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生态文明“德州论剑”
首届中国(德州)生态文明高层论坛昨开幕

众专家学者热议“生态文明引领发展转型”

本报12月15日讯(记者

王金强 杨金涛) 12月

15日，首届中国(德州)生态

文明高层论坛隆重开幕。本

次论坛由农工民主党中央

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委员会、

中国生态道德教育促进会、

农工民主党山东省委员会、

北京大学中国低碳发展研

究中心、山东省生态文明研

究会和中共德州市委、德州

市人民政府主办。论坛主题

为“生态文明引领发展转

型”。

论坛开幕前，有关领导

和与会专家在《德州倡议》

(精编版)展示板上签名。据
悉，16日，与会领导和专家将

共同发出本次高层论坛的呼

声《德州倡议》。

论坛开幕式上，中国生

态道德教育促进会为德州市

获得中国生态道德教育基地

授牌，并举行了德州市生态

文明研究与促进会成立揭牌

仪式。

论坛开幕后，会场展示

了德州市近年来发展生态

经济、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
成果，获得与会专家的好

评。

“刚才的宣传片中，我们

看到德州在生态经济发展和

硬件设施上已经做得很好

了。”一位与会专家对德州生

态经济发展取得的成果大加

赞赏，他表示，生态文明建设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的发

展需要与市民素质、生态文

化等相适应。

与会领导和专家还积

极探索新形势下，发展中地

区建设生态文明的新路子，

巩固放大后太阳城大会效

应，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特别是打造高效生态经
济示范区的目标定位、基本

原则和路径选择，交流国内

生态文明建设前沿理论及

经验，以进一步提升“中国

太阳城”的城市形象，促进

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

发展。

“德州更应该突出对

全世界生态经济产业的影响

力。”中国科学院院士、地质

学家刘嘉麒说，第四届太阳

城大会让全世界看到了德州

在生态经济方面取得的成

就，德州更应该担当排头兵，

带动其他地区生态经济的发

展。

15日下午，与会领导和

专家还到德州经济开发区中

国太阳谷参观观摩，并观摩

了禹城生物产业基地。

现今，中国政府已认识到，目前

发展的模式存在问题，经济增长的资

源环境代价过大。

绿色增长是“十二五”期间发展

的主流，绿色增长即是当前世界经济

摆脱危机的重要途径，也是今后中国

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

中国政府将把推进绿色增长作

为政府调控经济的基本趋向，通过各

种可行的调控手段加快技术创新和

推广应用，大力推动绿色产业的发

展，促进绿色城市建设，进一步扩展

绿色增长的发展道路。

“十二五”期间，我们应该一手抓

产业绿色化，一手抓绿色产业化。

王金南，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

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博士生导师，北

京大学、南京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兼

职教授。国家重大科技水专项总体组

专家和主题组组长，全球中国环境专

家协会主席，国家环境科技委员会委

员，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常务理事等20

多个学术机构理事，《中国环境政策》

等7个国内外杂志的主编和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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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重点

“绿色增长是‘十二五’期间发展的主流”

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向是多维度、

多层面的。其中生态文明建设指向的

文化层面体现为，生态文明建设最根

本的指向是树立全民生态文化意识，

加强生态文化建设，包括生态道德、

生态教育、生态科技、生态文化(狭
义)建设，以及生态哲学、生态美学、

生态宗教、生态传媒文化建设。生态

文明建设指向的社会生活层面要求

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优化“人

居”生态生活环境，努力实现人口良

性发展，实现消费方式的生态化。

第四届世界太阳城大会在德州

成功召开后，向全世界发出了《德州

宣言》，德州在发展生态经济、形成生

态文明方面做出了表率。而本次生态

文明论坛的召开，对于德州乃至世界

都能起到一个重要的推动作用。

生态道德要从娃娃抓起，不能停

留在表面，必须通过政府、企业、市民

的相关实践，从而形成良好的互动，

落到实处，从而造福子孙，实现可持

续发展。

杨立新，研究员，管理学博士。南

开大学兼职教授，天津大学特聘教

授。1962年出生，河南省焦作市人，现

任天津市人民政府《天津年鉴》社社

长、中国生态道德教育促进会副会

长、天津市生态道德教育促进会副会

长、天津经济社会理事会常务理事。

“生态道德要从娃娃抓起”

自2007年以来，德州的生物技

术、新能源、新材料、体育装备和节

能环保五大新兴产业产值以年均
30%的速度递增，2009年达到750

亿元，新兴产业产值已占全市工业
总产值比重达到23%，高新技术产
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

到25%以上。

作为世界第一个太阳谷，中国

太阳谷是全球创新发展新阶段相
同步的一个创举。要尽快形成集群

效应、高地效应。

要形成集群效应，德州应该通

过供给引擎，与需求引擎相结合，

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从而实

现跨越式发展，达到人与自然的和

谐发展，通过生态经济得到一定的

实现。

段培君，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

校哲学与战略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战略学研究室主任，中央党校社会发

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哲学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客座研

究员。

“德州生态经济应尽快形成集群效应”

消费文化应该朝生态转型，从以

金钱为中心的富裕生活到以健康为
中心的和谐生活，从以数量多多为目

标的占有型消费到以功效优化为目

标的适宜型消费，从以外显为中心的

摩登消费转到以内需为中心的科学

消费，从以利己为中心的物理型关爱

到以爱他为中心的生态型关爱。

未来的人与自然更像是一种耦

合关系，形成从厂区经济走向园区经

济的区域耦合，而人类生态从务工谋

生走向生态乐生。

提倡城市居民楼以6-10层为
宜，2/3的人能天天见面，人人有事

做，事事有人做，这样的人居环境和

关系，才是生态的、文明的。

王如松，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

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际科

联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SCOPE)副

主席兼中国国家委员会副主席，国际

生态学会及国际生态工程学会执委，

中国生态学会荣誉理事长、城市生态

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可持续发展研

究会生态环境专业委员会主任、常务

理事，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和中国环

境科学学会常务理事，复旦大学、中

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2/3的居民天天见面才是生态的文明的”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积极追

求绿色、智能、可持续的发展。

绿色发展，就是要发展环境友好

型产业，降低能耗和物耗，保护

和修复生态环境，发展循环经济

和低碳技术，使经济社会发展与

自然相协调。

低碳经济的核心是节能减排，减

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减排的重要途径

是调整和优化能源结构，提高产能用

能的技术和效益。

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从调整乃

至改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现可
持续发展，构建生态文明和绿色文
明。中国在经济转型的同时，也在进

行社会转型，在向工业化、城镇化、小
康化的进程中，也要注意生态环境和

低碳生活。

刘嘉麒，中国科学院院士，清

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

师，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

学、国家行政学院等10所大学的兼

职教授，环境保护部科技委员会委

员，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副理事

长，国际环境与发展学院(LEAD)中

国委员会理事，全球水伙伴(GWP)

中国委员会委员。

“生态文明是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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