%和 2.7%；其次，研究文献比较集中于关键词“绿色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分别占总文献数的 2.0%和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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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习近平“两山”理念研究文献作者机构可视化图 

表 1关于习近平“两山”理念研究文献频次为 4次及以上的关键词 

序号 中文关键词 频次 百分比 序号 中文关键词 频次 百分比 

1 “两山”理论 99 8.4% 2 生态文明 35 3% 

3 绿水青山 35 3% 4 金山银山 32 2.7% 

5 绿色发展 24 2% 6 生态文明建设 23 1.96% 

7 习近平 18 1.5% 8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6 1.4% 

9 “两山论” 14 1.2% 10 “两山”重要思想 11 0.9% 

11 美丽中国 10 0.8% 12 生态环境 7 0.6% 

13 可持续发展 6 0.5% 14 经济发展 5 0.4% 

15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4 0.3% 16 生态 4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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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习近平“两山”理念研究主题类别可视化图 

2.研究主题分析 

对文献研究主题进行分析可以了解习近平“两山”理念研究涉及的主要领域。按研究主题的频次排序，运用 Site Space软

件制作可视化图详见图 4。与上述高频关键词基本一致，高频研究主题聚焦于“绿水青山”和“生态文明建设”，相关文献分别

占总文献数的 53%和 15%。其次，研究主题比较集中于“习近平总书记”（或习近平）和“两山理论”，相关文献分别占总文献

数的 10.8%和 6.1%；再次，研究主题比较集中于“生态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和“安吉县”等，相关研究文献分别占总文

献数的 2.6%、2.5%和 2.5%。有关习近平“两山”理念研究的热点内容主要集中在这些领域。 

图 3 中节点“+”代表中心主题词，“+”越大越厚、颜色越深，表明其相关文献越多；节点直径、大小与发文量成正比。

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主题词之间的相互关系，连线粗细表示与他们相关研究的次数成正比。例如：从习近平“两山”研究与宣

传相关文献主题词分析图谱分析可以发现，呈现出以围绕绿水青山、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总记等热点词为中心展开研究。 

（五）“两山”理念研究文献发表的期刊和报纸分析 

通过对“两山”理念研究文献的来源分析，结果发现，在 1174篇有关“两山”理念研究文献的来源中，报纸有 140种，期

刊有 388种，其中：非核心期刊发表“两山”理念研究文献较多，发表 8篇及以上的非核心期刊有 12种；而核心期刊发表“两

山”理念研究文献较少，发文量排名前 12 的核心期刊只发表了 2 篇及以上文献；详见表 2。数据显示：非核心期刊发文量最多

的是《中国生态文明》、《绿色中国》和《浙江林业》，分别发表了 31、28 和 23 篇；而核心期刊发文量在 10 篇以上的只有《环

境保护》，仅发文 11 篇。可见，非核心杂志是“两山”理念研究者交流和发文的重要阵地，而核心杂志发表“两山”理念研究

文章不多，说明大多数关于“两山”理念研究文献的水平不高。 

表 2习近平“两山”理念文献发表期刊和报纸 

序号 
非核心期刊名

称 

载文量 

（篇） 

综合影响

因子 
序号 核心期刊名称 

载文量 

（篇） 

综合影响

因子 
序号 报纸名称 

载文量 

（篇） 

1 中国生态文明 31  1 环境保护 11 1.119 1 浙江日报 44 

2 绿色中国 28  2 林业经济 8 0.746 2 丽水日报 39 

3 浙江林业 23  3 党建 4 0.503 3 中国环境报 26 

4 浙江经济 17 0.109 4 前线 5 0.192 4 衢州日报 20 

5 政策瞭望 13 0.069 5 自然辩证法研究 4 0.504 5 湖州日报 16 

6 环境保护科学 10 0.488 6 人民论坛 3 0.228 6 贵州日报 9 

7 山东林业科技 10 0.147 7 浙江社会科学 3 1.221 7 杭州日报 8 

8 浙江国土资源 10 0.058 8 环境科学研究 2 1.623 8 学习时报 8 

9 当代贵州 9  9 求是 2 0.653 9 中国旅游报 8 

10 今日浙江 9  10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 0.408 10 中国社会科学学报 8 

11 环境教育 8  11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 2 1.475 11 内蒙古日报（汉） 6 

12 宁夏林业 8  12 中州学刊 2 0.746 12 青海日报 6 

 

注：表中发文数量相同的期刊或报纸，按期刊或报纸名首字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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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习近平“两山”理论研究文献被引频次情况一览表 

