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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建设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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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着我国四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生态建设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尤其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生态建设的战略地位大大提升。 我国生态环境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治理，但是生态环境质量仍然有较大的上升空间，我
国仍处于重大生态工程的密集实施期。 总结过去生态建设的发展历程和历史经验，可为我国未来生态工程的实施和效益提升

提供一些启示和借鉴，促进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 通过对新中国生态建设历程的回顾与展望，结果表明：（１）以 １９７８ 年、２０００
年为界，将新中国生态建设历程划分为生态建设启蒙认识阶段、生态建设启动实施阶段和生态建设快速发展与生态文明发展阶

段。 （２）我国的生态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林草植被得到恢复，退化土地得到治理；山区牧区产业产值不断增加，农牧民收入不

断提高，脱贫攻坚任务逐步完成；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基本形成。 （３）未来的生态建设需要倾向于通过绿色发展模式，减
少经济系统对生态系统的压力，以侧面支援生态建设；认清生态建设自身发展规律，建立科学的生态工程启动和退出机制，以避

免生态工程建设时段错位；提高生态工程的动态管理水平，提升生态工程建设和管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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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同时

给我国带来了严重的生态退化问题。 例如，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和林草植被的破坏使得荒漠化问题和水土流失

问题日趋严重，区域生态系统功能不断退化，导致了我国在 ２０ 世纪末遭受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典型的就是北

方频发的大型沙尘暴和 １９９８ 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１］。 这些问题压缩了我国未来发展空间，对社会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２⁃３］。 重大自然灾害的频发使我国政府开始反思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和人

地关系，促进了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等发展理念的进一步形成［４］，生态建设得到了更多的重视。 从 ２０ 世纪

末开始，为了加快修复退化的生态环境，一批更大规模和投入的生态工程开始实施。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
“生态文明”被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中，“美丽中国”战略得以确立，严格高

效的生态文明体制基本形成，生态建设在国家各项工作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和地位［５］。
在人类文明演化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农业文明时代的人类生产力水平较低，改造自然的能力较小，很少有

因人为因素造成的环境灾害，因此人类对大规模生态建设不具备需求［６］，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生态建设出现

在工业文明时代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之后，１９ 世纪中叶最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可谓是近代第一个开展生

态建设的国家。 当时的英国生态恶化，污染严重［７］，城市肮脏［８］。 为了改善环境质量，英国政府一方面开展

环境治理工程，恢复生态和改善人居环境［９］；另一方面通过环境立法建立起环境管理的长效治理机制，逐渐

实现了环境质量的好转，流行疾病下降，保障了民众健康［１０］。 欧美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早，相应的生态建设

起步也较早，生态治理恢复时间长，从而生态环境质量较好，如今已较少实施大型生态工程，并形成了一套成

熟完善的环境法律体系［１１］。 作为生态建设内容之一的环境法律体系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虽然欧

美发达国家早在 １９ 世纪中后期就初步建立起了环境法律体系，但标准低、力度小、不全面，直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７０ 年代才逐渐发展成一套成熟完善的环境法律和治理体系，环境政策工具也逐渐实现了由行政管控向市场

调控和自愿参与的转变［１２］。
我国生态环境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治理，但是生态环境质量仍然有较大的上升空间，总体上我国现在仍

处于重大生态工程的密集实施期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发展期。 总结我国过去生态建设的发展历程和历史

经验，能够为科学研判未来生态建设的趋势和提高未来生态工程效益提供一些启示和借鉴，有利于促进我国

生态文明的建设。 目前的已有相关研究中，许多学者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历程进行了深入研究［１３⁃１６］，侧重论

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起源和发展，较少关注生态工程的发展历程，难以准确认识新中国 ７０ 余年来生态

环境质量和生态建设强度的变化情况。 基于此，为了提高未来生态建设的质量，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本文依据

