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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4 年年会

2014 贵阳共识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4 年 7 月 12 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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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0日至 12日，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4 年年会在中国

贵州省贵阳市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为年会致贺信，强调生

态文明源于对发展的反思，也是对发展的提升，事关当代人的民生福

祉和后代人的发展空间；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发展是各国利益的

汇合点；中国将下大力气防治空气雾霾和水、土壤污染，推进能源资

源生产和消费方式变革，实施重大生态工程，继续加强同世界各国、

国际组织的环境合作，深入推进国际环境公约的履行，携手应对气候

变化，共同推动人类环境与发展事业。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生态

文明建设的“中国理念”、“中国行动”、“中国倡议”,在与会者中引起强

烈反响和广泛共鸣。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李源潮发表致辞，

强调人类必须自觉地与自然友好相处，人类的发展必须与生态的发展

平衡共进。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特肖梅，马耳他总理约瑟夫·穆斯

卡特，瑞士联邦议会联邦院议长汉纳斯·格尔曼,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

任谢尔盖·伊万诺夫，瓦努阿图副总理哈姆·利尼，澳大利亚前总理陆

克文，英国前副首相约翰·普雷斯科特，泰国前副总理素拉杰，全国

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原国务委员戴秉国发表演讲，联合国

秘书长潘基文发来贺信，对论坛取得的成果给予高度评价，对推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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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制度约束、改革创新等阐述主张。

会议期间，联合国相关机构及国际组织、有关部委负责人，知名

专家学者和大学校长，部分省(市、区)负责人，著名企业家，媒体负

责人等来自 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0余名嘉宾，围绕“改革驱动,全

球携手，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政府、企业、公众:绿色发展的制

度架构和路径选择”主题，举办了近 100场主题论坛及相关活动，从

人文、历史、经济、社会、教育等不同视角展开深入交流和探讨，取

得了许多开创性、前瞻性、引领性成果。

与会者一致认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永恒话题，人类与自然共同

组成世界。人类是自然孕育的精华，自然是人类生存的环境。人类与

自然的友好和谐相处，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人类应给

予自然足够的关怀和尊重，给予足够的休养生息，实现永续利用和永

续发展，而不能一味索取资源、消耗环境存量。保证我们的子孙后代

获得足够的资源、享受良好的环境，是当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生态

文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我们应当始终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

与会者强烈感受到，自从世界大规模的工业化以来，人类生产的

物质财富前所未有的增长，同时，自然生态和资源环境也受到了前所

未有的破坏。资源短缺、能源紧张、环境污染、气候异常，以及全球

反贫困任务艰巨性与环境容量有限性之间的矛盾，都使人类传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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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面临空前危机。而且，全球人口还将增长，城市化还将推进，资

源消费、能源需求、环境压力还将加大，如果缺乏足够的、及时的转

型、转轨、转向，地球生态系统难以承载，造成的严重后果将不可估

量和不可逆转，我们应有足够的紧迫感和危机意识。

与会者意识到，发展经济和保护生态环境是可以实现和谐共赢的。

成功实践表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关键要有

科学发展、绿色发展的思路，实现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在

现代科技、信息条件下，高起点进行产业选择和工艺选择，通过循环

经济、清洁生产、节能减排，并且进行严格的、持续的环境治理和生

态修复，完全可以在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保持生态系统良好的自我

净化能力。我们应该牢固树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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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把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公共产品向全

民提供，努力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

路。

与会者认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新在生产方式、新在消费模

式，也新在科学技术、新在体制机制。必须坚持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

的平衡，坚持环境保护与生态修复的平衡，坚持控制污染与节约资源

的平衡，坚持明确各自责任与加强合作的平衡，维护全球生态安全，

共同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宜居美丽家园。

第一，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必须加快绿色转型。通过产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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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绿色发展，既是解决地区差异和贫困问题的必然途径，也是实现

现代化生活方式与良好自然生态环境兼得的唯一选择。任何发展成果

的评估都必须综合考虑物质成本和生态成本，既要有经济效益，也要

有生态盈余，实现可持续的平衡发展。我们应该把握全球经济绿色发

展趋势，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循环、低碳产业，

发展可再生能源，实现更加清洁的生产。科学运用价值分工体系，加

大科技创新力度，以更大的决心淘汰落后工艺和产能，通过技术变革

拉动绿色增长。围绕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型产业和健康养生、文化旅

游、山地高效农业等生态友好型产业，促进以物质生产服务为主的增

长模式向以信息生产服务为主的增长模式转变,实现绿色就业。

第二，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必须推进改革创新。通过改革推动

生态资源利用方式的生态转变，通过创新实现节约型的生产和消费模

式，是当前各国面临的紧迫任务。应理顺市场、政府和公众的关系，

让市场、政府和公众各司其职又相互补充，加强市场化改革创新，积

极开展节能量、排放权、水权等交易，加快发展碳交易市场，运用市

场机制解决节能减排、低碳生产的利益导向问题。从绿色金融、绿色

城镇化、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绿色能源等领域，加强政策引导和新

材料、新技术的运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努力建设清洁社会。

第三，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必须加强制度约束。节约资源和保

护环境，需要严密的制度和法治作保障。应健全生态文明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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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绿色发展的制度架构，通过严格的制度规范、有效的治理体系、

严厉的法治约束，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根本保障。围绕评价考核、自

然资源资产产权和用途管制、生态红线、生态补偿、资源有偿使用等

关键环节，加快体制机制创新，使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得到切实保

护。制定更加严格的节能、节材、节水、节地标准,充分运用法律、

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规范公民、法人、社会团体和政府行

为。

第四,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必须各方共同努力。保护地球家园、

促进可持续发展，加强生态文化建设，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的共同

努力。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政府应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相关政策的制定，

为环境保护和绿色生产提供保障；企业应发挥重要主体作用，坚持绿

色投资，追求绿色增长；公众应增强生态意识，履行生态责任，践行

生态行为，自觉维护生态环境。无论家庭还是社会，无论非官方主要

群体还是公共机构，无论学校还是传媒，都应当尽其所能、各负其责，

共同建设生态文明新家园。

第五，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必须全球紧密携手。人类只有一个

地球，面对全球性的环境挑战，建设生态文明需要世界各国齐心协力，

采取集体行动。各国都应更积极、更深入地参与到可持续发展进程当

中，认真执行有关国际环境协议，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坚持

同舟共济，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生态安全等重大问题，共同呵护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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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应遵循“人际公平、国

际公平、代际公平”的道德准则，实现有序、有节、有方,加强绿色科

技国际交流，扩大绿色产业国际合作。有关各国共建绿色丝绸之路，

落实中瑞自由贸易协定。

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国是生态文明的倡导者和实践者，高度赞赏中

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把生态

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加快重

点领域节能减排，深入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努力建设生态文

明的现代化中国。一致认为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是共享可持续发展

经验的重要国际交流平台，相信通过共同努力，论坛年会必将凝聚新

的共识，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探索。

与会者呼吁，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全人类的福祉和未来，也孕育着

世界发展的历史性机遇。联合国正在制定 2015年后发展议程和可持

续发展目标，这将为生态文明国际合作注入新动力。各方应以对人类

共同负责和人类间相互包容的精神，秉持平等、互助、合作、共赢的

宗旨，实现各国共同绿色发展，携手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