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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日~3日，
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
会在广东省惠州市成功举
办了中国生态文明论坛惠
州年会。会议以“生态文
明·绿色引领——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新时

代美丽中国建设”为主题，
分别在主会场组织了高峰
论坛、市长热点对话，在分
会场同时举办了聚焦攻坚·
厅局长论坛、美丽乡村·区
县长论坛、环境修复·水生
态文明论坛、环保装备·中

国智造论坛、智绘山水·生
态旅游论坛、引擎驱动·绿
色金融论坛、创新共享·生
态文明大数据论坛、民心相
通·一带一路论坛、乡村振
兴·生态农业论坛、低碳出
行·绿色交通论坛、损害赔

偿·法治建设论坛、创新机
制·健康中国论坛、和谐共
生·固废处理论坛等13个分
论坛。大会还向全社会发
布 了《生 态 文 明·惠 州 宣
言》。本版将重点介绍部分
分论坛的主要内容。

由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
进 会 和 光 大 国 际 联 合 主 办 的

“美丽乡村·区县长”分论坛，以
“绿色·创新 建设美丽乡村”
为主题，以农村环境综合整治、
生态资源综合利用、乡村绿色
可持续发展模式经验分享为议
题展开研讨交流。原全国政协
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研促会原
顾问李金明，惠州市政协副主
席黄志忠，中国光大国际有限
公 司 总 经 理 王 天 义 在 会 上 致
辞。研促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朱
广庆、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
估中心能源评估部主任苏艺主
持了会议。来自全国 20 多个

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区县代表、
专家学者及环保企业代表集聚
一堂，集思广益，探讨社会主义
新时代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和绿
色发展新路径新模式。

研讨认为，振兴乡村战略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
重大任务之一，关系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必须按照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

与要求，走绿色发展道路，尊重
农业发展规律和生态规律，制
定符合乡村发展的标准、指标，
强 化 机 制 创 新 和 技 术 创 新 驱
动，集众智聚合力，实现农村生
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和城乡
一体化协调发展。

针对当前农村环境中农作
物秸秆、畜禽粪便和生活垃圾
三 大 有 机 废 弃 物 污 染 问 题 严
重，畜禽粪便处理和资源化利
用挑战越来越尖锐问题，专家
学者提出，要切实转变观念，树
立生态系统和物质循环的整体
观念，把污染整治整合到生态农
业的大系统中，在循环利用和资
源化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实现三
大有机残余物的价值，从而形成
可 持 续 治 理 机 制 的 强 大 推 动
力。要坚持政府支持、企业主
体、市场化运作的方针，创新形
成一批有说服力、可复制、可推
广的模式，力争在“十三五”时期
基本解决大规模畜禽养殖场粪
污处理和资源化问题。

与会代表为解决美丽乡村

建设面临的难题提供了很多宝
贵经验模式。中央党校李宏伟
教授分享了海南的共享农庄与
浙江安吉县鲁家村田园综合体
的建设模式；中国光大绿色环
保有限公司分享了城乡垃圾统
筹处理新型模式——生物质直
燃发电与垃圾焚烧发电一体化
处理模式；江苏省张家港市交
流了永联村注重完善村庄整体
功能，打造“产业美、生活美、生
产美、心灵美”生态型特色村庄
的经验；安徽省岳西县交流了
发展有机食品产业，树立农业
增效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
恢复农业生态系统健康的岳西
有机农业发展模式；山西省大
宁县交流了通过“购买式造林”
推进扶贫与生态建设深度融合
的经验做法；山东省威海市文
登区分享了构建县域生态农业
电商综合服务平台的经验。会
议还交流了贵州省贵安新区安
平生态区、安徽省六安市等中
西部地区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的
实践经验。

“ 创 新 共 享·生 态 文 明 大 数
据”论坛以“凝聚大数据力量 助推
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得到了国
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环境保护部
办公厅的指导。中国生态文明研
究与促进会执行副会长李庆瑞，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副局长、中
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副会长
李朋德，环境保护部原总工程师
万本太等领导与专家学者 100 多
人出席分论坛并发言。

论坛设开幕式、主题报告与
嘉宾对话 3 个环节。在开幕式上，
李庆瑞宣布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
促进会大数据分会正式成立，并
对分会的未来工作提出了建议；
李朋德作为大数据分会代会长，
宣读了分会组织架构、工作制度
与宗旨，并介绍了未来的工作思
路，他表示，相信在大数据分会的
统筹与领导下，将形成生态文明
建设协调机制，为生态文明建设
贡献力量。

