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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物质来源，它承受着人类活动产生的废弃物和各种作用结果。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

发展最重要的前提，同时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社会得以安定的基本条件。 但目前全国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峻，虽然当前环境状

况在局部改善，但总体在恶化，治理速度远远赶不上破坏速度，生态环境破坏的程度在加剧，环境污染在加重，环境污染和破坏

带来的危害也日趋明显，生态赤字逐渐扩大。 生态文明是一种重视生态环境、重视环境保护的意识、价值观和文化，这意味着要

解决当前日趋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是必要的。 同时，我国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法律法规的完善及社会

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等使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了可行性。 因此，需要通过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调整能源利用结构、全面促进

资源节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不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为解决当前环境问题

提供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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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物质来源，它承受着人类活动产生的废弃物和各种作用结果。 良好的

生态环境是人类发展最重要的前提，同时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社会得以安定的基本条件［１］。 １９４９ 年以后，我
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与此同时，人口迅速增加，由此产生了大规模的生态破坏和十分严重的生态

环境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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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

面和全过程［２］。 建设生态文明，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大任务，为
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３］。

１　 我国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

通过植树造林，防治沙漠化，水土保持，国土整治，草原建设，及天然林资源的保护等一系列措施整治环境

问题，加之国民保护环境的意识不断提高，使一些地区的生态环境明显好转。 但全国环境问题依然严峻，目前

我国环境局部改善，总体在恶化，治理速度远远赶不上破坏速度，生态环境破坏的程度在加剧，环境污染在加

重，环境污染和破坏带来的危害也日趋明显，生态赤字逐渐扩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１　 水土流失加剧

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４］。 水土流失直接关系国家生态安全、防洪安全、粮食安全和

饮水安全。 由于特殊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条件，全国绝大多数省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水土流失。 根据遥感调

查，全国现有土壤侵蚀面积达到 ３５７ 万 ｋｍ２，占国土面积的 ３７．２％。 水土流失不仅广泛发生在农村，而且发生

在城镇和工矿区，几乎每个流域、每个省份都有。 从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分布来看，东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

９．１ 万 ｋｍ２，占全国的 ２．６％；中部地区 ５１．１５ 万 ｋｍ２，占全国的 １４．３％；西部地区 ２９６．６５ 万 ｋｍ２，占全国的

８３．１％。 根据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以及流失强度综合判定，我国现有严重水土流失县 ６４６ 个。 其

中，长江流域 ２６５ 个、黄河 ２２５ 个、海河 ７１ 个、松辽河 ４４ 个，分别占 ４１．０％、３４．９％、１１．０％和 ６．８％。 从省级行

政区来看，水土流失严重县最多的省份是四川省，９７ 个；其次是山西省，８４ 个；然后依次是陕西省 ６３ 个，内蒙

古自治区 ５２ 个，甘肃省 ５０ 个。 水土流失既是土地退化和生态恶化的主要形式，也是土地退化和生态恶化程

度的集中反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全局性的和深远的，甚至是不可逆的。
１．２　 沙漠化面积不断扩大

中国是世界上沙漠化受害最深的国家之一［５］。 北方地区沙漠、戈壁、沙漠化土地已超过 １４９ 万 ｋｍ２，约占

国土面积的 １５．５％。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沙漠化土地以年均增长 ２１００ ｋｍ２的速度扩展。 近 ２５ 年共丧失土地 ３．９
万 ｋｍ２。 目前约有 ３９３．３３ 万 ｋｍ２农田，４９３．３３ 万 ｋｍ２草场，２０００ 多 ｋｍ 铁路以及许多城镇、工矿、乡村受到沙漠

化威胁。 荒漠化土地不仅面积大，而且发展变化也大。 在土地荒漠化迅速发展的同时，与之有关的各种地质

灾害频繁发生［６］。 例如，北方地区与荒漠化密切相关的水土流失，不仅造成河流泥沙含量高、河流淤积，尤其

是黄河流域下游地区的悬河已经成为我国心腹大患。 土地荒漠化不仅造成水土流失加剧、土地弃耕、地质灾

害频繁，而且造成生态难民以及贫困人口的增加。 据“中国荒漠化（土地退化）防治研究”课题组研究，与土地

荒漠化有关的各种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更是高达 ５４０ 亿元。 卢琦等 ２００２ 年估测的结果是，我国荒漠化危