各阶段生态破坏和生态保护力量对比情况，对新中国生态建设的历程进行了阶段划分，并总结分析了过去生

态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以期对我国未来的生态建设提供一些启示和借鉴。

１　 生态建设历程的阶段分析

我国生态建设历程的阶段划分主要依据不同时期生态破坏和生态保护力量对比情况，依此我国生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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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慢到快的历程。 １９７８ 年三北防护林工程实施之前，我国少有大型生态建设工程，以工农

业发展带来的生态破坏为主，生态保护缺位，划分为生态建设的启蒙认识阶段；１９７８—２０００ 年左右，大型生态

建设工程开始实施，但让步于经济发展大局，生态破坏严重，生态保护力量相对较小，划分为生态建设的启动

实施阶段；２０００ 年以后，随着更多更大的生态建设工程的实施和经济发展理念和方式的转变，生态破坏力量

趋小，生态保护力量趋大并超过生态破坏力量，生态建设进入快速发展与生态文明发展阶段。
１．１　 生态建设的启蒙认识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７８ 年）

该阶段的生态环境状况是：生态环境持续退化，鲜有生态建设，但由于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生态退化

速度也较慢，总体状况良好。 具体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１．１．１　 生态平稳时期（１９４９—１９５７ 年）

这段时期我国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 １９５３—１９５７ 年，我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社

会主义改造。 总体来看，整个经济发展基调是比较稳健的，战后的经济烂摊子逐渐得到恢复。 这一时期，我国

生态环境虽面临退化风险，尤其是西北生态脆弱区，但总体状况良好，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较低，成灾强度较

小，生态建设不是国家重点工作。 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较小的经济规模和稳健的经济政策避免

了给生态环境带来过多压力。 １９５２ 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相当于当年 ＧＤＰ）为 ８２７．２ 亿元，１９５７ 年上升至

１３８７．９ 亿元。 另一方面，稳健的经济政策也避免了因违背自然规律而带来的大规模生态破坏。
１．１．２　 生态恶化时期（１９５８—１９６６ 年）

该时期分为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为代表的运动时期（１９５８—１９６０ 年），以及后续调整时期（１９６１—
１９６６ 年）。 在“赶英超美”思想的驱动下，生态环境受到了很大破坏，尤其是森林和草原。 以全民大炼钢铁为

例，许多地方不顾当地实际情况，为了获取炼钢的燃料，不顾炼钢质量，在没有焦炭和煤炭的情况下就用木炭

替代，导致大面积森林被砍伐，森林遭到严重的破坏，一些地区的“青山”变成了“秃山” ［１７］。 除此之外，农牧

业的快速发展也是导致森林和草原锐减的重要原因。 过快增长的人口导致了大规模的“开荒”运动，使得原

来的森林、草原和湿地变成了耕地。 特别是北方农牧交错区因为过度放牧导致沙漠化发展较为严重［１８］。
１９５７—１９６０ 年，国营林场从 ４１９ 处增加到 １９６０ 处，相伴而来的是森林的大面积砍伐［１９］。 生态环境的破坏加

剧了 １９５９—１９６１ 三年旱灾成灾强度，根据《中国水旱灾害》记载，１９５９—１９６１ 年间，受灾面积达 ３６５９．７ｈｍ２，粮
食减产 １１７７．１ 万 ｔ，远远超过 １９４９—１９５８ 年间的 ８３９．４ ｈｍ２和 ３３９．７ 万 ｔ。
１．１．３　 生态加剧恶化时期（１９６６—１９７８ 年）

这一时期，我国总人口从 ７．３５ 亿增长到 ９．５６ 亿，年均增长 １８４０ 万，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年中，除了 １９６７、１９６８ 年

出现经济负增长以外，其余年份均为正增长，１０ 年间经济总量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７．１％。 在人口与经济增长

的双重压力和“以粮为纲”的政策导向下，促使人们开垦更多的耕地，使森林、草原等重要生态系统面积进一

步减少［２０］。 随着生态退化问题的日益加剧，我国开始认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并参加了 １９７２ 年在瑞典斯

德哥尔摩举办的人类环境大会。 １９７３ 年首次召开了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标志着我国环境管理事业的起

