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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05 年 8 月，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

在浙江湖州安吉县调研时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2015 年 3 月，《关于加快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正式把“坚持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写进中央文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以下简称“两山”理念）上升为治国理政的基

本方略和重要国策。2018 年 5 月 18—19 日，全国生

态环境保护大会召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成

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重要内涵。2020 年 3 月，习

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强调，在保护好生态前提

下，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把生态效益更好转化为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15 年来，全国各地涌现出了一批

实践经验和做法，丰富和践行“两山”理念。在“两

山”理念哲学层面的理论内涵 [1-5]、典型区域的实践

经验 [6-10]、转化机制与转化路径 [11-15] 等开展了诸多

研究。对于“两山”转化的模式与路径，多是从产业

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理论层面进行探讨，或是针对

单一区域进行经验分析，缺少基于全国层面多区域实

践经验的系统分析。基于此，本文在对“两山”理念

实践进展与成效进行评估的基础上，研究提出了“两

山”理念实践模式与路径，以期丰富“两山”理念理

论与实践。

1 “两山”理念实践进展与成效

“两山”理念自 2005 年提出以来，“自上而下”

全力推进与“自下而上”多样实践相结合，从破解

“两山”转化的瓶颈出发，不断探索推动“两山”转

化的模式、路径以及政策机制，为完善生态文明制度

体系、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山水林田湖草”

系统保护、开展生态扶贫助力脱贫攻坚战和深入推进

绿色发展提供助力和支撑。

1.1 “自上而下”统筹推进“两山”理念实践建设

“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平台不断完善。自

“两山”理念提出以来，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了

“两山”理念实践。为深入践行“两山”理念，推动

形成“两山”实践建设平台，2016 年原环境保护部率

先将浙江省安吉县列为“两山”理念实践试点县，并

于 2017 年向全国推开。截至目前，已发布 3 批次共

计 52 个“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包含 9 个地市、35
个县区、2 个乡镇、2 个村庄以及林场等其他 4 个主

体，为不同层级地方政府改善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护美

绿水青山、依托生态资源发展生态经济、实现绿水青

山与金山银山互促共进等呈现了典型的做法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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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印发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

基地管理规程（试行）》，为“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建

设提供了政策保障，强调“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应因

地制宜加强“两山”转化路径探索，创新制度实践，

凝练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两山”转化模式。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不断健全。在福建、海

南、丽水、抚州等地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先行区、

试验区建设，在贵州、浙江、江西、青海 4 省份开展

生态产品市场化先行试点。国家发展改革委推进在

都市和城乡发展中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发展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制度、供需制度和市场经营开发制

度，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财政部积极研究

生态价值和生态补偿机制，探索“两山”转化的财政

政策机制，改善生态环境优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财

政与收入。自然资源部总结并发布了福建南平森林银

行、重庆森林覆盖率达标地区和不达标地区间直接交

易等 11 个典型区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案例，强调了

生态资源指标产权交易、生态修复价值提升、生态产

业化经营、生态补偿等主要价值实现路径，为其他地

区生态产品的价值转化提供参考（表 1）。

1.2 “自下而上”深入探索“两山”理念实践建设

各地根据自身生态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积极探索“两山”转化的模式、路径和政策

机制。

生态优先护美绿水青山。“两山”理念实践建设

的基础是高品质的绿水青山。各地探索过程中，均将

污染防治攻坚和“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修复放在

首位，夯实生态本底。一是治理环境污染，提高环境

质量。如安徽旌德县，直面生态环境短板，针对矿山

修复、污水处理、河道治理等问题，关停了 13 家小

型石材加工厂。二是修复生态系统，优化生态结构，

提高生态功能。例如，荒漠化、沙化的河北塞罕坝机

械林场和右玉县等地，积极开展植树造林活动，增加

绿化，防风固沙；水土流失严重的福建长汀县采取了

人工植树种草、封山育林等措施。

持续转化做大金山银山。“两山”理念实践建设

的根本目标是将生态资产转换成生产力。一是推广生

态农业。改善当地农业生产模式，形成农业产业链和

林下经济，提高农产品品质，减少农业污染，增加了

表1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政策实践（2012年至今）

政策事件 发布时间 发布机构 重点内容

1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2012.11 中共中央

首次明确“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将其作为生态文

明建设一项重要任务，将生态产品生产能力看作是生产

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2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13.11 中共中央 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

