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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贵阳共识 

（2009 年 8 月 23 日生态文明贵阳会议通过） 

 

以“发展绿色经济——我们共同的责任”为主题的生态文明

贵阳会议于 2009 年 8 月 22 日至 23 日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会

议由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北京大学和中共贵阳市委、

贵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中国人民外交协会、中国气象学会、

气候组织、中国企业家论坛协办。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贺信对会议给

予充分肯定，提出殷切希望，对于全体参会人员是巨大的鼓舞，

对于会议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全国政协副主席郑万通在开幕式

上的致辞和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的精彩演讲，深化了会议内

涵，提升了会议层次。国家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联合国气候

变化政府间专门委员会原副主席莫汗·穆纳辛格，全国政协人口

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国家发展与

改革副主任解振华，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张建龙，联合国系统驻华

协调总代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马和励，中国生态道德

教育促进会会长、北京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陈寿朋，泰康

人寿董事长陈东升先后发表了主旨演讲和特邀演讲，获得了全体

与会者的高度评价。会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召开的“迈向绿色经济和绿色就业”

未来论坛，使这次会议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增进了国家之间的

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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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举办了生态城市论坛、科学家论坛、生态教育和传媒论

坛、经济企业界论坛等 4 个专题论坛，分别围绕“生态城市—宜

居、宜业、宜游”、“科技与创新—生态社会基石”、“教育和传媒

—生态文明软实力”、“生态经济—绿色产业”等主题进行了深入

讨论，努力找出一条切合实际的科学发展新路。与会代表认为，

这次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会议的主题选得好，出席嘉宾的层次

高，参与面广，研究问题的针对性、前瞻性强，问题探讨有相当

深度。 

科学家们深刻地认识到，我国气候变暖趋势与全球的总趋势

基本一致，而且当前已经构成危机，并将继续严重影响我国的生

态环境。市长们坚决地认为，生态城市不仅仅是单纯的环境保护，

而是一个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的城市

发展理念和战略。生态城市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各个城市应根据

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人文自然条件，选择相应的建设路径和模

式。教育、传媒界共同感到，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场绿色变革，

这场深刻的变革赋予大学与传媒的历史使命，就是从社会机制、

伦理规范、文化制度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建设性作用，为迈向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社会奠定坚实的知识和文化基础。企业

家们清醒地看到，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培育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产

业，是当今时代发展共同探索的课题，破解这一课题是包括企业

家在内的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和使命。 

会议共识是：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不是

选择之一，而是必由之路。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以高投入、高能耗、高消费、高污染为特征的工业文明，在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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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对地球资源的索取已超出了合理范

围，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已达到临界状态。当前各类自然灾害呈增

加趋势，特别是气候变化已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构成严重

威胁，严重影响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系

统显得尤为迫切。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关系，促进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已日益

成为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 

会议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观念和文

化转变、产业转换、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方方面面。保护生态

环境是前提，要尊重自然、善待自然，正确认识保护环境和发展

经济的关系，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来保护环境；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键，要寻找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增长的新

模式，实现从“褐色经济”到“绿色经济”的转变；改善和保障民生

是目的，要高度关注并切实帮助群众解决好住房、就业、医疗、

上学、养老、交通、治安等民生问题，努力提高居民的生活满意

度和幸福感。 

会议特别强调，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既是摆脱目前金融危机

的有效手段，也是实现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金融危机

暴露了传统发展模式之危，也凸显了生态文明发展模式之机。大

力发展循环经济，全面实施清洁生产，实现资源开发与高效利用

结合、资源配置与资源转化结合、资源节约与绿色生产结合，就

能走出一条既有利于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又具有很高经济效

益，还能创造绿色就业的科学发展路子。 

会议一致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城市是关键，科技是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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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主战场，教育是根本，传媒提供软实力支持。世界上一半

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城市决定世界的未来。通过利用低碳能

源，使用低碳交通系统，水资源的保护和治理，废品处理和循环

利用，可以建成新型的、具有强烈生态意识的城镇化和谐社会。

这样的社会具有高质量的生活，包括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对艺术

和其他文化的尊重和推崇。发达的科学、创新的技术、可持续的

教育和有效的传媒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一个高度生

态文明的社会需要高水平知识社会支撑。通过科学研究、教育、

文化、传媒等多种工具，建立全新的价值观和知识体系，是实现

生态文明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 

会议深刻体会到，贵州、贵阳致力于探索生态文明发展道路。

上世纪八十年代，贵州就积极探索和践行“开发扶贫、生态建设”

的持续发展道路，近年来，提出了“保住青山绿也是政绩”的理念，

取得了显著成绩。2007 年，贵阳市贯彻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七

大精神，总结和发扬历史经验，充分发挥气候凉爽、空气清新的

比较优势，决定把贵阳建设成为生态环境良好、生态产业发达、

文化特色鲜明、生态观念浓厚、市民和谐幸福、政府廉洁高效的

生态文明城市。一年多来，进行了积极实践，取得了初步成效，

今年 6 月被国家环保部批准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市。实践证

明，建设生态文明在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都能获得成功。 

鉴于以上共识，与会代表对建设生态文明提出倡议： 

一、观念先行。建设生态文明，离不开生态文化作支撑。要

加大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广泛共识，形成生态城市的文化和

理念，真正使生态文明理念深入基层、深入人心，把生态意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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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为全民意识、主流意识，倡导生态道德、生态伦理和生态行为，

提倡生态良心、生态正义和生态义务，发展生态艺术，把生态文

化具体地渗透到建筑、交通运输、产业等方方面面。 

二、密切合作。各地要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加强各领

域的生态合作，特别是加强生态环保领域的技术合作，相互学习

和探讨建设生态城市积极有效的办法和经验，形成城市间、地区

间、国际间良好的合作与交流机制。 

三、加大投入。政府要切实调整投资结构，加大在生态领域

和绿色产业方面的投资，促进旅游文化等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

产业、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推进新能源、新材料技

术的普遍使用。加强水资源保护，扩大森林面积，充分发挥森林

在吸收碳排放中的重要作用。 

四、知行合一。建设生态文明，人人有责，每个人都可以为

建设生态文明作出贡献。全社会要切实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

从身边事做起，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把生态文明的理念转

化为实际行动，形成绿色的生活和消费方式，做生态文明的忠实

实践者。 

五、进一步依靠科学技术。加强节能环保新技术的研发和推

广运用。从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经济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的高度出发，加强农业、林业、水资源和沿海及生态脆

弱地区等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完善防灾减灾应急机制

和预案，提高地震灾害、地质灾害和适应气候变化以及应对极端

天气气候事件的能力。同时，特别注意充分利用现有技术、传统

技术，比如少数民族吊脚楼的通风设计等等，不能坐等新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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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 

六、企业要积极转变发展方式。努力构建区域间、企业间的

资源整合、信息共享及创新机制，竭力克服当前工业经济面临的

资源紧张、能源价格上涨和节能减排等压力，坚持循环生产，应

用清洁能源，推广新能源，履行社会责任，携手创立符合时代发

展的生态企业范式。 

七、教育和传媒要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基础性、综合性和

先导性作用。学校特别是大学要致力于建设合作交流平台，并拓

展校际的联合研究、推广全国性的环境教育知识大纲，倡导建设

绿色校园。传媒要充分运用新媒体，开辟新栏目，传播生态观念。 

八、探索建立生态文明城市的评估和评价体系。按照科学发

展观的要求和生态文明城市的内涵，从产业、环保、科技、教育、

文化等多方面，建立完善符合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要求的评估办法

和评价体系。 

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让我们携手同行，探索新的载体和

方法，不断创造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