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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调解中心和风险评估中心。建立自主国际知名品牌企

业培育机制，支持鼓励沿线龙头企业参与制订修订国际

标准，将“西部创造”自主品牌产品推向全球市场。二

是支持企业面向全球配置创新资源。加快建设海外人才离

岸创新创业基地，支持企业设立境外研发中心、联合实验

室、工程技术中心及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开展国际知识产

权布局，申请、购买更多国际专利技术。三是深化垂直

整合培育全产业链集群，制定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医

疗装备、仪器仪表等重点产业链图谱和产业生态圈供给

配套能力清单，尤其要重点加快构建西部战略腹地关键

备份产业的产供链安全风险评估和应对机制，支持沿线

大企业大集团与中小企业形成稳定的供应生产销售协作

及协同创新关系，形成创新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发展

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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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降碳减污”协同推进之对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了深化改革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协同推进降

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完善

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西部地

区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和工业基地，其经济发展较中部和

沿海地区相对缓慢，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积极探索，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实现绿色发展对促进该区域经

济的追赶超越意义重大。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降碳减污”

协同推进内涵的解读

“ 降 碳 减 污 ” 协 同 效 应 指 同 时 统 筹 大 气 环 境 等 多

领域减排要求，推动环境多污染物与温室气体的协同减

排，其关注的重点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并

行。[1]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中，“降碳减污”

作为改革的具体措施被赋予了重要的时代内涵。

（一）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是以人民为中心增进

人民福祉的举措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的 进 程 中 务 必 要 坚 守 “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 的 发 展 原 则 ， 确 保 每 一 项 改 革 措 施 都 紧 贴 民 生 需

求，提升民众的幸福感与满意度。“降碳减污”是保障

人民享有清新空气、干净水源和优美环境权利的重要举

措 ， 通 过 实 施 绿 色 能 源 替 代 、 推 广 节 能 减 排 技 术 等 手

段，可以有效降低工业排放和交通尾气等污染源，减轻

雾 霾 、 水 体 污 染 等 环 境 问 题 ， 让 人 民 群 众 享 受 更 加 健

康、舒适的环境。协同推进“降碳减污”能够有效缓解

全球气候变暖的负面影响，降低洪水、干旱和热浪等极

端天气发生概率，有效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

刻揭示了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强

调了良好生态环境作为人民基本福祉的重要性。

（二）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是“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行动表现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是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的 现 代 化 。 从

建 国 之 初 “ 改 造 自 然 ， 杜 绝 水 患 ” 思 想 到 《 环 境 保 护

法》，再到“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呈现了我国对

“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 关 系 持 续 探 索 的 演 变 路 径 。 其

中，“降碳减污”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要

措施，通过“降碳减污”，人类能够更加理性地利用自

然资源，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

处。“降碳减污”还是人类实现与自然和谐共生愿景的

重要途径，只有持续推行“降碳减污”，才能维持和发

展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只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才能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实现。

（三）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重点关注的领域

《决定》强调深化文明生态体制改革需从三方面进

行，一是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编纂生态环境法典。

生态环境保护体制可以为“降碳减污”提供坚实后盾，

是 其 顺 利 推 行 的 保 障 。 二 是 健 全 生 态 环 境 治 理 体 系 。

《决定》强调了治污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先进的监

测技术和数据分析方法，实现对污染源的精准识别和有

效治理。此外，还强调了通过加强跨部门、跨地区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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