3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2015.05 中共中央 国务院
深化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

格的都交给市场

4 《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 2016.05 国务院
以生态产品产出能力为基础，加快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标

准体系，将生态补偿作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方式

5 《关于设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意见》 2016.08 中共中央 国务院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先行区

6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实施方案》 2016.08 中共中央 国务院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先行区

7 《关于完善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的若干意见》 2017.08 中共中央 贵州等 4 个省份列为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

8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2017.10 中共中央
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

环境需要

9 《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 2019.02 国家发展改革委 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10
《关于支持浙江丽水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

点的意见》
2019.01 国家发展改革委 支持丽水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

11
《关于支持江西抚州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

点的意见》
2019.09 国家发展改革委 支持抚州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

12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案》 2019.05 中共中央 国务院 生态价值实现机制试验区

13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建设指标》 2019.09 生态环境部 探索全面打通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通道

14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管理规程》 2019.09 生态环境部 探索全面打通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通道

1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管理

规程（试行）》
2019.09 生态环境部 探索全面打通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通道

16 《关于开展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工作的通知》 2019.12 国家发展改革委 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17 《关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的通知》 2020.04 自然资源部 指导地方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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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附加值。二是发展生态工业。调整产业结构，

全过程污染防治，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模式；发展

环境友好型企业，推动生态领域工业化，形成规模化

的环境治理、生态恢复产业。例如，山东蒙阴县全面

关停生态旅游资源保护区内采选企业，推动矿产资源

整合和矿业秩序整顿，实施工业绿色化改造；福建省

长汀县培育了一批水土流失治理企业。三是开发生态

旅游。发挥乡村生态环境优势，将生态环境与文化、

健康产业融合，形成生态优美、环境舒适、内涵丰富

的休闲旅游度假区。

创新政策机制激活万水千山。各地不断完善市场

经济机制、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政策、生态文明建设考

核、规划融合等，为“两山”理念实践建设提供政策

机制保障。一是创新和丰富市场经济手段，探索建立

长效转化机制。市场经济手段作为推动“两山”转化

的重要机制，各地从完善市场化平台、创新绿色金

融、担保模式等方面积极尝试，发挥市场作用。例

如，浙江安吉县推行动产抵押、林权抵押、土地使用

权抵押等多种担保形式，依法建立完善乡村旅游融资

担保体系，解决“两山”理念实践建设中的资金短缺

问题。二是创新生态产品机制转化政策，打通资源变

资产、资产变资本通道。例如，福建南平市构建森林

生态银行，将碎片化的森林资源转换成连片优质的

“资产包”，引入社会资本和专业运营商具体管理，提

高资源价值和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深圳市建成全国

首个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自动核算平台，服务城市

精细化生态建设

与 管 理。 三 是 完

善综合评价考核

制 度， 发 挥 绿 色

指 挥 棒 作 用。 例

如， 江 西 靖 安 县

编制开展自然资

源资产负债表、将

“绿色 GDP”指标

纳入干部政绩考核

重要内容，实行领

导干部自然资源资

产离任审计。四是

坚持多规融合一

张 蓝 图， 发 挥 规

划引领和治理体

系 综 合 作 用。 例

如， 安 徽 省 岳 西

县，坚持“多规合一”，实现“一张蓝图绘到底”，探

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负债“一张表”，生态文明指数

“一本账”和生态环境监管“一张网”。

2 “两山”理念实践典型模式与路径

“两山”理念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

和完善，阐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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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当前典型地区实践

经验为基础，总结形成规律性的“两山”理念实践

典型模式与路径，能够为深入推进“两山”理念实践

建设提供参考。其中，“两山”理念实践典型模式是

地方践行“两山”理念中绿水青山保护和金山银山转

化共性做法的总结，转化路径则是地方基于自身经济

社会发展基础和生态环境本底探索形成的一系列“两

山”转化典型模式的集合。

2.1 “两山”理念实践典型模式

“两山”理念实践典型模式作为地方践行“两山”

