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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一以贯之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积累了宝贵经验。本期编辑部联合中国高

等教育学会生态文明教育研究分会，邀请分会理事长贺克斌院士组织“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专题，就与生态

文明建设有关的学术和政策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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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领域为细颗粒物 PM2.5 与大气复合污染控制，主持建

立了中国多尺度排放清单在线技术平台，为我国空气质量管

理在精细溯源和定量评估方面技术水平的提升做出重要贡献。

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 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3 项和省

部级科技奖励 11 项，获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科扎雷利奖。出版

专著6部，被爱斯唯尔连续评为2014—2019年中国高被引学者，

入选 2018 年、2019 年科睿唯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

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

统退化形势严峻，促使我们必须站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全面发展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加

强生态危机意识，统筹推进“五体一位”总体 

布局。

生态文明的内涵极为丰富，它既是人类文

明形态发展的新阶段，又是生态哲学、生态伦理

学、生态经济学等生态思想的交融与升华，还是

绿色、循环、低碳、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

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建设生

态文明，既是我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在可持续

发展方面的有效实践，也是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

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和中国贡献。

党的十八大指出 ,“资源环境约束加剧”是我

国前进道路上面临的重要困难和挑战。这表明，

解决资源环境约束，促进经济良性发展成为新的

历史使命。从我国现阶段的具体国情看，不仅人

均资源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资源禀赋先

天不足。近些年，环境质量有所改善，但区域生

态环境污染问题仍不容乐观；生态保护、环境质

量持续改善难度不断加大。

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强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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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环境科技成果转化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国务院部署任务的抓手，是实现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

达峰、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重要举措，是落实绿色发展战略、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举。本文通过对我

国生态环境科技成果转化现状进行分析，指出现阶段国内生态环境科技成果由于存在“不愿用”“不易用”“不

实用”等问题导致转化率仅为10%左右。同时，在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的要求下，文章结合以5G和物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浪潮发展趋势，提出以习近平总书记“四个面

向”“三个导向”要求为原则指导生态环境科技成果转化，从促进生态环境科技与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协调发展、

强化产品生态友好设计、注重多学科交叉等多方面，推进生态环境科技转化更好地与产业发展相融合。

【关键词】 生态环境科技；成果转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

【中图分类号】X324         【文章编号】1674-6252（2020）06-0007-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868/j.cnki.1674-6252.2020.06.007

远。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不仅

提出了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思想、新目标、新

要求和新部署，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根本遵循和

行动指南，而且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美丽中国目标的提出，不

仅寄予了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也反映了中

国共产党对人类文明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对现代化建

设目标的丰富理解。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

的收官之年，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验收节点。刚刚结束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提出，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

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

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

建设目标基本实现。

当前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仍十分复杂。经济

要发展、资源要开发、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要不断提

升，但空气、水、土壤等环境污染风险事故高发及

生态系统退化等各种现象并存。政府决策、企业生

产、大众生活三者间既有矛盾交织，需要综合平

衡；又有发展共识、需要统筹考虑。解决这些问

题、缓解这些矛盾，既需要走生态文明的发展道

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树立和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又需要大力推行环境

科技创新，推动新技术、新方法与产业发展深度融

合，通过生态环境科技创新、技术成果转化等形式

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切实建设“美丽中国”；

更需要培养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生态环境

专业人才，深度参与和引领全球生态环境治理。

2019 年 3 月 30 日，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指

导下，清华大学等 108 家单位共同成立了生态文明

教育研究分会。生态文明教育研究分会是研究和推

动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全国性、

专业性、非营利性的学术团体，由高等学校、先

进企业、政府机关、行业技术学会、媒体等单位，

以及从事生态文明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自愿 

组成。

生态文明教育研究分会宗旨是：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以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

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展生态文明建

设、生态文明教育理论和实际问题研究；总结经

验，探索规律，为深化高校之间深度合作，全面提

升高等教育质量，培养富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

各类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优秀人才服务；发挥

智库作用，用跨学科的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全面、

深刻地揭示“生态文明”的丰富内涵。

生态文明教育研究分会发挥高等教育机构的学

科交叉优势，联合《中国环境管理》，策划推出了

“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建设”专题，从生态环境科

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发展、生态环境科技创新体系建

设，以及生态正外部性内部化的实现途径与机制创

新等方面，探讨与生态文明建设有关的学术和政策

问题，提出具体建议。建议包括：生态环境科技转

化应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四个面向”“三个导向”指

导原则；加强专业化创新平台、技术评估体系、成

果转化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完善科技创新体制；优

化生态补偿标准与收益机制，解决生态系统服务区

域外部性问题等。专题旨在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精神，倡导生态文明理念，推动教育先行、科技

先行，努力为解决国家重大的生态环境问题、实施

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智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