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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作为推动内蒙古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内

蒙古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和

主引擎。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

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城镇综合

实力显著增强，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 从 1978 年 21.8% 增 加 到 2018

年的 62.7%，城镇化空间形态不

断优化，城镇基础设 施和公共

服务不断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不断增强。但长久以来 粗 放型

的城镇化发展模式也导致了自然

资源、生态环境和社会和谐等

方面的难题和挑战，如自然资源

耗竭，资源环境的约束急剧显现

出来，城镇生态承载力下降、城

镇生态脆弱性不断加剧，城乡分

割严重，城乡基础设施配置不均

匀，“城市病”和“农村病”一定

程度存在等，传统的城镇化模式

不可持续，存在巨大的风险，亟

待城镇化发展实现质量提升和绿

色转型。

绿色城镇化是将生态文明

理念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

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

镇化 之 路，是生态文明建 设的

重要内容。当前，对于内蒙古来

讲，大力推进绿色城镇化，是站

在新的历史方位解决内蒙古社会

主要矛盾、适应 2500 万全区各

族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迫

切需要，也是内蒙古探索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发展和加

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客观

要求。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

导向，大力推进绿色城镇化，就

是要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

境的绿色空间格局、绿色产业结

构、绿色制度体系、绿色生产方

式、绿色生活方式。

一、以绿色规划为引领，

大力推进内蒙古绿色城镇化

科学的规 划是城镇化发展

的蓝图和依 据，决定着城镇化

未来发展布局和方向。内蒙古幅

员辽阔，地广人稀、边境线长、

要素分散、生态环境多种多样，

各地区开发程度不尽相同，要依

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

强度和发展潜力，实行差别化、

有序的空间开发管控，合理进行

产业布局和资源配置，将绿色发

展理念贯穿到城镇经济社会建

设、城乡关系、产业布局、土地

利用、环境保护等规划中，避免

多种规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促

进各种规则之间的相互融合，推

动合理有效利用资源，形成集散

有序的绿色空间格局。一是实行

差别化的空间开发管控。结合主

体功能区战略定位，打破行政区

划的限制，实行区域间差别化开

发。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进行

区域规划编制和重大项目布局，

明确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域

准入事项、明确优化开放区域、

重点开发区域禁止和限制发展的

产业，对不同主体功能区的产业

项目实行差别化市场准入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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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大力推进内蒙古绿色城镇化

摘   要 ：绿色城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以绿色规划为引领、绿色产业为支撑、绿色基础设

施为载体、绿色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为纽带、绿色制度体系为保障大力推进绿色城镇化，是内蒙古实现以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和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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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优化空间开发秩序，合理规