理念过程中护美绿水青山和推动金山银山转化的共性

做法，需在分析“两山”理念建设区域典型做法的基

础上获得。本研究中以 52 个“两山”实践创新基地

典型做法为基础，围绕保护和转化两个维度，研究提

出“两山”理念实践典型模式，如图 1 所示。

整体看，“两山”理念实践典型模式包括护美绿

水青山型和做大金山银山型 2 类。护美绿水青山型包

括污染治理型、生态保护修复型 2 种。做大金山银山

图1 “两山”理念实践典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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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中，产业生态化过程包括传统产业调整型、能源清

洁化型、绿色制 / 智造型、高端产业发展型 4 种，生

态产业化过程包括高效生态农业型、高效生态养殖

型、高效生态工业型、全域生态旅游型、生态文化产

业型 5 种。综合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过程看，还

包括若干不同产业类型的三产融合发展型。不同模式

主要特征与典型地区如表 2 所示。

护美绿水青山的目的是为确保转化过程在资源环

境承载力之内，绿水青山品质不降低。污染治理型和

生态保护修复型的划分主要是基于生态环境保护本底

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重点的不同。其中，污染治理型

主要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历史遗留环境污染

和当下生产生活过程的环境污染，改善提升环境质

量。该治理类型是重污染区域、重工业发展区域的首

要实践模式，如浙江安吉县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河南栾川矿业综合治理等。生态保护修复型主要是通

过植树造林、治理水土流失、治沙等人工生态修复渠

道，彻底补齐区域生态本底较差的缺陷抑或是修复资

源能源开采等带来的生态破坏问题，夯实生态本底，

累积生态资本，为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生态产业化

发展奠定基础。典型代表如河北塞罕坝林场、福建长

汀、山西右玉等曾经的荒漠化、水土流失区域及江苏

徐州贾汪区、湖南资兴等资源枯竭型城市。加强生态

保护修复已成为生态文明建设重点任务，是维护国家

生态安全的重要内容，污染治理型和生态保护修复型

作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一体两面，无法割裂，需要

同步推进。

做大金山银山型中，产业生态化过程的 4 种转化

模式主要是基于区域三次产业发展情况，从生态环保

和绿色可持续发展视角去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升

级。其中，传统产业调整型、绿色制 / 智造型多是针

对传统产业发展基础较好的地区，通过淘汰低小散污

企业，严格环保准入门槛，实行重污染企业环保一票

否决制等，优化产业结构，同时发展绿色制 / 智造业，

推动产业向绿色循环低碳方向转变。能源清洁化型是

在转化过程中，积极探索传统能源清洁化路径，并大

力发展风电、水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形成低能

耗高效益的全域能源清洁化模式。例如，浙江宁海县

建成投用全国最大的海水养殖“渔光互补”光伏发电

项目。高端产业发展型是在良好生态环境优势下，吸

引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新兴产业等高附加值低污染产

业，催生的新经济、新业态和新模式。例如，浙江安

吉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37 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

研发中心 13 家。

生态产业化过程为经济欠发达但发展诉求强烈，

生态环境品质优良但缺少转化渠道的地区，依托生态

表2 “两山”理念实践典型模式的主要特征

“两山”理念实践典型模式 主要特征 典型地区

污染治理型
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历史遗留环境污染和当下生产生活过程的环境污

染，改善提升环境质量

浙江安吉县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河南栾川矿业综合治理

生态保护修复型
加强人工生态修复，补齐区域生态短板抑或是修复资源能源开采等带来的生

态破坏问题，夯实生态本底

河北塞罕坝林场、福建长汀等荒漠化、

水土流失地区；湖南资兴等资源枯竭

型城市

传统产业调整型
淘汰低小散污企业，严格环保准入门槛，实行重污染企业环保一票否决制

等，优化产业结构

浙江安吉、湖南资兴等曾以高污染高

能耗产业为主地区

能源清洁化型 开发使用风电、水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推动节能降耗
浙江宁海县建设全国最大的海水养殖

