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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何而来，向何而去 
——写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胜利召开之际

变迁，是人类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手段。在中国环境保护的

历程中，每一次重大变革都给生态

环境事业注入新的活力，给事业前

进增添强大动力，生态环境事业就

是在不断深化改革中向前推进。

从 1973 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

工作会议至今，中国环境保护走过

了 45 年。以时代背景为依据，可以

划分为五个既互相独立又彼此关联

的 阶 段， 一 是 1973—1978 年， 中

国环境保护事业起航；二是 1979—

1992 年，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初步建

立； 三 是 1993—2006 年， 环 境 保

护理论和实践发生重要转折；四是

2007—2012 年，制度创新与科学实

践并重；第五是 2013 年至今，建立

现代环境制度。每个阶段都跌宕起

伏、内容丰富，通过对这 45 年基本

轨迹、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的分析，

可以得出下面的一些思考：

一是时至今日中国环境保护走

出的独具个性的基本轨迹，可以大

致概括为三个方面：从以“三废”

治理为主调、筑基垒台到探索中国

特色、走上制度创新之路，从碎片

化的局部调整到对全过程各领域各

环节的综合统筹，从构建公共产品

基本框架到建立现代治理制度。

二是迄今为止的中国环境保护，

存在着一条上下贯通的主线，就是

始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服从服务于经济社

会发展需要，伴随着经济发展从高

速增长到新常态，改革走向全面深

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不断对环境保

护理论和实践进行适应性变革，以

环境公共化匹配市场经济化，以环

境治理现代化匹配国家治理现代化，

以环境体制匹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以现代环境制度匹配现代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这是从历

程中可以获得的基本经验。

三是中国环境保护实践之所以

总体上是成功的，从根本上说，是

牢牢扎根于中国国情土壤的基础上，

深刻认知并恪守了环境保护的客观

规律，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谋划并

推进，作为中国环境保护实践的理

论支撑，这些客观规律可以概括为：

经济的市场化必然带来环境产品的

公共化，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要求和

决定着环境治理的现代化，搞市场

经济，就必须搞环境公共服务，推

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以建立现

代环境制度作为基础和重要支柱。

四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新时代，全面推进以建立现代环

境制度标识的新一轮深化改革实践

更加紧迫，围绕新一轮深化生态环

境领域改革的焦点、难点和痛点而

打一场攻坚战，以加快建立现代环

境制度的行动，为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基础性和

支撑性作用并最终完成全面建成小

康和建设美丽中国的历史任务，势

在必行。

五是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行动指南，回过头来重新审

视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环境保护的全

新定位及生态文明改革的系统部

署，可以将现代环境制度的基本特

征概括为：生态环境成为国家治理

的基础和支撑，生态环境治理成为

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性和支撑性要

素，引申一步说，生态环境保护覆

盖国家治理活动的全过程和各领域，

以此对照当下的中国生态环境职

能，可以确认，进入新时代的中国

生态环境改革和实践，任重而道远。

2018 年 5 月 18 日至 19 日在北京召

开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我国社

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

政治优势，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

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

则的生态文化体系，以产业生态化

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

系，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

目标责任体系，以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

体系，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

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

系，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

台阶。

“顺理而举，易为力；背时而

动，难为功”。认真学习贯彻刚刚召

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

全面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通过制度、标准、体

系、技术、人员及文化等各方面的

锻造，融入到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

和环节，是不断提高生态环境管理

系统化、科学化、法治化、信息化

水平的过程。要主动适应时代变化，

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

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

内容，广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

动性、创造性，才能使各方面制度

更加科学、完善，实现各项事务治

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生态

环境治理的创新在于共管共治共建

共享，切入点在于转变政府职能，

落脚点在于促进公平正义，基础在

于制度建设，只有不断构建系统完

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生态环

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着力增强

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才能为

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