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世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动能特征及绿

色复苏与高质量发展重要路径 
 
 
5月20日-21日，能源基金会组织来自中、美、欧洲、英国的50余位
权威经济学家和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专家，在线上召开“全球与中
国绿色低碳发展议程高端对话第六次会议——疫情新背景下中国‘十
四’规划展望”。20日会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发表了

题为《十四五时期的发展特征与绿色发展框架》的主旨发言。具体

发言内容如下： 
 
在“十四五”和以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动能将会呈现两类
特征的交织或融合。一类是常规追赶型经济体固有的特征，另一类

则是由发展理念、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等新因素催生的特征。 
 
中国作为做一个后发经济体，具有六个常规特征： 
 
1、消费占总需求的比重持续上升，比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将由2018年的53.4%增加到74.2%，其中居民消
费由38.7%上升到53.8%，居民服务消费则由20.7%上升到40.1%； 
 
2、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持续上升，比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将由2018年的52.2%上升到66.1%，其中
生产性服务业、享受型和发展型服务业更有潜力，并与制造业转型

升级融为一体； 
 
3、出口增速放缓并趋于稳定，出口中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上升； 
 
4、城市化进入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发展阶段，城市人口占比由现阶
段的60%上升到80%左右； 
 
5、技术创新的重要性明显上升，并逐步成为主要来源； 
 
6、收入差距扩大进一步影响增长和稳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将成为
内需市场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 
 



由新因素催生的三个特征则带有明确的时代印记： 
 
1、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不断拓展应用场景，数字技术实体化、实体经
济数字化已成潮流； 
 
2、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成为社会共识，推动发展方式转型； 
 
3、全球化遭受重挫，新冠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带来新的冲击，但更高
水平的对外开放格局和调整后的全球化愿景依可期待。 
这些时代特征对常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横向”影响力，波及所有
行业、地区和具体领域。 
 
在此背景下，“十四五”时期中国应确立绿色发展基本框架，为推进
高质量发展、实现绿色繁荣奠定坚实基础。 
 
在发展理念方面，要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贯彻落实“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实现以人为本的绿色高质量发展。加强物质
资本、人力资本、生态资本的共同建设，将绿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

对立关系转变为相互包容与促进的关系。激发创新、可持续生产和

消费的新动能，实现更具活力和竞争力、更加可持续和有韧性的经

济增长。 
 
在政策目标方面，保持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将“十四五”规划
绿色发展目标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互衔接，为实现全
方位、整体性绿色转型提供明确的政策指引。通过经济绿色复苏，

为中长期迈向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围绕增强人类健康和福祉，建

立综合性指标，具体指标力度保持不变或适当提升，为实现全方位、

整体性绿色转型提供明确的政策指引。 
 
在重点领域方面，坚持以人为本，以绿色技术创新为驱动，推动绿

色生产和生活方式。把握疫后经济复苏的战略机遇，推动绿色韧性

发展；以城市群和县域城镇化为抓手，推广较为成熟、能够带来明

显经济和社会效益的重大技术，释放结构性潜能；引导绿色消费；

保障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推动陆海联动，综合应对生态环境挑战。 
 
在实现机制方面，采取综合措施，考虑短期和中长期目标衔接，完

善绿色标准体系、绿色财税体系和绿色金融体系，形成与绿色发展

相协调的政策激励。推进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形成践行生态文明



的合力，建立健全的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探索更具科学性、合理

性、实用性的生态资本服务价值核算方法，推动碳排放权交易等绿

色市场体系建设。 
 
短期内要抓住疫后经济恢复的战略机遇，在坚持绿色发展上表现出

远见和定力，争取实现绿色复苏： 
 
1、强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绿色内涵。拓宽“新基建”范围，涵盖可
再生能源、低碳和韧性基础设施、建筑能效提升、绿色城区、绿色

技术，避免采用化石能源驱动恢复经济。 
 
2、支持绿色就业。实施劳动密集型生态公共工程，如植树造林、湿
地和海岸带恢复、土壤和水体修复、绿色建筑和房屋改造等。开展

可持续农业的大规模培训。 
 
3、采取综合性保护措施，降低社区脆弱性。强化疾病预防，建立公
共卫生早期预警机制，加强应急响应资源保障。打击野生动物非法

贸易，防范集中养殖、野生动物贸易、生物多样性丧失、生态系统

破坏及其它因素加剧人畜共患疾病的风险。 
 
4、推动绿色生产和消费。加大污染治理、资源和能效提升及循环经
济升级等领域的投入。推动行为方式变革，避免过度消费，转向新

的工作方式、平衡的生活方式。 
 
5、支持多边倡议，强化国际合作。倡导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食
计划署提出的“整体健康”理念；通过二十国集团等机制支持绿色复
苏举措；统一绿色金融分类，鼓励互发绿色债券，通过可持续金融

国际平台等机制推进绿色金融体系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