环境保护部信息中心主任程
春明表示，大数据是信息化发展
的一个阶段性产物，互联网、信息
化发展到了现有阶段，产生了大
数据的方法论，在发现和解决问

题时形成了一些新的能力。
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副主

任王东华认为，要做好生态文明
建设，离不开测绘地理信息的保
障工作，特别是在信息和基础方
面的支撑。

中科宇图副总裁兼资源环境
科学研究院院长刘锐表示，通过建
立大数据平台，实现综合决策科学
化、环境监管精准化以及公众服务
便利化，这“三化”是非常重要的。

顺德环保局副局长叶平、软
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曹晓兵在主题报告环节分
别作了有关智慧环保建设与未来
环保产业发展趋势的报告。

在嘉宾对话环节，围绕“生态
文明大数据与可持续发展”等对
话议题，与会嘉宾聚焦多个热点
领域，围绕党和国家关于生态文
明建设的新要求、新部署、新形势
展开深入研讨、交流，为我国生态
文明建设谏言献策。

此次“创新共享·生态文明大
数据”论坛，为生态文明大数据的
稳健发展勾画了新蓝图。

由环境保护部水环境管理司
指导、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
会主办、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
份有限公司承办的“环境修复·水
生态文明论坛”受到代表们的特
别关注，200 多名参会者在数百平
方米的会场里坐得满满当当。论
坛由水利部原副部长、研促会原
副会长翟浩辉主持，环保部原总
工程师万本太和广东省惠州市副
市长刘小军致辞，瑞典皇家科学
院外籍院士、水利部水资源司原
司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循
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吴季松和中
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夏
军发表了主旨演讲，国家林业局
经研中心原主任黎祖交和北京林
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林震主持了
嘉宾对话。

会上，来自环保、水利、住建
等部委的领导和专家学者、各地
政府部门和行业管理者以及企业
等各界代表 30 余人围绕“水污染
防治、水生态修复与水生态文明
建设”主题发表主旨演讲，展开嘉
宾对话，共商水生态修复和水生态
文明建设大计。代表们结合贯彻
落实“水十条”，生态文明理念与水
环境综合治理，黑臭水体治理的技
术创新，水生态文明城市、海绵城
市和节水型城市建设，流域水生态
文明建设，城市水生态修复等议
题 深 入 研 讨 ，集 思 广 益 ，建 言
献策。

吴季松结合巴基斯坦瓜达尔
生态港建设过程、四川广元白龙
江段健康河流建设及河长制治理
体系等，提出了港口、河流等生态
系统保护治理方案。他强调，要
强化系统思维，实施重要生态系
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优化生
态安全屏障体系，构建生态廊道
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提升生
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夏军指出，城镇化的快速进
程中，城市内涝及洪涝灾害、水体
黑臭、河湖生态退化等城市病日
益凸显，城市水生态文明建设面
临来自水与气候、水与环境、水与
生态、水与社会以及相关的水系
统科学问题的挑战。针对水生态
文明城市建设，他建议加强城市
建设科学技术创新与支撑，与海

绵城市规划与建设统筹设计、同
步推进，积极开展城市生态文明
建设教育和体制制度创新。

围绕水生态文明理念与实践
创新、成效与经验分享等议题，深
圳市人居环境委副主任刘德峰、
湖 北 省 十 堰 市 环 保 局 局 长 冯 安
龙、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胡
洪营等近 20 位嘉宾展开对话，探
讨了当下我国水生态文明建设领
域存在的问题及其化解之道。深
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赵亮以海口市水环境综合
治理项目为例，介绍了他们在长
期实践中形成的食物链引导水生
态修复、藻类“水华”综合生态调
控集成等多项核心技术，可有效
应用于湿地、湖泊和河道等水体
的生态修复。

在“环保装备·中国智造”
论坛上，环境保护部、工信部等
政府部门领导，清华大学等高
校和科研机构专家学者，以及
来自中国光大、绿色动力等知
名环保装备制造企业代表，围
绕“环保装备中国智造之创新
发展”这一主题，从“中国环保
装备行业发展趋势及模式”、

“科技创新驱动环保装备行业
发展”、“一带一路战略下环保
装备企业机遇与对策”等方面
展开智慧和经验的交流碰撞。

论坛解析了我国环保装备
制造领域政策、行业走向，从学
术角度对当前行业内部的产品
和技术现状与发展走向提出意
见和建议；从企业角度介绍自
身的产品、技术优势和代表性