相对而言，报纸刊载“两山”理念研究文献更多，是刊登“两山”理念研究文章的主要载体，发文量排名前 12的报纸均发

表了 6篇及以上文献，且以浙江的报纸最多。刊文量最多的报纸也是浙江的，即浙江日报和丽水日报，刊文量分别高达 44篇和

39篇，占总论文数的 3.8和 3.6%。 

（六）习近平“两山”理念研究文献影响力分析 

学术论文的被引频次是评价被引文献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的有效手段。论文的引用频次是反映其学术质量和影响力的重

要指标，被引频次越高，说明被引作者的认可度或关注度越高。图 4 列出了自 2005 年 8 月 15 日至 2019 年 11 月 3 日止历年来

报纸及期刊有关习近平“两山”理念研究文献的被引频次情况。数据显示，从被引发展趋势来看，虽然报纸和期刊都是从 2006

年开始发表有关“两山”理念的研究文献，但直到 2009年、2014年才开始有被引用情况，说明学界对“两山”理念研究有一个

认识和认可的过程。自 2015年开始，无论是报纸文献还是期刊文献，“两山”理念研究文献的被引用频次都呈现出两位数的增

长态势，尤其是期刊文献，2018 年被引用频次达到了三位数，为 126 次，这说明习近平“两山”理念研究已引起了广大学者的

高度关注、并开展了深入研究。 

表 3习近平“两山”理念研究报纸文献被引频次 3次及以上文献被引一览表 

排序 题名 作者 发表报社 发表时间 被引频次 
年均被引频

次 

1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黄泽科 中山日报 2017 24 8 

2 做大两山护美浙江 钱巨炎 浙江日报 2015 24 4.8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 闫德仁 内蒙古日报（汉） 2018 16 8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生态文明建

设思想的哲学依据 
张翠爱 

盐城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12 6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黄忠平 惠州日报 2017 8 2.7 

6 “两山”路上的不懈追求 傅企平 浙江日报 2015 6 1.2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

义 
郭占恒 杭州日报 2015 5 1 

8 “两山”理论是绿色化转型的本质体现 
赵建军 

黄婷婷 
中国环境报 2017 4 1.33 

9 照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路子走下去 夏宝龙 今日浙江 2015 3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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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被引频次 102 

篇均被引频次 11.3 

 

表 4习近平“两山”理念研究期刊文献被引 10次及以上情况一览表 

排序 论文题目 作者 发表刊物 发表时间 被引频次 
年均被引 

频次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哲学意蕴与时代价

值 

赵建军杨

博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5-12-18 48 9.6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内涵及其实现

机制创新 

王金南 

苏洁琼万

军 

环境保护 2017-06-13 44 14.7 

3 
从“两山理论”到绿色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

理论的创新成果 
卢宁 浙江社会科学 2016-01-05 39 9.75 

4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 
p庆治 学习论坛 2016-05-15 35 8.75 

5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从“两山”重要思

想到生态文明思想体系 
沈满洪 治理研究 2018-03-15 23 11.5 

6 
习近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思想的价值意

蕴和实践指向 
李一 

南京邮电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 
2016-06-15 21 5.25 

7 两山理论与绿色减贫 雷明 经济研究参考 2015-11-16 17 3.4 

8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资产的价值化

与市场化 

胡咏君 

谷树忠 

湖州师范学院学

报 
2015-11-15 17 3.4 

9 基于“两山”理论的江苏美丽乡村建设思路 
杨加猛 

季小霞 
林业经济 2018-01-25 13 4.3 

1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重大命题、重

大突破和重大创新 

杜雯翠，

江河 
环境保护 2017-10-10 13 4.3 

11 基于“两山”理论的绿色发展模式研究 
付伟罗明

灿李娅 
生态经济 2017-05-26 12 4 

12 “两山”重要思想在浙江的实践研究 沈满洪 观察与思考 2016-12-15 10 2.5 

13 浙江安吉“两山”示范森林特色小镇规划研究 

陶一舟刘

颂张宏亮

等 

中国城市林业 2017-03-08 10 3.3 

1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实践政策机制研

究 

秦昌波 

苏洁琼 

王倩等 

环境科学研究 2018-05-25 10 5 

合计被引频次 312 

篇均被引频次 22.3 

 

进一步分析有关“两山”理念研究的高被引文献发现，报纸文献的被引频次较低，被引 3 次及以上的文献只有 9 篇，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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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这 9 篇高被引报纸文献共被引用 102次，篇均被引频次为 11.3 次。其中黄泽科的文章“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被引次数最多，发表 3年来高达 24次，位居榜首。期刊文献的被引频次高一些。被引用 10次及以上的文献有 14篇，