害的直接经济损失约 ６４２ 亿元 ／ ａ，平均每天损失 １．７６ 亿元。 其中：水力侵蚀 ４００ 亿元，风力侵蚀 ３６ 亿元，盐渍

化及有机质丢失造成的损失约 １８６ 亿元，因沙尘暴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 １３ 亿元［７］。 荒漠化及其衍生危害造

成的间接经济损失约 ２８８９ 亿元 ／ ａ［８］。
１．３　 森林资源缺乏且逐渐减少

中国古代森林资源丰富，且分布很广，经历了漫长的传统经济，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森林覆盖率仅为

１２．５％，是当时少林国家之一［９］。 据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结果显示，

９２３６　 １９ 期 　 　 　 赵其国　 等：中国生态环境状况与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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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森林面积 ２．０８×１０９ ｈｍ２，森林覆盖率 ２１．６３％，森林蓄积 １．５×１０１１ｍ３。 人工林面积 ０．６９×１０９ ｈｍ２，蓄积

２．４８×１０１０ｍ３。 但由焚林狩猎、毁林开荒、燃料消耗、战争破坏及其他掠夺性质的开发等原因造成的森林消耗

和破坏［１０］，使我国目前仍然是一个缺林少绿、生态脆弱的国家，森林覆盖率远低于全球 ３１％的平均水平，人均

森林面积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 １ ／ ４，人均森林蓄积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 １ ／ ７，森林资源总量相对不足、质量不

高、分布不均的状况仍未得到根本改变，林业发展还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我国林地生产力低，森林每公

顷蓄积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 １３１ｍ３的 ６９％，人工林每公顷蓄积量只有 ５２．７６ ｍ３。 林木平均胸径只有 １３．６ ｃｍ。
龄组结构依然不合理，中幼龄林面积比例高达 ６５％。 林分过疏、过密的面积占乔木林的 ３６％。 林木蓄积年均

枯损量增加 １８％，达到 １．１８ 亿 ｍ３ ［１１］。
１．４　 生物物种加速灭绝

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 １２ 个国家之一，拥有陆地生态系统的各种类型，物种数量居北半球国

家第一，是世界四大遗传资源起源中心之一。 然而，在占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的同时，中国面临的物种保

护压力也是相当艰巨的。 中国是生物多样性破坏较严重的国家，生物栖息地的丧失与片断化、栖息地环境恶

化、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外来生物的入侵使中国的高等植物中濒危或接近濒危的物种达 ４０００—５０００ 种，约占中

国拥有的物种总数的 １５％—２０％，高于世界 １０％—１５％的平均水平［１２］。 根据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

２００３ 年公布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我国有 ４２２ 个物种面临灭绝的威胁，其中哺乳动物 ８１ 种、鸟类 ７５ 种、鱼
类 ４６ 种、爬行动物 ３１ 种、植物 １８４ 种。 在该组织 ２００７ 年更新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更多的鸟类和哺乳

动物被写进了严重濒危的名单。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第 １４ 届 ＣＩＴＥＳ（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公约）缔约国大会上

通过了 ＣＩＴＥＳ 附录，这个附录是受国际贸易影响而有灭绝危险的野生生物名录、我国的 １９９９ 个动植物种名列

其中，占到了 ＣＩＴＥＳ 附录所收录的物种总数的 ６％。 近 ５０ 年来，中国约有 ２００ 种植物灭绝［１３］。 我国在 １９８７
年公布的《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其中一类保护植物 ８ 种、二类的 １５７ 种、三类的 ２２ 种。 另据中国红

皮书的估计显示，超过 １ ／ １０ 即 ５００ 多种脊椎动物物种和 １５％—２０％即 ４００—５００ 种高等植物已经受到威胁。
中国滥捕乱杀野生动物和大量捕食野生动物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屡禁不止［１４］。
１．５　 地下水位下降，湖泊面积缩小

多年来，由于过分开采地下水，在北方地区形成 ８ 个总面积达 １．５×１０４ ｋｍ２的超产区，导致华北地区地下

水位每年平均下降 １２ｃｍ。 湖泊面积减少、水质恶化，导致湖泊功能不断衰减、水生态环境破坏，已成为当前湖

泊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 １９４９ 年以来，我国湖泊减少了 ５００ 多个，面积缩小约 １．８６×１０４ ｋｍ２，占现有面积的

２６．３％，湖泊蓄水量减少 ５．１３×１０１１ｍ３，其中淡水量减少 ３．４×１０１１ ｍ３。 例如，曾有着“千湖之省”美誉的湖北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６．６７ｈｍ２ 以上的湖泊有 １３３２ 个，其中面积 ３３３ｈｍ２ 以上的湖泊就达 ３２２ 个。 但由于近些年的