解决方案。专家学者们认为，
环保装备是绿色发展和生态文
明建设的支撑力量，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大力推动绿
色发展、绿色生产和提高环境
保护标准，这将启动庞大的市
场需求，并推动环保产业装备
需求的显著提升，也将给企业
发展带来新的机遇，2020 年行
业产值将达 1 万亿元。同时，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展
开，环保装备制造行业还将面

对走出国门的大好机会。伴随
机遇而来的是行业将面临洗牌
的挑战，一些规模小、品牌和装
备相对弱势的企业，以及产品
和技术质量较低的企业，只擅
长于做装备，擅长于搞工程，服
务不好的企业都有可能遭遇淘
汰。当前行业存在着管理体系
不健全，环保装备系列标准体
系面对当前出现的一系列新问
题、新情况，急需制定新标准等
问题，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组
织联手完善。

研讨认为，面对挑战，解决
问题需要靠创新，在创新的过
程中，要把最先进的技术和产
品应用于产业。要根据国情开
展中国式的研发，改造我国的
环保产业、环保装备。要勇于
发起管理革命，通过建立健全
制度，依靠政府和社会共同合
作来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要
完善标准体系，打造中国自己
的环保装备制造品牌。关于环
保装备智造的未来发展，环境
保护部科技司巡视员夏光认为

“环保装备发展应满足不断发
展的环保需求，应满足绿色化

要求，应与服务有机结合，与互
联网、智能化紧密结合，应趋向
模块化”。工业和信息化部节
能与综合利用司张政博士提出
要从“统筹规划行业发展，全面
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引导行业
集约集聚规范发展，加大政策
支 持 力 度 四 个 方 面 着 力 推
进”。关于创新驱动，清华大学
环境学院刘建国教授呼吁要建
立生活垃圾处理低碳发展的中
国模式。光大环境科技（中国）
有 限 公 司 副 总 裁 杨 仕 桥 认 为

“光大国际在环保领域迅速崛
起的奥秘，其中有一个很重要
的秘密就是依靠科技创新”。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技术研发总经理张卫分享了
环保装备“标准化、数字化、智
能化设计制造”的经验模式。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环保联盟
理事长张益认为“不仅要有一
流的工厂，还要有一流的装备，
一流的管理，达到这三个一流，
要走国际化视野、智能化制造、
成套化设备、精细化管理、绿色
化标准、品牌化发展六化并驱
的发展路径”。

以“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研
讨”为主题的智绘山水·生态旅游
论坛在广东省惠州市举办。与会
行业领导、专家学者纷纷建言献
策，为参会者带来了一场思想与
智慧的盛宴，也为新时代生态文
明建设和生态旅游行业发展提供
了新思路。

论坛由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
促进会主办，中国生态文明研究
与促进会生态旅游分会承办，湖
北大学绿色发展研究院协办，中
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在线生态中
国频道提供媒体支持。第十一届
全国政协委员、水利部原副部长、
国家太湖流域水环境治理专家咨
询委员会副主任翟浩辉，中国生态
文明研促会副会长、生态旅游分会
副会长、研究员王春益，中国生态
文明研究与促进会生态旅游分会
副会长、九三学社中央参政议政部
原部长张化本，广东省旅游局副局
长梅其洁，惠州市政协副主席王细
波、惠州市政府副秘书长黄育勋、
惠州市旅游局党组书记徐火强以
及来自水利部、环境保护部等相
关部委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政府
官员、企业代表、专家学者等 100
余人出席论坛会议。

教育部旅游管理教学指导委
员会副主任、湖北大学旅游发展
研究院院长马勇在“大力发展生
态旅游，助力美丽中国建设”的主
旨演讲中指出，应充分发挥生态

旅游“理念领跑、产业领跑、环境
领跑”的三大领跑功能，加快推进
生态旅游规划示范工程、生态旅
游效益考核工程、生态美景建设
修复工程、生态旅游文化挖掘工
程、生态旅游品质提升工程及生
态 管 理 制 度 建 设 工 程 等 六 大 工
程，促进生态旅游健康稳定发展。

中国生态学会旅游生态专业
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北京林业
大学园林学院旅游管理系教授、
博导张玉钧的“国家公园与生态
旅游”，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
博导张朝枝的“资本驱动背景下
的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江南大
学教授李光辉的“旅游景区古树
名木的生态价值及保护技术”等
主旨演讲则从国家政策、旅游文
化、金融投资等不同角度对我国