详见表 4。这 14篇高被引期刊论文共被引用 312次，篇均被引用频次为 22.3次。其中：赵建军和杨博的文章“‘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哲学意蕴与时代价值”被引次数最高，发表 5年来达到 48次，年均被引频次 9.6次；王金南、苏洁琼和万军的文

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内涵及其实现机制创新”发表三年来被引频次就高达 44次，年均被引频次高达 14.7。 

另外，从所有报纸、期刊论文的被引频次及篇均被引频次来看，关于习近平“两山”理念研究的 1174篇文献，报纸文献 390

篇，被引了 159篇，占总发文量的 40.8%；被引 159篇文献的总被引频次为 321次，篇均被引 2次。期刊论文有 784篇，被引了

250篇，占期刊论文总量的 31.9%；被引 250篇论文的总被引频次为 854次，篇均被引 3次，高于报纸文献的篇均被引频次。 

（七）“两山”理念研究的学科分析 

对有关习近平“两山”理念研究文献所属学科类别进行分析，排名前 15位的学科详见表 5。可见，研究文献大量集中在“环

境”学科，共有 313 篇，占到全部研究文献的 26.7%；其次是区域经济和农业经济，分别有 120 篇和 91 篇，占全部研究文献的

10.2%和 7.8%；这三个学科是开展习近平“两山”理念研究的高聚集学科。此外，研究文献还涉及“国民经济”、“政治”、“林

学”等学科。相对而言，教育学科、马克思主义学科等，对习近平“两山”理念研究略嫌不足。 

（八）习近平“两山”理念研究的资助基金分析 

分析发现，有关习近平“两山”理念的研究文献共有 112 篇获得了不同级别的基金资助，仅占全部研究文献的 9.5%，资助

面很小，详见表 6。在各类资助中，国家级基金论文 38篇,远多于其它各类资助，说明在国家资助战略层面，有关习近平“两山”

理念研究深受重视。 

表 5习近平“两山”理念研究文献学科类别分析 

序号 学科类别 篇数 文献占比 序号 学科类别 篇数 文献占比 

1 环境 313 26.7% 2 区域经济 120 10.2% 

3 农业经济 91 7.8% 4 国民经济 74 6.3% 

5 政治 59 5% 6 林学 47 4% 

7 旅游经济 35 3% 8 城市经济 22 1.9% 

9 工业经济 16 1.4% 10 教育 16 1.4% 

11 新闻传播 15 1.3% 12 城乡规划与市政 9 0.8% 

13 文学 9 0.8% 14 马克思主义 9 0.8% 

15 地理 9 0.8%     

 

表 6习近平“两山”理念研究资助基金一览表 

年份 

基金项目级别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小计 

国家级（篇） 1 2 6 19 10 38 

省部级（篇） 1 6 1 12 7 27 

市厅级（篇）   3 17 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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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级课题（篇）    3 4 7 

学生科研项目（篇）    2 5 7 

其它   1 3 7 11 

合计 2 8 11 56 35 112 

 

四、主要结论和相关建议 

（一）主要结论 

1.研究文献及其影响力呈迅猛上升趋势 

在 2005年习近平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两山理念之初，由于认知观念局限，很多学者和政府领导并未充分认识到

其重要性和现实意义，以致最初 10年都少有研究文献和宣传报道，更少有基金资助研究，仅有的一些文献也缺乏影响力，被引

频次低。2014 年 6 月中宣部编撰的《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

思想的重要内容(5)，学界对习近平“两山”理念研究才出现了大飞跃，研究文献首次突破 100篇，此后更是由于“两山”理念不

断被党和政府的重要文件强调，关于它的研究每年发文量均在三位数上增长，呈现出迅猛上升态势。与此同时，研究资助亦呈

上升趋势，并受到国家基金重视；所发文献的影响力也随之扩大，被引频次随之上升。 

2.报刊记者和党委政府领导纷纷加盟“两山”研究队伍 

在研究习近平“两山”理念的 1174篇文献中，报纸发文署名作者（含合作及单位集体署名）451人，期刊（含硕博士论文）

文献署名作者（含合作署名)762人，研究作者分布广泛，不仅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理论研究人员，亦有报社记者加盟研究队伍，