大规模围湖造田及房地产开发、倾倒垃圾、工农业污染等，水质不断恶化，全省现有 ６．６７ｈｍ２ 以上湖泊仅为 ５７４
个，和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相比减少 ５６．９％，基本每年存在 １５ 个 ６．６７ｈｍ２ 以上湖泊消失的情况［１５］。 又如位于新疆

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博斯腾湖，曾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水域面积曾一度超过 １２００ ｋｍ２，因受干旱影响，许
多湖泊已经消失或正在面临消失，如今已经缩小到 ８００ 多 ｋｍ２ ［１６］。 据青海省地质调查院和中国地质大学进

行的“长江源区生态环境地质调查项目”显示，长江源区共有大小湖泊 １１０３７ 个，湖水面积约 １０２７ ｋｍ２，近年

来，随着水环境恶化，源区湖泊面积与长江源志所记载 １９７６ 年的考察数据 １０８０ ｋｍ２相比，退缩了 ５２ ｋｍ２ ［１７］。
此外，由于源区水环境日益恶化，普遍存在湖泊面积缩小，河湖水量减少，泉口下移，地下水位下降，沼泽湿地

萎缩，长年性河流渐变为季节性河流等现象，
１．６　 水体污染明显加重

我国淡水资源总量为 ２．８×１０１３ｍ３，占全球水资源的 ６％，仅次于巴西、俄罗斯和加拿大，居世界第四位，但
人均只有 ２２００ ｍ３，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１ ／ ４，在世界上名列 １２１ 位，是全球 １３ 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

一，也是一个干旱缺水严重的国家。 目前造成我国水资源贫乏的主要原因之一为水污染加剧。 在河流方面，
我国水利部开展了 ２０．８ 万 ｋｍ 重要江河河段的监测，Ⅰ—Ⅲ类水河长比例占了 ６８．６％，比 ２０１２ 年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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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即好水的比例有所升高。 但是，Ⅴ类和劣Ⅴ类水的比例仍然很高，占了 ２０％左右。 从湖泊来看，我们监

测的 １２０ 个开发利用程度比较高、面积比较大的湖泊当中，总体水质满足Ⅰ—Ⅲ类标准的只有 ３９ 个，只有

３２．５％的湖泊水质是优于Ⅰ—Ⅲ类的。 目前中国七大水系的污染程度依次是：辽河、海河、淮河、黄河、松花

江、珠江、长江，其中 ４２％的水质超过 ３ 类标准（不能做饮用水源），中国有 ３６％的城市河段为劣 ５ 类水质，丧
失使用功能［１８］。 大型淡水湖泊（水库）和城市湖泊水质普遍较差，黄河多次出现断流现象，７５％以上的湖泊富

营养化加剧，主要由氮、磷污染引起。
１．７　 大气污染严重

近年来，虽然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大气环境面临的形势仍然

非常严峻，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 据了解，２０１１ 年中国二氧化硫年排放量高达 １８５７ 万 ｔ，烟尘 １１５９
万 ｔ，工业粉尘 １１７５ 万 ｔ，大气污染仍然十分严重［１９］。 全国大多数城市的大气环境质量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
全国 ４７ 个重点城市中，约 ７０％以上的城市大气环境质量达不到国家规定的二级标准，参加环境统计的 ３３８ 个

城市中，１３７ 个城市空气环境质量超过国家三级标准，占统计城市的 ４０％，属于严重污染型城市。 ２０１１ 年，世
界卫生组织公布了世界 １０８２ 个城市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可吸入颗粒物年均浓度分布，我国 ３２ 个重点城市参与排

名，最好的是海口，排名 ８１４ 位，其余均在 ８９０ 位以后。 国内 ３２ 个城市的 ＰＭ１０ 平均浓度为 ９４ｇ ／ ｍ３，而排名前

１０ 的城市仅为 ７ｇ ／ ｍ３，前者是后者的 １３．４ 倍。 ２０１３ 年以来，“雾霾”更成为了我国当之无愧的年度热词之一，
国内 ２５ 个省 １００ 多个大中城市被雾霾所困扰，全国平均雾霾天数达到 ２９．９ｄ，较往年同期偏多 ９．４３ｄ，创 ５２ａ
之最，且持续性霾过程增加显著［２０］。 造成空气污染的主要有工业污染、交通污染、生活污染等。 其中工业污

染和交通污染占其中的主要因素。
１．８　 草原退化严重

中国近 ４ 亿 ｈｍ２ 的天然草原中，目前约有 ９０％的可利用草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并且以每年 ２×１０６