“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

绿色制 / 智造型
以绿色理念为指导，综合考虑环境影响、资源效率发展现代制 / 智造产业，

推动产业向绿色循环低碳方向转变

江苏泗洪新型膜材料、电子信息、机

械制造“2+1”产业产值占比达 30%

以上

高端产业发展型
基于良好生态环境优势，吸引高附加值低污染产业，催生新经济、新业态和

新模式

山东蒙阴电子商务产业年交易额 48 亿

元，成为中国电子商务示范县

高效生态农业型 注重发挥当地特色农产品、药材、林产品、海产品、畜牧产品优势，形成品

牌效应和规模效应

云南腾冲打造全国最优质的中草药种

植（养殖）区高效生态养殖型

高效生态工业型
立足于生态农业、生态养殖等优势基础上，形成种养、加工、销售、科研、

创新、康养的全产业链体系
贵州赤水市打造五百亿生态工业集群

全域生态旅游型 配套基础设施、开发精品民宿，打造精品旅游产品，打造全域旅游格局 江西井冈山市红色旅游业占 GDP 的比

重超过 50%，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市生态文化产业型 发挥红色文化、历史文化、民俗文化的吸引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三产融合发展型
借力“互联网 +”“旅游 +”“生态 +”等新模式，促进农商文旅等相关产业

深度融合

浙江湖州打造竹—茶—桑—湖羊—红

梅等三产融合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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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禀赋条件、民俗文化底蕴、红色文化等，将绿水

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提供了通道和路径。“两山”实

践创新基地在生态产业化过程的探索非常丰富，形成

了各式各样的转化模式，呈现出了一些共性的特征。

其中，高效生态农业型、高效生态养殖型注重发挥当

地特色农产品、药材、海产品、畜牧产品优势，形成

品牌效应和规模效应。高效生态工业型主要立足于生

态农业、生态养殖等优势基础，形成种养、加工、销

售、科研、创新、康养的全产业链体系。全域生态旅

游型是通过配套基础设施、开发精品民宿，打造精品

旅游产品，形成“城区 + 景区 + 美丽乡村”的全域旅

游发展格局。生态文化产业型多与生态旅游型结合，

发挥红色文化、历史文化、民俗文化的吸引力，推动

文化产业发展。三产融合发展型主要是借力“互联网

+”“旅游 +”“生态 +”等新模式，促进农商文旅等相

关产业深度融合。

2.2 “两山”理念实践转化路径

“两山”理念实践转化路径也可称之为“两山”

