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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节约型社会 践行科学发展观 

胡大立 谢先彪 
 

建设节约型社会，是指在社会再生产的生产、流通、消费环节中，

通过健全机制、调整结构、技术进步、加强管理、宣传教育等手段，动

员和激励全社会节约和高效利用各种资源，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支撑

全社会较高福利水平的可持续的社会发展模式。在这里，“节约”有两

层涵义：一是杜绝浪费，即要求我们在经济运行中减少 对资源消耗的

浪费；二是在生产消费过程中，用尽可能少的资源、能源，创造相同

的、甚至更多的财富。要看到，资源节约型社会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

为前提。离开这个前提，虽然资源节约了，但却是“不发展的社会”，这

与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 

  节约型社会与过去强调的“勤俭建国”相比，内涵更广泛，发展的层

次更高。它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发展模式，既要尽可能少地消耗资源，并

且能够尽量循环利用，又要保证全社会较高的福利水平。基于此，必须

着眼于制度规范和政策引导，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节约资源、结

构调整、技术进步和加强管理相结合，把节约资源纳入经济转换方式的

重要内容，促使生产者和消费者珍惜资源、保护环境，同时，让每个人

羞于浪费、不敢浪费。 

  建设节约型社会不只是由我国人均资源较少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更

重要的是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突飞猛进，过

去我国走的是依靠高消耗资源，粗放式经营的经济发展之路，用于支撑

经济发展的资源消耗十分严重。资源短缺制约经济发展的矛盾越来越明

显，可持续发展受到严峻挑战。要打破经济发展的资源瓶颈，建设节约

型社会势在必行。另外，建设节约型社会是保护环境的有力措施。经济

运行的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造成水环境、大气环境和生态环境退

化、恶化严重。为了保护环境，减少对生态的破坏，转变经济增长的高

投入、高消耗、高污染模式，建设节约型社会是重要的一步。最后，建

设节约型社会是赢得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我国正在积极实行资源

的“走出去”战略，但是对于重要资源特别是粮食 耕地 、淡水、石油、

煤炭等战略性资源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如果依赖进口，就会受制于

人，在国际竞争中将处于劣势。因此，建设节约型社会实质上是关系到

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和长远战略方针。 

  建设节约型社会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保证，只有通过建设

节约型社会，才有国家的长足发展。 



 

  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着力点，一是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的

资源忧患意识和节约意识。要求真务实，居安思危，增强资源忧患意识

和全局观念；做到建设节约型社会从今天做起，从每一个人做起，从节

水、节电、节煤、节油、节粮、节地、节材等具体工作做起，让节约成

为每个人的自觉行为。二是加大调控和监管力度，杜绝重复建设等浪费

现象。低水平重复建设一直是我国经济运行中的“顽症”。盲目投资、低

水平重复建设只看到了短期效益和局部利益，没有看到资源的无端消耗

对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产生的消极后果。因此，政府必须加大宏观调控

力度，对于企业行为要积极引导和规范，对于政府行为要加大监督力

度，改变唯GDP的政绩考核体系，把节约资源、环境保护列入监督考核

内容。三是调整经济结构，改变经济发展模式。改变“高投入、高消耗、

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逐步建立资

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对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加以控制，坚

决淘汰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落后工艺、技术、设备和产品，要尽快建

立以节能，节材为中心的资源节约型工业生产体系。推动国民经济和社

会信息化，力争用信息技术降低对能源的消耗。四是大力扶持环保产

业，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环保产业潜力巨大，

不仅能回收废弃物，减少污染，它的产值巨大，还能推动经济发展和劳

动及就业。环保产业只是作为循环经济的一个环节，我们应该着手建立

循环经济体制。循环经济是目前世界上先进的经济模式，它要求运用生

态学规律，将人类经济活动组织成为“资源—生产—消费—再生资源”的

反馈式流程，实现“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所有的物质和能源要能

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我们应当转变观

念，积极探讨发展循环经济的思路，着手建立支撑循环经济的法律体

系、技术支持体系和公众体系，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使循环经济为能

源节约、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发挥重大作用。 

  建设节约型社会，还要加大对科学技术的投入，以科技进步带动节

约型社会的建设。推动资源节约技术的开发、示范和推广应用，集中力

量支持一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技术改造项目。运

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资源节约的整体技术水

平。与此同时，国家还应该不遗余力地加大对新能源开发的投入，加快

新能源开发的速度。 

  完善法律法规，创新资源的利用和管理机制。要完善产权法律制

度，规范和理顺产权关系，保护各种资源产权权益，这样才有人对资源

负起责任，才能尽量发挥资源的效益。要完善《节能法》、《水法》、

《土地管理法》等法规，加大实施力度，对造成资源严重浪费者依法惩

处。建立资源利用的协调机制，根据资源的承载能力来配置资源。建立

能源、资源审计制度，与现行的环境评价制度共同构成社会性管理的新

框架。还要建立健全民众的监督机制，让制度成为资源节约的有力保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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