步［２１］。 从此以后，环境管理被纳入政府职能，我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生态建设工程，但大规模的生态建设

工程是在改革开放后才陆续展开。
１．２　 生态建设的启动实施阶段（１９７８—２０００ 年）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增长，长期生态破坏的积累，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我国生态环境出现了严重

退化，发生了一些空前的自然灾害，如 １９９３ 年造成 ８５ 人死亡的甘肃金昌特强沙尘暴［２２］，１９９４ 年造成 １２１６ 人

死亡的浙江瑞安登陆的 ９４１７ 号台风［２３］，１９９８ 年影响大半个中国、死亡 ４０００ 多人的特大洪水。 干旱区的沙尘

暴和湿润区的洪涝灾害是对我国影响较大的生态危机。 据统计，５０ 年间具有社会影响的重大沙尘暴发生次

数逐年增加，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发生 ５ 次，６０ 年代发生 ８ 次，７０ 年代发生 １３ 次，８０ 年代发生 １９ 次，９０ 年代发生

２３ 次［２４］。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由于上游森林的破坏和中下游的围湖造田愈演愈烈，长江流域几乎年年出现

大洪灾，特别是 １９９８ 年发生的长江特大洪灾，死亡 ４１５０ 多人，直接经济损失 ２５５１ 亿元人民币。 日益严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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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问题，促使我国逐渐认识到生态建设的重要性。
在此背景下，我国启动了一批重大生态建设工程，使得该阶段具有生态破坏和生态保护并存的特点。 由

于前期（１９７８—１９８７ 年）启动建设的生态建设工程较少，多数生态工程都密集启动于后期（１９８８—２０００ 年），
根据生态工程实施密度可将我国生态建设的启动实施阶段分为起步实施期（１９７８—１９８７ 年）和密集实施期

（１９８８—２０００ 年）。 我国最早实施的重大生态工程是 １９７８ 年启动的三北防护林工程，因规模宏大、效益明显，
被称为我国当代的“绿色长城” ［２５］。 三北防护林工程之所以能与改革开放同步启动，与三北地区（东北、华
北、西北）干旱半干旱的脆弱生态环境有关，这些地区生态退化程度远高于当时全国平均水平，治理形势更加

迫切。 随后，由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 在此背景下，一大批重

大生态工程陆续启动实施。 平原绿化工程（１９８８ 年）、沿海防护林体系工程（１９８８ 年）、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工

程（１９８９ 年）、天然林保护工程（１９９８ 年）相继启动，通过对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对防治沙尘暴、减少水土流

失、保障农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表 １） ［２６⁃２８］。

表 １　 我国 １９７８—２０００ 年间实施的重大生态工程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ａｊ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７８—２０００

工程名称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ｎａｍｅ

开始时间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

工程类别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工程背景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工程内容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工程功能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三北防护林工程
Ｔｈｒｅｅ⁃ｎｏｒｔｈ ｓｈｅｌｔｅｒ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１９７８ 森林生态工程

区域气候干旱，林草植被稀
少；过度开垦、过度放牧进一
步破坏了森林和草原生态系
统，使该地区生存环境更加
恶劣

以恢复植被为核心，根据工程
区内不同治理功能的需要，形
成一个主要包括草牧场防护
林、水土保持体、农田防护林
以及经济速生林的防护林

体系［２９］

防沙治沙
水土保持

平原绿化工程
Ｐｌａｉｎ ｇｒｅｅｎ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 １９８８ 森林生态工程

长期不合理的耕作方式，我国
土壤肥力逐渐下降，农作物更
易受自然灾害影响而减产，农
业发展面临威胁

在我国粮食生产的重点平原
地区建造农田林网防护工程，
抵御干热风、霜冻等灾害性
气候

农田防护

沿海防护林体系工程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ｓｈｅｌｔｅｒｂｅｌ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ｊｅｃｔ

