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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7月 19日至 21日，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3年年会

在中国贵州省贵阳市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为年会致贺信，强调指出，走

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的重要内容；中国将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

展,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中国将同世

界各国深入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合作，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

美好家园。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意

义、内涵、基本国策，在国际社会进一步树立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

象，必将对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习近平主

席充分肯定了会议主题，对会议成果寄予了殷切期望，让与会者深受

鼓舞、倍感振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年会并致辞，就

促进生态文明国际合作、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与外国政

要深入交流。瑞士联邦主席毛雷尔、多米尼克总理斯凯里特、汤加首

相图伊瓦卡诺、泰国副总理兼商业部长尼瓦塔隆、意大利前总理普罗

迪、中国政协原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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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匡迪发表主旨演讲，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陆克文致贺信，高度评

价了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推动绿色发展的政策措施以及取得的

实践成果，表达了加强国际间的对话与交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

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愿望。原国务委员戴秉国、联合国相关机构及国

际组织负责人、国家有关部委负责人、知名专家学者和大学校长、部

分城市市长、著名企业家、媒体负责人等 4000余名海内外嘉宾，围

绕“建设生态文明:绿色变革与转型——绿色产业、绿色城镇和绿色消

费引领可持续发展”主题,就新能源、绿色建筑、循环经济、绿色金融、

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等重点产业,以及水和森林资源保护、PM2.5、食

品安全、保障性住房、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等热点议题，深入开展前瞻

性、趋势性、务实性探讨，举办了 35场分论坛以及生态产品(技术)

博览会等系列活动，实现了务虚与务实的结合。

与会者共同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维护能源资

源安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当今世界，地球变暖已经日益严重

地威胁着人类生存发展。我们所消耗的资源、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已

经远远超出地球的自我修复能力。必须找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保之间

的平衡，采取一种更宜于

环境保护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彻底摒弃“先污染、后治理”的传

统工业化思维模式，走出一条既不破坏生态、又能让人们过上美好生

活的共赢发展新路子，给未来世界留下一个宜居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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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一致认为，生态文明涉及环境、气候、能源、水等方方面

面，同国际上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是相通的。面对能源、资源危机和气

候变暖、环境破坏，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不能独善其身。不管是贫

穷还是富裕，是大国还是小国，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都应该顺

应历史潮流，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义务。

建议把生态文明建设的议题纳入联合国后 2015的发展议程，深入开

展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

以造福世界人民，造福子孙后代。

与会代表就未来我们共同的目标以及需要付出的行动达成了共

识，包括需要重新思考和审视我们现在的政策、规章、制度等，来保

证绿色转型的有效实施。当前,应围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总要求，重点采取

以下四个方面的政策举措:

第一，加快绿色发展和产业转型。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工业化发

展，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最科学的方式,积极探索发展经济、节约资

源、降低能耗、保护环境相得益彰的途径和办法。大力发展新能源和

可再生能源、节能环保等生态产业，鼓励节能环保产品使用和消费，

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

资源化，最大限度实现循环利用。

第二，推进社会和谐和包容性发展。面对公众环境敏感增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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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风险压力加大的新形势，在向公众充分提供物质产品、文化产

品的同时，着力提供更多优质的生态产品，让民众普惠共享良好的生

态环境，以促进社会和谐。尊重全体国民的发展权利、发展责任、发

展机会和发展利益，共同应对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自然

灾害等难题，做到权利公平、机会均等、规则透明、分配合理，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最终实现各个国家互利共赢、各种文明兼容并蓄、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

第三，采取最严格的措施修复自然生态和治理环境。实施重大生

态修复工程，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扩大森林、

湖泊、湿地面积，保护生物多样性。特别

是，要通过有效保护森林资源、治理汽车尾气、加快搬迁污染企

业、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等措施，尽快使治理大气取得明显成效，让公

众呼吸更加清新的空气；要优先保护饮用水源，实施重要河湖全流域

综合治理，建设完备的污水收集处理系统，多建湿地并充分发挥其生

态净化功能，确保让公众喝上更加干净的水。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

严密的法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纳入经济社会发展

评价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

第四，普及以生态为导向的价值取向。深入推进生态文化、道德

伦理教育，引导每个人对自然心存敬畏，规约自己的行为，形成有利

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理念，在全社会增强生态意识、强化生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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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绿色消费价值观念宣传力度，普及绿色产品知识，引导公众

从追求豪华、奢侈的生活转向崇尚简朴、节俭的文明生活，自觉践行

低碳、绿色消费。

与会代表高兴地看到，论坛举办地贵州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经济

社会发展，努力打造全国生态文明先行区，走出了一条经济发展与生

态保护双赢的生态文明新路子。由中国和瑞士领导人亲自推动的“贵

州与瑞士对话:携手瑞士,绿色赶超”活动，是本次论坛年会开展务实合

作的一大亮点。贵

州地理和自然条件同瑞士相似，完全可以在生态文明建设和山地

经济方面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与会者共同认为，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汇聚各方智慧，在推动

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正发挥着积极而独特的作用，希望论坛进一步提

升层次、扩大影响，打造长期性、制度性平台，不断拓展研究领域，

更加注重成果分享，更加注重务实合作，为保护全球生态环境、走向

生态文明新时代作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