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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探索。以生态文明建设发

展深度和广度为依据，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历程可划分为早期探索、稳步推进、全面推动和深化发展四个

阶段。展开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历程系统研究，总结70年来生态文明建设有效经验和基本规律，特别是

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创新成果，对新时代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建设美丽中国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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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70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ur economy and society are devel-
oping rapidly, at the same time, devoting to the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t can be di-
vided into four stages: early exploration, steady advancement, comprehensive advancement and 
deepening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tudies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 and summarizes the effective experience and basic laws of ecological civili-
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past 70 years, especially the major innovative achievements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and far-reaching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in promot-
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to a new stage and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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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综述 

从知网数据库可查，截至目前，国内学者对“生态文明建设”相关中文研究文献 14085 篇。其中，

国内对“生态文明建设”最早研究中文文献出现在 1994 年，2008 年相关研究文献出现快速增长，从 2007
年的 48 篇大幅增至 2008 年的 519 篇，2013 年相关研究文献达到 2353 篇的峰值。目前，国内学术界出

现了越来越多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研究成果，这为今后相关课题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1.1. 关于生态文明内涵研究 

陈江昊(2013) [1]认为，生态文明就其内涵而言，主要包括生态意识文明、生态制度文明和生态行为

文明三个方面。周淑兰(2018) [2]认为，生态文明内涵包括：第一，生态文明需要树立尊重自然的理念；

第二，生态文明要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赢；第三，生态文明要求绿色发展。刘燕、薛蓉(2019) [3]认
为，从广义角度来说，生态文明内涵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人文生态环境、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生态环境以

及人与自身之间的心理生态环境；从狭义角度来说，生态文明是指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共生关系，她们

对生态文明内涵的解释均指向和谐，换言之，生态文明则社会和谐。 

1.2. 关于生态文明制度研究 

杨伟民(2013) [4]认为，我国目前暴露出的严重生态危机，归根结底是生态环境制度不完善、机制不

健全、法律不到位所致，故亟需建立一套完备严格的制度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刘丽红(2013) [5]
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涉及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和价值理念等方面，单靠道德约束是不够的，

还需要加快制度建设。刘毅(2019) [6]认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的好，才能够充分调动各级党委和政府

的积极性，落实好各方责任，最终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环境保护合力，才能够推动我国生态文明

建设坚持到底、久久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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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研究 

赵凌云(2014) [7]从四个方面建构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第一，培养民众生态环保意识；第二，提

高民众参加生态环境保护积极性；第三，建设生态文明型政府；第四，建设完备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

李娟(2019) [8]以提升国家竞争力为出发点，运用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提出构建生态文明建设考核评价机制、

责任追究机制、长效管理机制和宣传教育机制。 

1.4. 关于建国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历程研究 

主要分为以下三种：第一，以时间为基线。姚燕(2013) [9]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历程分为三个阶段，

分别是 1978 年之前的生态文明建设、1978~2003 年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和 2003 年

之后倡导科学发展观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董美怡(2017) [10]则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历程分为五个阶段：

分别为早期探索阶段(1949~1977 年)、扎实奠基阶段(1978~1991 年)、稳步展开阶段(1992~2002 年)、全面

推进阶段(2003~2012 年)和深化发展阶段(2013 年至今)。第二，以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的生态文明思

想为对象进行研究。衡彩霞(2013) [11]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不同的时代实践中提

出了关于土地治理、林业、人与自然关系理念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思想。沈濛(2014) [12]深入阐释了我国历

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路径。第三，

从我国的发展目标、执政方针为视角进行研究。铁燕等(2010) [13]将生态文明建设历程分为环境保护进入

法律轨道(1978~1981)、环境保护从理念到行动(1982~1991)、可持续发展成为国家发展战略(1992~2006)、
生态文明建设方略正式提出(2007 至今)。 

2. 新中国成立 70 年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探索 

以时间为基线，以生态文明建设广度和深度为标准，从不同时期发展目标、战略方针的视角，将我

国生态文明建设探索实践历程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2.1. 生态文明建设的早期探索阶段(1949~1977 年) 

建国初期，我国工业化水平还很低，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自然资源的保护利用、自然灾害的防

止等方面，这一阶段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探索主要集中在如何保障农业生产顺利进行以及保障人民物

质生活方面。农林业、水利设施、水土保护等成为建设的重点领域。 
1) 出台“绿化祖国、美化环境”相关护林造林政策。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非常重

视森林问题，1955 年，毛泽东向全国发起在十二年内“绿化祖国”的号召[14] (P51)，并要求积极地有

准备地实行“大地园林化”。1955 年 10 月，青年团中央鼓励各地青年植树造林，总结造林经验；1956
年初，林业部提出了“美化环境”的概念；1958 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要看到林业、造林，这是

我们将来的根本问题之一”。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在全国大规模植树造林的指示》

[15] (P112)。 
2) 启动大规模水利建设工程。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成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最早的政府部门之一。1950 年夏天，淮河流域爆发特大洪水，几千万人口受灾，毛泽东对淮河水治理