１９８８ 森林生态工程

台风、海啸、风暴潮等自然灾
害频发，严重威胁到沿海地区
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构建由防风固沙林、水土保持
林、水源涵养林、农田防护林
和其他防护林等 ５ 类防护林
组成的“防护林综合体”，防
御沿海地区台风、霜冻、水土

流失等自然灾害［２３］

防风防潮
水土保持

长江 中 上 游 防 护 林
工程
Ｓｈｅｌｔｅｒｂｅｌ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
ｕｐｐｅｒ⁃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１９８９ 森林生态工程

长期不合理耕作和森林破坏
导致中上游水源涵养功能下
降，使得长江流域水旱、泥石
流灾害更加严重

造林（分为人工造林、封山育
林和飞播造林三种）、低效林
改造、能力建设（包括监测体
系建设、科技推广和科技培训

等） ［３０］

水土保持

天然林保护工程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１９９８ 森林生态工程

天然林资源遭到了严重的砍
伐，水土流失严重，河流含沙
量剧增；长江发生了 １９９８ 年
特大洪水

禁止工程区内天然林资源的
采伐，并同时对因滥砍滥伐而

形成的荒山进行造林［３１］
水土保持

１．３　 生态建设快速发展与生态文明发展阶段（２０００ 年—至今）
自 １９８３ 年全国第二次环境保护会议将“保护环境”定位为基本国策以来，从 ２００７ 年党的十七大将“科学

发展观”写入党章，到 ２０１２ 年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再到 ２０１５ 年党的十

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进而到 ２０１８ 年“生态文明”写入我国宪法，
２１ 世纪里我国生态建设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从 ２００２ 年的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工程，到 ２０１５ 年的国家公园

试点工程，再到 ２０１６ 年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２１ 世纪里重大生态工程继续出台，生态环境建

设进入到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１．３．１　 生态建设加速强化期（２０００—２０１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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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我国又启动了一批新的重大生态工程。 退耕还林工程（２００２ 年）、退牧还草工程（２００２
年）、国家公园试点工程（２０１５ 年）、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２０１６ 年）先后启动实施，推动着国

家生态建设向纵深方向发展（表 ２）。 与 ２０ 世纪末的重大生态工程相比，新时期重大生态工程资金投入和建

设规模都大大提高。 退耕还林工程自启动以来，到 ２０１９ 年累计投入超过 ５０００ 亿元，实施退耕还林还草 ３４００
万 ｈｍ２，工程区森林覆盖率平均提高了 ４ 个多百分点；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自 ２０１１ 年实施以来，８ 年来

累计投入草原生态补奖资金 １３２６ 亿元。 草原治理也纳入了国家生态建设的重点对象，这对阻止草原继续退

化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治理理念越来越趋于系统性和整体性，生态工程类型趋变为区域综合性治理工程，注
重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治理方式的多样性［３２］。 通过密集实施更大规模的生态工程，我国生态建设进入到快

速发展的新时期。

表 ２　 ２０００ 年以来我国实施的重大生态工程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ａｊ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００

工程名称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ｎａｍｅ

开始时间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ｔｉｍｅ

工程类别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工程背景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工程内容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工程功能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退耕还林工程
Ｇｒａｉｎ ｆｏｒ ｇｒｅｅ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２００２ 森林生态工程

长期毁林开荒和进行陡坡地、
沙化地耕种带来日益突出的
生态问题，比如水土流失、土
地荒漠化等

通过补贴，将不适宜耕作的耕
地（比如沙化地、陡坡地） 进
行植树种草，包括在宜林荒山

荒地造林［３３］ ；补贴通常包括
退耕造成的粮食损失和造林
综合费用两部分

防沙治沙、
水土保持

退牧还草工程
Ｒｅｔｕｒｉｎｇ ｇｒａｚｉｎｇ ｌａｎｄ ｔｏ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

２００２ 草原生态工程

草原退化严重，气候干旱，河
流萎缩，沙尘暴频发，生态环
境恶化；牧民迫于生计压力，
仍然超载放牧，草原难以休养
生息

禁牧休牧、围栏、补播和建设

人工草场等［３４］ ；根据不同草
原类型和不同建设内容对牧
民给予不同标准的补贴，确保
牧民在“还草”的过程中不受
损，自觉保护草原

防沙治沙

国家公园试点工程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ｐｉｌｏ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２０１５ 综合性生态工程