在报纸发文量 4 篇及以上的作者全都来自报社记者。党委和政府领导更是率先垂范参加研究，尤其是浙江省委省政府及其各地

党委和政府领导积极充当学习和贯彻“两山”理念排头兵，亲自研究和撰文发表有关两山理念研究文章，如原浙江省委书记夏

宝龙、浙江省委副书记唐一军、浙江省副省长陈伟俊、原杭州市市长徐立毅、湖州市委书记马晓晖、丽水市委书记胡海峰等；

且湖州市委书记马晓晖在报纸发文 3 篇、在期刊发文 2 篇，发文量高居榜首；副省长陈伟俊、原省委书记夏宝龙发文量也都名

列前茅。 

3.研究文献主题聚焦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 

文献的关键词和主题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领域。通过对“两山”理念研究领域的关键词和主题词

分析，可以发现二者结果高度一致，有关“两山”理念的研究内容和领域都非常聚焦于“两山理论”、“生态文明”（或生态

文明建设）、“绿水青山”（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习近平”（或习近平总书记），这些研究文献占所有关于“两山”

理念主题研究文献的 85%以上、占所有关于“两山”理念关键词文献的近四分之一，成为有关“两山”理念研究的热点；同时，

这些有关“两山”理念的研究，倍受经济学科的关注。关于“两山理念”研究文献的学科分析结果表明：各类经济学科，如区

域经济、农业经济、国民经济、旅游经济、城市经济、工业经济等，对“两山理论”的研究文献占总文献的近三分之一。“两

山”理念是关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理念的生动比喻
(6)
，目前的研究集中在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有一定的必然性。 

4.报纸和期刊都是“两山”两山理念研究的重要载体 

“两山”理念文献的发文载体主要有报纸和杂志，共有 140 种报纸共发文 390 篇文献，每种报纸平均发文接近 2 篇；共有

388种期刊共发文 783篇文献。可见，虽然期刊总量及发文总量大于报纸，但每种杂志和每种报纸的平均发文量相接近（均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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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左右）。另一方面，从每种报纸和期刊的绝对发文量来看，报纸的发文量更高，《浙江日报》发文量超过 40篇（达 44篇），《丽

水日报》的发文量也接近 40篇（39篇），充分发挥了报纸在研究和宣传两山理念中的重要作用。 

进一步分析报纸和期刊的具体发文情况，结果发现，报纸文献更多的是宣传或传递“两山”理念的践行情况或经验总结，

高水平的分析“两山”践行路径的理论文章较少；杂志文献重在关于“两山”理念的理论研究，但核心杂志发文较少，影响了

“两山”研究的深度和影响力。 

（二）相关建议 

关于“两山”理念的研究方兴未艾，根据目前的相关数据分析，对未来深化“两山”理念的研究提出以下建议：一是提升

研究的层级与宽度。从目前的期刊来看，发表在核心期刊以上的论文数量偏少。而在学科方面，现在主要集中在环保学科和经

济学科，而关于“两山”理念的教育学科、马克思主义学科、伦理学、哲学等方面的研究还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因为“两山”

的转化不仅在于推进经济的绿色化和环境的经济化，还在于推进人的现代化(7)，即人的思想与行为的生态化、现代化。二是拓宽

实践研究的广度。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离不开党政机构的统领作用，离不开调动社会各界积极性，同时还要遵循市场

运行规律
(8)
，而所有这些要素作用的发挥，需要报纸进行深入的报道、宣传并刊发关于“两山”践行的实践性研究文章。但从目

前的报刊来看，宣传报道“两山”践行的主要集中在北京和浙江省，其次是贵州、内蒙和青海，而全国其他省份的报道相对较

少，有待进一步加强。 

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东南海疆到西部边陲，从北国雪境到南海之滨，每个省市都在积极“护蓝”“增绿”(9)，都在

积极的进行绿色发展，并尝试进行“两山”的转化，这些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生动的、感人的实践活动，社科界应该加强

关注。 

注释： 

1中共浙江省委：《照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路子走下去——深入学习习近平同志“两山”重要思想》，载《浙江林业》

2015年第 10期。 

2王金南、苏洁琼、万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论内涵及其实现机制创新》，载《环境保护》2017年第 11期。 

3如果再加上“两山”重要思想和“两山论”的话，占比会更高。 

4卢宁：《从“两山理论”到绿色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成果》，载《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 1期。 

5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4年版，第 120页。 

6赵建军、杨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哲学意蕴与时代价值》，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15年第 12期。 

7侯子峰：《着力打通“两山”转化通道》，《浙江日报》2019年 6月 17日。 

8陈龙：《“两山”理念的磐安实践》，《浙江日报》2019年 4月 23日。 

9王建宏：《代表共话“两山”扮靓美丽中国》，《光明日报》2019年 3月 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