ｈｍ２的速度退化。 有研究测定在过去 ５ａ 内，我国北方干旱地区草地比过去减少 ５．４９×１０４ｋｍ２，其中覆盖度在

５％—２０％的地区明显减少，草原退化、沙化、盐碱化形势堪忧［２１］。 例如，内蒙古自治区曾是我国最主要的天

然牧场之一，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全区草场面积达 ８．８×１０７ ｈｍ２，８０ 年代还有 ７．８×１０７ｈｍ２，而到了 ９０ 年代末，可利

用的草场面积只剩下 ３．８×１０７ ｈｍ２。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北方 １２ 省（区）草地退化面积已占该区草地总面积的

５０．２４％，草地退化形态由线状、点状退化发展到带状、片状退化阶段，退化程度不断加重，已有 ２．３５×１０６ ｈｍ２草

地成为沙漠化土地［２２］。 同时，盐渍化大面积地发生于东北松嫩草原、内蒙古西部、新疆、甘肃、青海等干旱荒

漠区、绿洲边缘和大水漫灌改良草地，目前面积已达 ９．３×１０６ ｈｍ２。 同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相比，我国草原产草量下

降 ３０％—５０％。

２　 生态文明的提出及其内涵

生态文明的提出，是人们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 事实也证明，人类的发展应该是人与

社会、人与环境、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协调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讲究代内公平，而且要讲究代际之间的

公平，不能以当代人的利益为中心，牺牲后代人的利益，必须讲究生态文明，树立生态文明发展观，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 但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首先得弄清楚什么是“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并不是指自然生态的

“文明”状态，而是指用文明的方式对待生态。 生态是各种力量相互制约的结果，也是各种力量协调共生的结

果；生态文明不仅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包括人与人的关系。 综合以往研究得出：生态文明首先应该是人类

文明的一种形态，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前提，以人与人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以建立可持续

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为内涵，以引导人们走上持续、和谐的发展道路为着眼点。 生态文明强调人的自觉与

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既追求人与生态的和谐，也追求人与人的和谐，而
且人与人的和谐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２３⁃２７］。 可以说，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工业文明进

行深刻反思的成果，是人类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理念、道路和模式的重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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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可行性

虽然当前我国生态问题日益突出，但鉴于我国经济实力增强、科技实力提升等方面事实，建设生态文明在

我国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
３．１　 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２０１１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４８４１２４ 亿元，超过

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到 ２０１４ 年国内生产总值 ６３６４６３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７．４％，全国一般公共财政收

入 １４０３５０ 亿元，比上年增加 １１１４０ 亿元，增长 ８．６％，其中税收收入 １１９１５８ 亿元，增加 ８６２７ 亿元，增长 ７．８％。
虽然当前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目前严峻的生态危机，但是，生态危机的解决离不开强大经济基础的支撑。
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２０１３ 年国家环保部环境统

计年鉴显示，２０１３ 年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为 ９０３７．２ 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 １．５９％，占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２．０２％，比上年增加 ９．５％。 在国家财政的支持下，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与 ２０１２ 年相比，２０１３ 年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下降 ２．９３％、氨氮排放量下降 ３．１２％、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

３．４８％、氮氧化物排放量下降 ４．７２％。 由此可见没有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就

会缺乏人力和物力的支持，生态文明建设就是一纸空谈，无法落到实处。
３．２　 科学技术迅猛发展

科技进步与科技创新是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 环境污染的防治和生态

系统的恢复离不开科技的进步，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可以有效治理已经产生的环境污染，而且能够从

源头上实现低消耗、无污染的清洁生产［２８］。 特别是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以来，科技迅猛发展，尤其是新能源、生
物、新材料、信息等方面技术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为解决当前环境破坏及环境污染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技术

支撑，为缓解资源短缺、抑制环境恶化、改善人类健康状况、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技术途

径。 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作支撑，生态文明建设将会停滞不前。
当前，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最现实可行的科学技术莫过于新能源技术。 新能源是指除传统能源

外，刚开始开发利用或正在积极研究、有待推广的能源，如太阳能、地热能、风能、海洋能、生物质能和核聚变

等。 相对于传统能源，新能源具有普遍污染少、储量大的特点，对于解决当前世界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和资源

（特别是化石能源）枯竭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３．３　 法律法规逐步完善

１９７３ 年国务院组织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并颁布了《关于保护和改进环境的若干规定》，这是

我国环境保护方面最早的政策性文件。 １９７９ 年 ３ 月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这标