各类保护区分类分级不清、空
间交叉重叠、管理权属分散；
服务主体功能区、国土空间开
发保护等战略

整合现有自然保护区建立国
家公园，把原来碎片化、孤岛
化的自然生态系统完整连接
起来

综合保护、
休憩教育等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
护修复试点工程
Ｐｉｌｏ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ｈｏｌ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２０１６ 综合性生态工程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
同体”概念的提出；区域生态
环境普遍面临综合性生态
问题

注重生态系统整体性和区域
差 异 性， 综 合 治 理， 分 类

施策［３５］
综合保护

１．３．２　 生态文明建设时期（２０１２ 年—至今）
２０１２ 年，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这标志

着我国进入了生态文明建设时期。 ２０１３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向世界全面阐述

了“两山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 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 ２０１５ 年，国务院出台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规划了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蓝图。 ２０１７ 年，党
的十九大报告在生态文明建设部分着重强调了绿色发展，明确了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 ２０１８
年，“生态文明”得到了宪法的保障。 这一时期，生态环境处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位置，在经济发展与环境

保护发生冲突时，优先考虑生态环境；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家更加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

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绿色发展，从根本上减轻发展带给生态环境的压力。 各项重大生态工程继续推进，生态文

明制度建设不断完善，推动我国生态环境进一步好转。

２　 生态建设的成就分析

新中国多年来的生态建设在生态恢复、社会经济效益和转变发展理念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林草植被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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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恢复，退化土地得到治理；山区牧区产业产值不断增加，农牧民收入不断提高，脱贫攻坚任务逐步完成；生态

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基本形成。

图 １　 中国年造林面积变化情况

Ｆｉｇ．１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ｆｆｏ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２ ｔｏ ２０１８

图 ２　 中国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变化情况

　 Ｆｉｇ． ２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４ ｔｏ ２０１８

２．１　 生态恢复效果显著

林草植被恢复。 建国初期，全国森林面积仅为

８２８０ 万 ｈｍ２，森林覆盖率为 ８．６％［３６］，根据历次全国森

林资源清查报告，１９７７—１９８１ 年间全国森林面积扩大

到 １１５２７ 万 ｈｍ２，森林覆盖率为 １２％，２０００ 年，全国森林

面积 １５８９４ 万 ｈｍ２，森林覆盖率为 １６．５５％，２０１９ 年，全
国森林面积 达 到 ２２０００ 万 ｈｍ２，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２２．９６％。 ２１ 世纪以来，据历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

统计，我国年造林面积 ３００ 万 ｈｍ２以上，其中 ２００３ 年峰

值达到 １１０９．５ 万 ｈｍ２，是森林覆盖率加速上升的重要原

因（图 １）。 截止 ２０１８ 年，我国人工林保存面积 ６９３３ 万

ｈｍ２，居世界首位，占世界人工林总面积的 ２７％。 我国

草原总面积大约为 ４ 亿 ｈｍ２，其中退化面积从 １９８９ 年

的 ６６７０ 万 ｈｍ２扩大到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３５ 亿 ｈｍ２，到 ２００３ 年，全国 ９０％以上的草原存在不同程度退化。 近 ５—１０
年之内草原生态总体有所改善，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连续五年上涨，从 ２０１４ 年的 ５３．６％上升到了 ２０１８ 年的

５５．７％，天然草原鲜草总产量连续稳定在 １０ 亿 ｔ 以上。 通过持续的草原治理，我国有望在 ２０２５ 年转变草原退

化的局面（图 ２）。
退化土地治理。 根据国家相关部委的公开资料，在水土保持方面，水土流失面积从建国初期的 １５３ 万

ｋｍ２逐渐增加到 ９０ 年代初的 ３６７ 万 ｋｍ２，再逐渐下降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２９５ 万 ｋｍ２，２０１８ 年的 ２７４ 万 ｋｍ２。 在防沙

