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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五年撬动
8万亿元绿色投资

“十八大”报告专门辟出一个章节，论述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未来勾画出一

个天蓝、地绿、水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

丽中国”。这是“十八大”报告关于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新要求中的一大亮点。

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

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以不断消耗资源和制

造二氧化碳为代价的传统发展模式已经难以

为继。从全球范围看，节能、循环、低碳正成

为新的发展方式，“绿色工业革命”已然拉开

帷幕。快速发展中的中国，也必须通过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转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

型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实现中华

民族的永续发展。

对生态文明的追求，既意味着旧模式的

终结，也预示了新市场的开启。中国经济将

由此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进而为投资

提供更多机会。

在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的七大战略新

兴产业中，节能环保、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

产业都与绿色发展密切相关。到 2020 年，这

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有望占到国内生

产总值的 15%，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

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

这是一次深刻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蕴含着极大的投资空间和投资机会。据清华

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估算，“十二五”

期间，中国绿色投资将达到 8 万亿元人民币，

这可能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绿色投资。

具体而言，绿色投资的领域主要包括生

态建设，比如对林业、水利、水土流失治理、

荒漠化治理等方面的投入；环境保护，比如

对水、大气、固体废物污染的防治；节能减

排，比如发展绿色建筑、绿色材料、新能源汽

车等。

根据已经公布的有关规划，“十二五”期

间，国家将投资约 1.5 万亿元，优先实施 8 项

环境保护重点工程，开展一批环境基础调查

与示点示范工作；投资近 2.4 万亿元，用于节

能 减 排 重 点 工 程 。 专 家 们 预 期，从 现 在 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政府还会出

台更具体的生态文明建设行动方案，相应投

资额将继续大幅增长。

除了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社会资本也

会将更多的目光转向和绿色发展有关的产

业。根据投资咨询机构的研究分析，自 2008

年以来，风险投资和股权直接投资投向清洁

技术的案例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2009

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位列全球清洁技术领

域投资额第一位。2001 年至 2011 年，共有 37

家环保企业 46 次获得股权融资，其中水处

理、固废处理、环保技术咨询及推广受到投资

方的青睐。此外，自 2010 年以来，先后有 6 只

环 保 领 域 产 业 投 资 基 金 成 立，资 金 规 模 达

158 亿元。

虽然，绿色投资周期长、资金量大，但在

全球“绿色工业革命”竞争中，无论是国家层

面还是企业层面，都在加大投入力度，进行

科技研发和推进产业化发展。可以预见，随

着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的重要地位，未

来必将催化出更多的新技术、新产业、新商

业模式。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绿色投资的回报还

有很大一部分是难以用货币单位来衡量的。

这是因为，生态文明建设更重要的是提供新

鲜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宜人的环境等“生态

产品”，这些将是经济社会赖以持续发展和人

民群众共同分享的“绿色财富”。

（白田田 孙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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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越云，知名诗人书画家，师从刘大