志着我国环境法体系开始正式建立，也标志着我国环境保护开始进入有法可依的新时期。 此后为了更好的贯

彻执行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国家又陆续颁布了许多环境保护法规。 同时，国家对环境标准的颁布，也给予了极

大的重视，先后颁布了大气、水质、噪声、海水等 ５ 项环境质量标准，３６ 项污染物排放标准、１７ 项环境基础和方

法标准。 至此。 不难看出，在颁布了环境保护基本法之后，通过广泛的环境立法，落实了宪法关于保护环境和

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规定。 环境保护进入法制阶段，环境也有了明显的改进。 １９８９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结束了长期试行的局面，将环保法制推进了一大步，之后又公布了

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２００１ 年 ８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

响评价法》（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等。 ２０１４ 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

表决通过了新修改的环境保护法（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新法在第一条立法目的中就增加了“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规定，截止到 ２０１４ 年，我国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有 ３０ 多部，行政法规有

９０ 多部。 日趋完善的法律法规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
３．４　 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不断提高

当人们正视“只有一个地球”，人类的环境意识开始觉醒，生态文明正在成为人类的新文明。 我国全民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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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意识在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环保问题并不满于现在的环境质量，生存环境面临的种种威胁使得公

众对环保的期待也愈来愈高。 同时，公众参与环保的深度和广度也在不断加强，生态文明是一种重视生态环

境、重视环境保护的意识、价值观和文化，生态文明旨在树立遵循生态规律和创新发展模式的思想基础和社会

氛围。 公众环境意识的提升，有助于普及和传播环境保护的科学知识，提高公众对环境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提
高他们的环境保护技能，树立正确的态度，最终体现为全社会愿意为环境保护、建设生态文明采取实际行动。

４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对策与措施

当前，加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做到：“优”、“调”、“节”、“保”、“建”、“转”。 其具体内容和措施包括：
４．１　 “优”，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空间开发失衡、区域发展不协调，是造成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重要根源［２９］。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首
先要在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上取得突破［３０］。 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

则，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自然留

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

战略，推动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
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
４．２　 “调”，调整能源利用结构

调整优化能源结构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大力推进传统能源清洁利用，发展高附加值能源产业；另一方

面，继续淘汰落后生产力，优化能源产业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具体来说，在电力行业，大力发展核电、风
电、生物质发电等清洁电源，并积极推广热电联产、分布式能源节能技术，降低单位发电能耗及污染物

排放［３１］。
４．３　 “节”，全面促进资源节约

全面促进资源节约。 要节约集中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大幅降低

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提高利用效率和效益。 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

生能源发展，确保国家能源安全。 加强水源地保护和用水总量管理，建设节水型社会。 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严
格土地用途管制。 加强矿产资源勘查、保护、合理开发。 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
再利用、资源化。
４．４　 “保”，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 要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推进荒漠化、石
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加快水利建设，加强防灾减灾体系建设。 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以解决损害群

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３２］。 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
各自能力原则，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４．５　 “建”，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

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 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

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 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

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加强环境监管，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

境损害赔偿制度。 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

尚，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
４．６　 “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键。 要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统一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要

求上来，树立保住绿水青山也是政绩的理念，把产业结构调整与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结合起来，走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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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逐步改变产业结构

不合理、经济发展方式粗放的状况，达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十七大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这两个字的改动，寓意深远，意义重大，针对

性和指导性更强，有着深刻内涵。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通过不同要素投入和技术组合获得经济增长的方法和模

式，强调的主要是提高经济增长效益；而经济发展方式除了涵盖前者的含义外，还对经济发展的理念、战略和

途径等提出了更高要求［３３］，强调的不仅是提高经济增长效益，还包括促进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增长与资源环

境相协调、发展成果合理分配等内容。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扩大国

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

变［３４］，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

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３５］。

５　 结束语

我国已迈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期、新阶段，各省市都在积极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途径和办法［３６］。 生态

文明建设是观念意识、理论形态与实践形态的有机统一，是人类文明史上一次全方位的变革，是从价值到文

化、从经济到政治的创新与探索。 虽然当前我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生态建设与

环境保护形势仍不容乐观，存在一些制约生态文明建设向纵深推进的瓶颈问题，如经济发展需求与环境容量

不足之间的矛盾比较尖锐、生态文明理念的培育与社会公众的实际行动存在较大反差、生态环境质量与国民

的期望要求存在较大差距等，要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美丽中国目标

任务依然十分艰巨，需要积极的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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