治沙方面，荒漠化面积从建国初期的 ６０ 万 ｋｍ２增加到 １９９９ 年的 ２６７．４２ 万 ｋｍ２，此后出现逆转现象，面积开始

逐渐下降（图 ３）。
２．２　 社会经济效益明显提升

生态建设，尤其是国家生态建设工程的实施，促进了当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产业产值大幅增加。 以恢

复森林为主的山区除了发展起木材加工业，还培育了林下种养殖、生态旅游等林副业［３７］；以恢复草原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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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我国荒漠化面积变化情况

　 Ｆｉｇ．３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５０ｓ ｔｏ ２０１４

牧区积极转变生产经营方式，采用舍饲圈养，优化畜群

结构，改良牲畜品种，走向了集约的畜牧业发展方

式［３８⁃３９］。 产业的转型升级进一步带来了就业结构的转

型升级，提高了当地农牧民的收入，特别是国家生态建

设工程区基本都位于“老少边穷”地区，生态工程建设

对这些地区的百姓脱贫致富具有更特殊的意义。 比如

通过林业生态工程，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原来种植业转移

到林业，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外出务工），转移到工程

自身建设用工上，这些转移有效增加了当地农牧民的收

入，推动了当地百姓脱贫致富。
２．３　 绿色发展理念基本形成

以 １９７８ 年三北防护林工程为标志，我国的发展理

念从以牺牲环境作为发展代价进入到发展兼顾环境保护的新时期，此后保护生态环境的发展理念不断得到深

化。 改革开放后至 ２０ 世纪末，经济刚刚起步，迫于发展压力，生态保护让位于发展大局，总体看来生态保护力

度较小。 ２１ 世纪以来，在深刻认识到长期生态破坏带来的严峻问题后，生态保护力度逐步加强，环境治理理

念逐渐从末端治理转变为源头防控，生态经济、绿色经济等新的发展理念不断提出。 ２００７ 年胡锦涛总书记提

出了科学发展观，２０１５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如今，绿色发展

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基本发展理念［４０］。

３　 生态建设的经验启示

新中国多年来的生态建设虽然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建设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必须认真总结这些问题背后的经验启示，服务于我国未来的生态建设。
３．１　 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发展

在传统粗放的发展方式下，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之间不协调，经济系统给生态系统造成的巨大压力导致

了各类环境问题的产生。 传统粗放的发展方式往往选择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带来的后果就是这些环境问题

无法得到根本解决，而且解决成本十分高昂。 我国 ７０ 余年生态建设的历程证明了一个根本的道理：发展经济

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 短期来看，牺牲环境确实可以换来一些经济发展，但是长期来看，生态环境是经

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基础受损，未来的发展也将遭受损失。 许多发达国家的实践也证明，环境保护与经济

发展是可以兼顾的。 环境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和影响，因此要转变传统粗放的发展方

式，实现绿色发展，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经济系统对环境系统的压力，提高社会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协调

度［４１］，从根本上减少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
３．２　 生态建设具有自身发展规律

生态建设具有自身的生命周期，其酝酿、启动、加速和退出过程都与客观的生态环境质量密切相关。 人类

社会对生态系统的不断开发利用的过程酝酿了生态建设的需求，当人类活动过度影响生态系统而导致生态危

机产生，并影响到人类发展时，生态建设开始启动，经过一段时期的建设，发现以前的生态破坏积重难返，于是

生态建设开始加速，当生态建设达到预期目标时，生态建设将开始退出。 对我国而言，参照生态建设四个时期

的特点，可以作如下划分：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是生态建设酝酿期，改革开放后到 ２０ 世纪末是生态建设

起步期，２１ 世纪进入生态建设加速期，按照“美丽中国”的时间表，２０５０ 年后生态建设可能进入退出期。 过去

的生态工程建设中，往往忽略了客观环境的变化，缺乏对生态工程实施过程的动态调整，影响到生态工程效益

的最优化。 因此，生态工程需要设置一个主客观相统一的准入和退出门槛，建立起科学的生态工程启动和退

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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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克服管理和技术上的难题，提高重大生态工程建设质量

