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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贵阳共识 

（2011 年 7 月 17 日生态文明贵阳会议通过） 

 

以“通向生态文明的绿色变革——机遇与挑战”为主题的

2011 生态文明贵阳会议，于 2011 年 7 月 16 日至 17 日在贵阳国

际会展中心举行。会议由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科学技

术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北京大学、贵州省人民

政府主办，中共贵阳市委、贵阳市人民政府、生态文明贵阳会议

秘书处承办，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气象学会、中国市长协会、

中国工程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协办。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作出重要批示，

高度评价生态文明贵阳会议的战略定位、办会宗旨、研讨内容及

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的积极贡献，指明了会议的长远发展方向，

对会议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来贺信，对

生态文明贵阳会议寄予厚望，与会者倍受鼓舞。全国政协副主席

郑万通致辞。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作视频讲话，爱尔兰前总

理、爱中合作理事会终身名誉主席伯蒂·埃亨，全国政协副主席、

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

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等作了精彩演

讲。国家有关部委领导，著名大学校长、科学家和专家学者，部

分城市负责人，知名企业家、媒体负责人及联合国有关机构官员

等近千名海内外嘉宾出席会议，围绕低碳经济、绿色发展和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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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突出讨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入探讨绿色就业、绿色产

业、绿色消费、绿色运输、绿色贸易等战略性、前瞻性问题。会

议举办了科学论坛、技术论坛、教育论坛、企业家论坛、高新产

业金融论坛、跨国公司论坛、城市规划典型案例和最佳实践论坛、

绿色文明与媒体传播论坛、森林碳汇论坛、共建低碳生态城市论

坛、生态修复论坛、青年先锋圆桌会、电视高峰论坛等专题论坛，

参会者热情很高，发言十分踊跃，互动性很强。会议开得热烈而

精彩，令人激动而难忘。会议期间，举办了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成

果展暨中国·贵阳节能环保产品和技术展，环保部、贵州省以及

杭州、贵阳等 46 个城市和中节能、远大集团、中铝等 140 多家

企业集中展示生态文明建设的最新成果；举办全国低碳发展现场

交流会、第一届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经验交流会，分享了发展

低碳经济、建设生态文明的成功做法，展示了美好前景。会议还

举行名人生态环保公益活动，倡导践行低碳、绿色生活方式。与

会嘉宾参与了“留住绿色·我们在行动”培育生态公益林活动，以

实际行动为增加森林碳汇作贡献。 

会议充分肯定了中国在建设生态文明，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作

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显著成就。与会者特别是国外嘉宾认为，

中国政府一直秉承清醒的认识和负责任的态度，统筹国际国内两

个大局，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促进发展方式转变、调整经济

结构的重大机遇，将节能减排、绿色低碳发展作为可持续发展的

内在要求，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与行动，在建设生态文明上跨出了

大大的一步。“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明确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推进绿色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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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发展作为重要的政策导向，对于纵深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

要意义。 

会议强调，生态文明贵阳会议举办三年来，始终立足于生态

文明建设，致力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低碳经济、绿色发

展等焦点和热点问题进行持续探讨，已经成为跨领域、跨行业、

跨部门、跨国界合作的重要桥梁，成为交流各方经验和信息、总

结各类实践和典型案例、展示各地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重要窗

口，极大传播了生态文明理念，展示了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成

果，探索了建设生态文明、发展绿色经济的路径和方法。在各方

的大力支持下，2011 生态文明贵阳会议实现了全国会议与专业

论坛、会议与展览、国内与国际的结合，无论是层次、规模还是

影响力，都有了明显提升，日益显示出会议的旺盛生命力，各参

与方要倍加珍惜。要围绕把生态文明贵阳会议建设成为交流生态

文明理念、展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长期性、制度性高端平台的

目标，始终坚持面向实际、面向基层、面向生活、面向世界，着

力研究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规律，更加注重总结推广成功经

验，在更大范围开展国际合作，以更有力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为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发挥更大作用。要遵循

论坛举办规律，突出开放性、互动性、务实性，按照长效化、机

制化、专业化、国际化的目标，广泛与有志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企

业家、科学家、大学校长、传媒人士、城市管理者以及其他有识

之士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真正形成共建共享的机制。近期要抓

紧建立完善议程咨询委员会、企业联盟和城市网络联盟，为生态

文明贵阳会议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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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充分讨论和深入交流，形成以下三点重要共识： 

第一，始终坚持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新

型工业化与生态文明建设互动双赢。生态文明是建立在工业文明

基础之上的文明形态，是现代工业高度发展阶段的产物。这种文

明形态追求有效的经济增长、公正的社会环境和人与自然的和

谐，本质要求是高效低耗、无毒无害、互利共生，通过改变人的

行为模式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达到经济增长与环境相互协

调、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脱钩、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建

设生态文明，不是要回到原始生态状态，而是在现代化进程中选

择更先进的生产方式，通过更科学的制度安排，走生产发展、生

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科学发展之路。中国正处于加速实现工业化

的过程，但已没有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那种充裕的资源和环境条

件，环境资源问题越来越突出，已成为制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瓶颈。必须坚持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引领工业化

和城镇化，构建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

模式，实现新型工业化与生态文明建设互动双赢，做到既尊重自

然、保护自然，又合理开发、永续利用自然资源。  

第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全球金融

危机和气候变化触发了一场经济发展模式和世界秩序的深刻变

革。其中绿色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摆脱困境、渡过后金融危机时

代、合力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共同选择。要立足国内、面向国际，

整合政界、商界、学界、民间各方智力资源，进行战略思考和综

合研究，为 2012 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 20 周年峰

会做好重要准备。要开展更有适应性和针对性的专题研究。适应












- 5 - 
 

性侧重于查找差距，推动我国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技

术、政策、措施与国际发展趋势相对接。针对性侧重于研究我国

的具体国情和资源禀赋，确定现阶段我国绿色发展的方向和目

标，提出重点区域、重点产业、重点项目的行动方案。 

第三，坚持把建设生态文明、推动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长期

战略。在思想上，要充分发挥教育和传媒机构的作用，大规模深

入开展生态文明理念普及活动，使公众特别是各级决策者认识环

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是相互促进、内在融合的关系，坚决防止非此

即彼、厚此薄彼、顾此失彼等僵化思维。在机制上，要加快节能

环保标准体系建设，建立“领跑者”标准制度，促进用能产品能效

水平快速提升；建立低碳产品标识和认证制度；健全节能环保和

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制度。在政策上，重点要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

完善污水和垃圾处理收费政策，深化政府推广高效节能技术和产

品的激励机制，落实和完善资源综合利用税收政策，加大各类金

融机构对节能减排、低碳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在措施上，要优

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循

环经济，抑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形成节能环保减碳

循环经济的产业体系，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在技术上，要加快

低碳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组织开展节能减碳共性、关键和前沿

技术攻关，推广应用节能减碳技术。在行动上，要大力开展植树

造林等生态修复、生态治理活动，全面开展节能减碳全民行动，

重点在工业、建筑、交通运输、公共机构等领域开展节能减排，

特别是要鼓励青年人在社会上积极倡导绿色理念与绿色行为方

式，带动更多的人关注生态环境保护，从而开创一个全社会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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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局面。 

与会者强烈呼吁，生态文明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生态文明建

设是一项利国利民、功在当代、泽被后世的伟大事业，能为这一

事业作出贡献，是一种光荣和幸运。各方应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携手同行，不懈努力，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