转化通道，是区域基于自身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和生态

环境本底，探索形成的“两山”转化模式的集合。“两

山”理念实践建设中，不同生态环境禀赋、不同经济

发展水平的区域，如何对待、处理两座山的关系及其

转化路径有所不同 [16]。习近平总书记对绿水青山和金

山银山关系的阐述为区域明晰“两山”转化路径提供

了根本遵循。“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强调

要兼顾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宁要绿水青

山，不要金山银山”，强调两者不可兼得的特定条件

下一定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优先位置，决不能以牺

牲生态环境去换取一时的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是在兼顾和取舍基础上的更深层

次的境界，强调的是“转化”。“兼顾”“取

舍”“转化”贯穿于“两山”理念实践选

择转化路径的全过程。

理论上看，按照区域生态环境品质

的优良与否与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不等，

以绿水青山为横轴，以金山银山为纵轴，

可形成一个四象限图 [16]，如图 2。可以看

出，每一个象限区域推动绿水青山向金

山银山转化的路径非常多，但其最终均

落脚于护美绿水青山和可持续转化。其

中，第一象限区域应朝着更高品质生态

环境和更高水平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前进；

第二象限区域应努力改善提升生态环境

质量，积累转化的生态资本，确保能够持续转化；第

三象限区域应先横线看齐第四象限的绿水青山水平，

改善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然后再纵向看齐第一象限，

发展绿色生态产业；第四象限区域应在确保绿水青山

品质不降低的前提下，选择可持续的转化模式。

第一象限为绿水青山品质优良、金山银山资本较

为雄厚的区域。该象限是“两山”理念实践建设的优

势区。位于该象限的地区，大体可概括为两类。一类

是传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生态环境品质优良的区域，

如江西靖安、广东东源、贵阳乌当地区等。这类区域

“两山”转化主要路径可概括为“传统产业结构调整型

+ 绿色制造型 + 生态产业发展型”，即优先推动传统产

业结构调整，从产业发展源头控制环境污染，同时，

基于已有产业链发展绿色制造产业和基于生态环境优

势发展生态产业。另一类是具有良好的区位发展优势，

搭上了生态经济发展快车的区域，如浙江宁海、北京

延庆、深圳南山等。这类区域转化主要路径为“高端

产业发展型 + 生态产业发展型”，即充分借力区位优

势和生态环境资源优势，发展高端产业和生态产业。

第二象限为绿水青山品质较差、金山银山资本较

为雄厚的区域。位于该象限的地区多数曾为矿产资源

富集区域，资源开发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实力，

但也造成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例如，百年煤城江

苏省徐州市贾汪区、资源枯竭型城市湖南省资兴市、

传统工矿大县河南省栾川县等。在“两山”理念实践

中，这类区域的转化路径如图 2 中“路径 a”曲线所

示，为“护美绿水青山型 + 产业生态化型 + 生态产业

发展型”，即在治理污染、修复生态环境，提高生态

环境品质的前提下，再去通过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

化过程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

图2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水平下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关系和转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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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象限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水平均较为落后

的区域。位于该象限的地区是“两山”理念实践建设难

度系数最大的区域，既需要上级政府的财政支持或盘活

市场机制、创新绿色金融等筹措资金，更需要久久为

功，人工修复区域生态环境，夯实生态本底后再去转化

做大金山银山，如图 2 中“路径 b”曲线所示。鉴于该

类区域转化难度，一般规模体量不会太大。目前“两

山”实践创新基地中共有 8 个，其中，河北塞罕坝机械

林场历经50余年人工造林，山西右玉县70年植树造林，

辽宁凤城市大梨树村 30 余年坚持生态立村，修复环境。

该类区域转化主要路径为“生态修复型 + 生态产业发

展型 + 高端产业发展型”，即优先进行生态修复，累积

转化资本和生态环境优势，再去发展生态产业和高端

产业。

第四象限为绿水青山品质优良、金山银山较为落

后的区域。位于该象限的地区多是欠发达地区，部分

还曾是国家级贫困县、省级贫困县，属于“两山”实

践创新基地中发展诉求最为强烈、推动“两山”转化

最为迫切的地区。这些地区在“转化”过程中，应坚

决摒弃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的错误发展思

想，在确保生态环境品质不下降的前提下，向生态环

境要效益，发展生态产业、高端产业，走绿色发展的

可持续道路，转化路径如图 2 中“路径 c”所示。当

前“两山”实践创新基地中，处于该象限的地区占比

最高，如四川九寨沟县、海南昌江黎族自治县王下

乡、重庆武隆区、云南腾冲市等等。该类区域转化的

主要路径为“生态产业发展型 + 高端产业发展型 + 护

美绿水青山型”，即通过发展生态产业和高端产业推

动“两山”转化，同时要加强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修

复，确保绿水青山品质不降低。

3  推动“两山”理念实践建设的建议

探索多样化“两山”理念实践模式与路径，深入

推进“两山”理念实践。当前“两山”理念实践全面

推进，“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平台不断完善，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在探索中不断健全。但综合对比后发

现，转化较为成功的地方案例，多为自然生态本底较

好或污染产业曾经集中、“先污染后治理”经济发展

水平较好的地区，诸如基础自然条件较为恶劣、本身

及周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均较低的区域，以及自然本

底较好，但囿于交通阻塞、基础设施不健全等缺乏转

化条件的区域，如何实现“两山”转化与增值机制尚

存在部分理论、政策及实践困难。因此，下一步“两

山”理念实践建设中，一方面围绕保护和转化两维

度，“自上而下”形成国家层面推动“两山”理念实

践案例集或案例库，总结已建设区域成熟的经验模式

和转化路径，为政策研究和实践建设提供支撑。同

时，要针对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突出短板的

区域，以及关系“两山”转化的公众意识、社会民生

等领域，在目前平面四象限研究的基础上予以拓展，

在经济—社会—环境三维框架下开展更全面的“两

山”转化理论探讨和实践研究，助力“两山”理念实

践深入推进。

完善“两山”理念评估技术体系，提供“两山”