划城镇建设。尊重自然格局、依

托地理环境特点优化城镇各类空

间布局，合理规划城镇建设，引

导人口有序流动迁移、就业。严

控建设用地指标，科学制定城镇

开发强度，提高城镇土地利用效

率、建成区人口密度，划定城镇

开发边界，尽可能集中集约利用

土地，减少对自然生态空间的占

用。在充分考虑环境环境承 载

力基础上，使城镇规模、经济密

度、人口密度与之相适应，让城

镇与自然生态融为一体。

二、 以 绿 色 产 业 为 支

撑，大力推进内蒙古绿色城

镇化

发展绿色经济和绿色产业是

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

间矛盾的主要途径，是发展绿色

城镇化的重要支撑。深入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优化产业

结构，降低资源能源消耗，加快

构建绿色现代产业体系，加快形

成绿色生产方式。一是以科技创

新为引领，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

级。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

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降低重化

工业能源消耗，降低主要污染物

排放标准，提高传统产业发展的

生态化、绿色化水平。二是大力

发展能耗低、排放少、污染少、

附加值高的先进制造业和节能

环保、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和服务

业。通过新兴产业的前后关联、

拉动产业结构向高层次、绿色化

方向演进 ；扶持节能环保和绿色

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提升节能环

保技术装备水平和服务水平，对

农牧业、工业和服务业进行生态

化改造。建立差别化的产业进入

机制，提高环境准入门槛，提高

各类产业素质和发展效益。三是

发展循环经济，降低能源消耗，

提高资源利用率。建立循环、低

碳的工业体系，推动工业固体废

物等的综合利用；推动工业园区循

环化改造，提高资源产出率 ；连接

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形成从生产

环节到生活环节的全过程循环，形

成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的生产链、生

活链、生态链，最大限度回收再利

用资源。坚持减量化、再利用、资

源化原则，重点控制能源资源投入

量，不断减少财富创造对自然资源

的依赖，促使经济发展走上绿色、

低碳发展之路。

三、以绿色基础设施为

载体，大力推进内蒙古绿色

城镇化

基础设 施是城镇正常运行

和健康发展的物质基础，基础设

施的绿色化水平决定绿色城镇化

的建设效果。一是要立足于不同

城镇的自然生态条件，顺从地形

地貌、降水、气候、风向等自然

地理因素，合理布局基础设施，

强化城镇化过程中的节能理念、

大力发展绿色建筑和低碳、便

捷的交通体系，推广节能材料、

绿色生产工艺，科学安排工艺进

度 ；二是推 进绿色生态城镇建

设，提高城镇供排水、防涝、雨

水收集利用、供热、供气、环境

等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高城镇

污水、垃圾处理能力，规划建设

如水道、林地、湿地、绿道等生

态系统和景观要素，提高基础设

施绿色化水平和建设、运营、管

理水平。提高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水平，在城市规划、城镇环境监

测、污染防治、基础设施维护、

公共服务保障、应急处置等方面

提升城镇智能化、数字化水平，

特别是在关系民生的领域如公共

交通、水、电、气、热等方面，

推广信息化管理应用，提高城镇

管理、运营的效率。

四、以绿色消费模式和

生活方式为纽带，大力推进

内蒙古绿色城镇化

绿色城镇化建设关系各行

各业、千家万户，消费模式和生

活方式的转变是绿色城镇化建

设的重要方面。积极培育绿色消

费观，促进产业结构、产品结构

调整。引导公众树立绿色消费理

念，着力推动生活方式向绿色低

碳、文明健康的方向转变，提倡

人们在衣、食、住、行、游等各

方面适度消费、低碳消费，促进

消费品的循环使用和共享使用。

一是加强宣传，通过学校教育、

新闻媒体等途径，对大众 进行

绿色消费教育，在全社会形成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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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的绿色消费氛围。通过广泛而

又精细的宣传引导，引导人们在

服饰、饮食、住房、出行、日用

品等方面规范自身消费行为，提

高生活质量。将绿色与每一个消

费行为相联系，形成绿色消费习

惯。二是规范团体消费，引导个

体消费，形成全社会绿色消费新

风尚。公务消费和团体消费集中

性强，对于规范消费行为的示范

性和可操作性都比较强，规范公

务消费、团体消费，形成对全社

会的示范带动效应。通过多种手

段和途径，引导城乡居民崇尚绿

色消费、践行理性消费、杜绝炫

耀消费、摒弃奢侈消费。

五、以绿色制度体系为

保障，大力推进内蒙古绿色

城镇化

制度建设是推进绿色城镇

化建设的重要保障。一是完善

配套 经济政 策。健全价格、财

税、金融等政策，激励和引导各

类建设主体积极投身绿色城镇

化建设。二是加强资源环境监

督管理。构建最严密的环境准

入制度，在考虑城镇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的基础上，坚守环境保护

底线，严格产业准入门槛，严格

控制高污染、高能耗行业新上项

目，对于不同城镇的污染物排放

和能源消费实现总量控制。加大

城镇环境保护执法力度，各级政

府加大对环境治理和环保执法

力度，督促企业落实环保责任，

建立跨区域环境整治联防联控协

调机制。三是建立资源有偿使用

制度和完善生态补偿制度。建立

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

体现生态价值的资源有偿使用制

度。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

场补偿机制，通过价格、成本、

税收等多种形式，激 励城镇化

建 设中主动改善 生态环境，建

立健全生态环境资源权益交易

的市场机制。积极探索地区间

生态环境保护协 作机制。四是

加快 推 进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

革，建立边界清晰、权能健全、

流转顺畅的资源产权制度。五

是建 立和完善监 督考核机制。

转变政府考核方式，按照不同

区域、不同城镇主体 功能区定

位，实行分类动态考核，将绿色

城镇化、生态效益指标纳入官员

考核体系，增加生态效 益的考

核权重。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

和惩罚机制，充分调动建设绿

色城镇化的积极性，营造奖罚分

明的干事创业氛围。

（作者单位 ：内蒙古党校经济

学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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