生 态 旅 游 的 发 展 进 行 了 深 入 思
考，提出了各具特色的生态旅游
发展模式和发展策略建议。湖北
省黄石市环保局局长徐崇斌“一
座百年工矿城市的生态转型”的
演讲，以鲜活的案例给生态旅游
发展带来了新思路。广东卓凡律
师事务所管委会主席戴秋生从一
个市民的角度指出惠州旅游“从
有到强”的发展，强调了“美好生
活应以“民”为先。

此外，论坛期间举办了《中国
生态旅游发展报告》首发式，报告
在众多领导的支持和指导下，由
200 多位专家历时两年编撰而成；
是对全国（包含港澳台）34 个地区
的生态旅游综合性发展报告，其
理论与实践将对各区域生态旅游
发展起着引导和推进作用。

由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
进会主办，中国地方金融研究
院、贵安生态文明国际研究院
承办的中国生态文明论坛惠州
年会“引擎驱动·绿色金融论
坛”在惠州市举办。论坛分为
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主
题演讲，由研促会首席经济学
家、中国地方金融研究院副院
长汤烫主持，第二阶段是嘉宾
对话交流，由中国生态文明研
究与促进会监事长、中国生态
文明杂志总编辑杨明森主持，
来自国内经济与金融方面的知
名专家学者、领导、和代表等
100 多人参加了论坛，得到了
热烈反响。

论坛前半节，与会发言嘉
宾围绕“构建绿色金融发展体

系，驱动国家新区绿色崛起”
主题发表了内容丰富的演讲，
并对相关议题提出各自观点，
探 讨 交 流 绿 色 金 融 理 论 和 实
践，为如何发挥绿色金融重要
作用推动国家级新区绿色发展
建言献策，取得了积极成果。

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
主任、九三学社第十二届中央
委员会副主席贺铿提出，绿色
金融的基本要求就是金融部门
应该把保护环境作为一项基本

政策，并贯彻到所有金融活动
中，不仅要制定政策，更要运用
到实际工作中，推动对生态的
保护和对环境的治理，并对当
下绿色金融的发展提出相关建
议。环境保护部原党组成员、
国务院三峡办原副主任胡保林
提出在绿色金融大力提速的同
时要注意到一些问题：一是如
何使绿色金融更好的助力生态
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这是发
展绿色金融的大前提；二是在
绿色金融相关的一些基础性制
度安排上还需要不断的健全；
三是绿色金融总体规划，法制
化还需要完善。中国人民大学
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蓝虹
结合贵州模式和经验对绿色金
融发展提出相关建议，认为贵
州省拥有生态资源优势和生态
建设政策红利，具备发展绿色
金融的实体经济基础。加快绿
色金融供给侧产业发展对贵州
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有巨
大作用，这对其他省市同样有
借鉴意义。

在论坛对话交流环节，受
邀嘉宾分别就绿色金融发展的

有关成果和经验作了分享与交
流。广州市花都区区长叶志良
结合广州花都区围绕绿色金融
支持绿色产业实现绿色发展的
实践经验做了介绍；贵安生态
文明国际研究院执行院长梁盛
平介绍了贵安新区绿色发展的
优势和挑战，从新区低冲击开
发模式、融资发展的四个阶段
到绿色金融+绿色产业、绿色
能源、绿色基础设施、绿色建
筑、绿色消费，初步形成了贵安
绿色发展体系；国家开发银行
研究院副研究员田惠敏认为发
展绿色金融首先要端正发展理
念，坚持金融业绿色发展之路
其实是对绿色和生态的敬畏；
北京中博联智库创新技术研究
院院长梁刚建议推动绿色金融
快速发展要抓住三点，一是抓
住人才、二是加强服务、三是加
快融合。

本次论坛内容丰富、亮点
纷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得到
了各方面的认可和肯定，参加
会议的代表反响热烈，纷纷表
示受益匪浅，更对下一届论坛
提出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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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丽乡村·区县长论坛

以绿色创新引领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

◆ 环境修复·水生态文明论坛

各界精英纵论环境修复与水生态文明建设

前

言

◆ 引擎驱动·绿色金融论坛

构建绿色金融体系 驱动国家新区崛起

◆ 智绘山水·生态旅游论坛

为新时代生态旅游发展提供新思路

◆ 创新共享·生态文明大数据论坛

大数据助力生态文明建设

◆ 环保装备·中国智造论坛

环保装备智造：智能化模块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