理念建设支撑。目前“两山”理念发展与转化核算和

统计尚无权威、经管理部门认可的方法与规范制度。

生态环境产品与服务数据统计困难，绿色 GDP、绿色

GEP 等经济生态环境核算方法尚未形成各方认可的规范

或制度，无法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17]。如何综合评

估“两山”理念建设成效，规范“两山”理念实践，已

表3  典型“两山”实践创新基地转化路径

所属象限 基地名称 绿水青山 金山银山 转化路径

第一象限

贵州贵阳乌当区 品质优良，山清水秀，景色优美
贵州首批经济强县；关停纸厂、矿厂等污染产业；

推动大生态、大健康、大数据、大旅游融合发展

传统产业结构调整型 + 绿色

制造型 + 生态产业发展型

北京延庆区 品质优良，首都生态涵养区

北京市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全国旅游综合改革示

范区；发展旅游休闲、能源互联网、园林园艺、

冰雪旅游等绿色“高精尖”产业

高端产业发展型 + 生态产业

发展型

第二象限 江苏徐州贾汪区 本底较好，百年煤城，生态破坏严重
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生态产业；变一煤独大

为绿色多元

护美绿水青山型 + 产业生态

化型 + 生态产业发展型

第三象限
河北塞罕坝 

机械林场

生态环境极其恶劣，1962 年至今

人工植树造林，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80%

构建可持续经营的绿色产业体系，发展林下经济、

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产业

生态修复型 + 生态产业发展

型 + 高端产业发展型

第四象限 四川九寨沟 品质优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国家贫困县，灾后重建坚持生态优先，旅游业牵

引农旅、文旅、商旅融合发展

生态产业发展型+高端产业发

展型+护美绿水青山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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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摆在相关部门面前的一道难题。未来要在各地实践

的基础上，尽快推动建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制度，

完善“两山”理念评估技术方法体系与评价机制，并将

“两山”理念实践建设成效与生态文明评价考核体系相

挂钩，为“两山”理念建设扫除技术和制度障碍。

强化政策引导和支持，提供“两山”建设动力。

从推动“两山”转化的政策体系看，还存在很多短

板。自然资源的资本化和增值利用模式与政策手段仍

有欠缺，各种自然资源能否资本化、如何资本化、如

何增值利用等具体问题尚缺乏理论与政策实践支撑。

“两山”理念决策和政策不完善，部分地方政府越位、

错位导致市场价格扭曲，企业真实的环境成本难以

“内部化”。林权、水权、排污权、用能权和碳排放权

等产权交易市场相互割裂，未建立起成熟的生态资源

产权制度。财政、税收、金融、价格等政策不到位，

难以从经济活动源头对生态环保形成持续激励，难以

保障增加生态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无法将“绿色福

利”转化成让人民群众长久受益的“发展红利”。下

一步“两山”理念实践推进中，要强化生态环境政策

创新，加强财政支持政策支撑，完善自然资源的资本

化和增值利用政策手段，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市场经济

政策的制定与应用，创新绿色金融政策，实现经济政

策与环境政策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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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Mode and Path of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DONG Zhanfeng1, ZHANG Zheyu1, DU Yanchun1,2*, HE Li2, GE Chazhong1

(1. Chinese Academy for Environmental Planning, Beijing 100012, China; 2. School of Renewable Energy,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Beijing 102206, China)

Abstract: The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it provides a fundamental basis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igh-level prote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evaluation of the progr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practic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two dimensions of protecting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nd making the 
invaluable assets bigger, and proposes 11 typical models of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practice. Based 
on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and differences i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ditions, four types of regional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transformation paths are proposed. Finally,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promotion of 
practice mode, optimizing the conversion path, perfecting the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evaluation 
mechanism and technical capabilities, strengthening policy support and guidance, etc., are proposed to deepen the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practice.  
Keywords: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practice mode; conversion pa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