自国家重大生态工程启动以来，几十年内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在工程建设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

管理和技术上的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工程规划粗放、程序不规范、公众参与较少、资金投入不足、监管

体系不严、技术支撑能力不强等方面［４２⁃４７］。 在未来生态工程建设中要认真汲取之前的经验教训，提高生态工

程的政府管理水平。 一方面，必须加强工程规划出台前的实地调研，合理设置生态恢复目标和生态补偿标

准［４８］；提高工程区内公众参与度，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４９］；对工程实行精细化统一管理［５０］，努力研发新技

术［５１］，提高重大生态工程后期管理质量。 另一方面，针对生态工程实施过程中由于时间变化导致的新情况和

新问题，必须强化政府管理部门对工程和政策的动态评估和动态管理，及时针对新情况和新问题对现有生态

工程和生态政策进行适时适度调整。

４　 结论和讨论

新中国生态建设的历程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是，生态建设启蒙认识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７８ 年）：生态破

坏为主，鲜有生态保护；二是，生态建设启动实施阶段（１９７８—２０００ 年）：重大生态工程起步，生态破坏和生态

保护并存，且生态保护小于生态破坏；三是，生态建设快速发展与生态文明发展阶段（２０００ 年—至今）：生态保

护大于生态破坏，生态环境快速好转。 通过回顾我国生态建设的发展历程，比较清晰地展现了 ７０ 余年来我国

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态建设强度的变化情况。
生态建设取得了良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时促进了我国发展理念的优化升级：林草植被得到恢

复，退化土地得到治理；山区牧区产业产值不断增加，农牧民收入不断提高，脱贫攻坚任务逐步完成；生态文明

和绿色发展理念基本形成。 生态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在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粗放的发展方

式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破坏；缺乏科学的生态工程启动和退出机制、生态工程的规划和管理水平较低导致生态

工程效益受到影响。
我国生态建设总结出的最根本的经验启示就是要转变自然伦理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发展，从

源头上减少生态破坏。 按照经济学理论，一个国家在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初期，由于缺少技术和资本，主
要依靠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往往形成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从而导致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不协

调，加剧了生态退化程度；当完成工业基础积累、实现生产要素转型（绿色发展）以后，经济发展速度与生态环

境退化便不存在明显正相关关系。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是否转型成功，对解决我国环境问题和提高环

境质量至关重要。
生态建设一定要遵循科学规律。 生态建设的启动和退出与生态环境质量密切相关，生态建设随生态环境

质量的恶化开始，也会随生态环境质量的复原而结束，要建立起科学的生态工程启动、调整和退出机制。 国家

重点生态工程规划一定要以工程区实际生态状况为基础，避免脱离实际盲目提高生态建设目标，比如西北干

旱地区的预期森林覆盖率的设置如何才能既满足民众期望又符合当地生态实际。 同时，针对生态工程实施中

出现的管理和技术上的问题，要通过动态评估和管理，及时调整政策。 比如我国北方草原的禁牧政策，在初期

对恢复草原植被治理草原退化具有显著效果，实施禁牧政策后草原植被的数量、高度、密度同禁牧前相比大幅

提高。 但生态学家的定位观测研究结果表明，长期围封的草地会出现新的退化现象，大多数草地区域围封

６—１０ 年后出现土壤固碳速率和物种多样性下降的情况。 此外，长期禁牧还可能会导致局部区域火灾风险的

增加。 我国北方的一些草原禁牧已近 ２０ 年，应该在科学评价草原利用与禁牧成效基础上，对禁牧政策进行适

当科学调整。
今后的研究要重点关注如何构建生态工程的动态管理机制，及时发现和解决工程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如

何构建科学的生态工程启动和退出机制，以避免生态工程建设时段错位；如何继续完善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机

制，提高国家生态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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