为、霍春阳、梅墨生、蔡祥麟诸教授。擅

画竹鹤、胡杨、山水，并配自撰诗。日前，

记者有幸采访到这位湘籍诗人，听贾越

云谈论画艺。

记者：先生的画作与众不同，画中蕴

藏着强烈的楚文化和道文化气息。请问

先生对画艺的追求有何认知？

贾越云：我认为，画家的最大悲哀莫

过于掉进权钱的“泥沼”里，整日为画画而

画。画，应该载文、载悟、载情，我一向主

张画我所思，吟我所悟。楚文化是华夏文

化的重要组成元素，楚国的苦县又是道家

文化发源地，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

楚湘人，我力求将这两种文化融入到自己

的画作中。

记者：先生自号念聘，难道是对道家

文化宗师老聘有着异样的崇敬？

贾越云：是的。老子的道文化对我吟

诗绘画有很大的启迪。一部五千余言的

《道德经》让我屡读屡生新觉悟，无论从哲

学角度还是宗教角度讲，《道德经》堪称天

下第一文章。

记者：笔墨对中国画有何作用？

贾越云：中国画的要点全在于笔墨，

而笔墨的关键则在于气。气达则笔墨成

活笔、亮墨，气滞则笔墨成死笔、呆墨。

记者：先前读过先生出版的文学著作

《真相》，其中《疯狂的夏天》等大多数作品

读来令人心情无法平静，深感您现在仍以

这种创作情怀投入到书画创作之中。请

问这是否基于先生是汉代大学者贾谊后

裔的原故？

贾越云：感谢老祖宗，也许有这一因

素，但主要还是人生经历。文革中，我曾

受株连，下放到湖南 山深壑干苦力；九

岁时父亲去世，曾饱受人世冷眼和恶人

的 欺 凌 。 因 此，我 认 为，作 为 一 个 中 国

人，无论你身处何种地位，都要有忧国怜

弱之胸怀。

记者：先生的画作分为楚山、胡杨、斥

日侵华战争及丹顶鹤几大系列。您在创

作时侧重哪一系列？

贾越云：有感而作，没有侧重。有创

作激情的画作才有生命力。近期，我多画

楚山系列中的湘竹与丹顶鹤。

记者：请先生谈谈您在创作斥日侵华

战争系列和丹顶鹤（仙鹤）系列诗画作品

时的创作思路。

贾越云：我认为，中华五千年所蒙受

的最大一场耻辱莫过于 20 世纪的日本辱

华战争。日本兽军杀害了 4000 万中国同

胞，强奸中国妇女达十四亿人次，焚烧中

国房屋一亿多间，掠走中华金银文物与矿

产无数，仅抢走黄金就达 31000 吨。战争

结束后，日本兽军 刀而去，日方不予任

何赔偿，中方竟也不提出赔偿，均属对人

性与天道之大违，情何以堪？至恶不惩，

后患无穷。我的斥日辱华战争系列作品

是以诗画记录以及个人对日军这场辱华

战争的感受和呐喊。而画鹤吟鹤则是基

于鹤与中国本土宗教——道家文化的渊

源。自古以来，丹顶鹤就被称为文禽、仙

禽，是幸福、吉祥、长寿和忠贞的象征，它

那雅美的身姿、清朗的鸣唳和淡然高洁的

品性令我牵挂。

记者：我注意到，先生在《斥日山叟

图》（见《中国贸易报》2012 年 7 月 24 日 L4

版）中题自撰诗“国有邪邻祸事生，古来东

海满狼声。吾今一日一诗画，旧辱高悬欲

请缨”；还注意到，日本侵华战争，先生称

此为“日本辱华战争”。

贾越云：日军对华杀、淫、焚、掠可谓

四辱！造孽数量之巨，时间之久，结局却

不了了之，堪称古今中外仅此一例。想想

看，数百日军在沈阳点炮开战，我方近万

沈阳守军竟奉命不得还击阻止，让日寇边

骂“支那人像蠢猪！”边将东三省迅速占

领，进而攻入中原，灭了南京。相信此事

发生数千年内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认真

考问此事，绝对血涌心酸。多谢美国的

两颗核弹和原苏联出兵才救了中国。让

我最为震怒的是，日本官方不仅至今对

这场辱华战争毫无悔罪之诚意，反而似

在时时准备着下一场更具侮辱性的灭华

战争！我十分赞同一位高瞻远瞩的文化

人说过的一句话：宽恕日本，无异于中国

自杀。

记者：据悉，先生依平水韵写了近千

首诗，这些诗都会题在您的画作上吗？

贾越云：确实写了近千首，属拙吟，都

是依平水韵写的。平水韵是根据唐初许

敬宗奏议合并的一种十分严格的诗韵，用

于律绝诗，要求所撰绝律诗必须一韵到

底，不许通韵。我感觉，画上题诗、诗画共

融更能表达我的心境和画作意境。比如

我画的《潇湘竹鹤图》（见《中国贸易报》

2012 年 7 月 24 日 L4 版）题 有 自 撰 五 绝：

“奋翅三千里，楚山觅竹枝。叶欢因见鹤，

原是旧相知。”前两句写鹤觅竹，后两句写

竹见鹤。题诗后，画作便有了性灵。《子贞

出山图》（见《中国贸易报》2012 年 7 月 24

日 L4 版）也一样，题上自撰诗：“八岁何

出道州，迟登进士复编修。墨凭回腕见雄

健，写尽四朝成白头。”一江一船一诗，浓

缩了楚湘大书家何绍基的一生。我喜欢

一画题一诗，从 2011 年冬开始，我的画都

题平水韵自撰诗。

记者：据我所知，韩国一位女学者曾

撰文拟将先生富有个性的诗书画艺术推

介到韩国去；马来西亚某机构也拟邀先生

去该国办画展。先生对此有何想法？

贾越云 ：感 谢 所 有 关 注 我 创 作 的

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布衣诗书画文者，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会做到心静如水，随

遇而安。“道承楚韵，艺纳百川”是我的座

右铭。 （李宽军）

新 米 上 市
新疆伊犁大米到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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