连续做了四次批示，要求将“防救”和“根治”相结合。1953 年 12 月，毛泽东第一次考察长江，在听

取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修建水库规划的介绍后，首次提出希望在三峡修建水库，构想出“高峡出平湖”

的宏伟蓝图。1955 年，毛泽东在谈到农田水利工作时指出：“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每

县都应当在自己的全面规划中，做一个适当的水利规划，小型水利是各县各区各乡和各个合作社都可以

办的”[16] (P451)。1958 年 3 月，中央成都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三峡工程的第一个重要文件——《中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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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1970 年底，在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委会的请示以及周恩

来同志的建议下，毛泽东批示赞成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 
3) 节约资源与开发再生资源。建国初期，在我国物质资料非常匮乏情况下，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

提出节约资源、防止浪费。毛泽东在多次讲话和会议中提到生活中要养成节约资源习惯的倡议。1957 年，

邓小平在西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勤俭建国的报告，批评浪费现象，提出“提倡因陋就简，经济节约，艰苦

奋斗”[17] (P122)。此外，为解决工业排放问题，1960 年，工业部门提出了“变废为宝”口号，即在工

厂间、车间加强协作，实现工业废物的再利用。另外，党中央开始注重新能源的开发，毛泽东针对沼气

的开发利用时指出：“沼气能点灯，又能做饭，还能做肥料，要大力发展”[17] (P116)。 

2.2. 生态文明建设稳步推进阶段(1978~2002 年)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大幕，同时，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凸显。在这一

时期内，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扎实稳步推进，1983 年将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1992 年明确宣布实施可

持续发展战略；1995 年可持续发展战略确立为我国核心发展战略，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扎实基础并稳步

推进。 
1) 重视人口、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1978 年 12，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在《环境保护法工作

汇报要点》中提到“消除污染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改革开放

推进，邓小平认识到了人口、环境、经济之间协调发展的重要性，1979 年 3 月，邓小平提到：“中国要

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要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是人口多，耕地少”[18] (P163)。
人口和资源矛盾成为推进现代化建设重要障碍。1982，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1987 年 5
月，《中国自然保护纲要》发布，这是我国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宣告书。 

2)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1992 年，党中央明确宣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1994 年，《中国 21 世纪

议程》发布，意味着我国拥有了实施可持续发展的行动指南和纲领。1995 年 9 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

四届五中全会讲话中指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19] (P26)。
1996 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再次确立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地位。1997 年 9 月，十五大报告指出：“我国

国情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不足，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3) 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工业化必然带来环境污染，中国发展情况也说明了这

一点，十六大之前，传统工业由于其高能耗、高投入、高污染的特性其在发展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巨大。基于这种情况，党的十六大报告正式提出“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

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

明了方向，拓展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内涵。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能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传

统老路，我们必须转变工业化发展模式，只有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才能实现更好的发展。 
4) 依靠科技和教育改善生态环境。1988 年 9 月，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提出“科

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能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带动企业节能减排，从而降低能源消耗率，

缓解资源和环境之间的矛盾，并且科学技术在污染防治和处理中大有作为。1990 年，邓小平强调，“未

来在农业发展中也要注重科学技术，农业现代化关键要依靠科学技术，而种子问题是农业现代化的关键

环节”[20] (P82)。江泽民总书记在 1999 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想有效应对全球面

临的资源、环境、人口见的矛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21] (P2)。 
5) 生态文明建设法制化和制度化初步建立。1979 年我国第一部环境保护法颁布，环保工作有了法律

保障，进入到了法制轨道，也推动了后续环保立法各项工作全面展开。在此基础上，我国陆续又颁布实

施了若干环境保护法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1989 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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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环境立法的重大进展和突破，环境保护法制建设更加完善。1996 年，江泽民同志在全国环境保护工

作会上强调：“将环境保护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22] (P285)。 

2.3. 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推动阶段(2003~2011 年) 

党的十六大后，我国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自然资源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面对新形势、新问题，

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建设“两型”社会的理念。 
1)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胡锦涛同志于 2003 年提出科学发展观，并且对科学发

展观的内涵和基本要求做了全面阐释，科学发展观得以正式提出。2007 年 10 月，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

进一步阐释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精神实质、理论体系和基本要求，并且强调“始终把实现好、维

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另外，党的十七大将

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党的十八大又把其列为党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基

本前提、指明了发展路径。 
2)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2005 年十六届五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讲话中提到“要加快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认真解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突出的环境

问题”[23] (P823)。这意味着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战略性选择，

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任务。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

“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重要位置”。党的十八大要求把“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之一。 

2.4. 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化发展阶段(2012 年至今) 

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快车道，2012 年，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2017 年，十九大报告将建设生态文明上升为“千年大计”，“美丽”

成为现代化强国新远景。 
1) 把生态文明建设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2012 年，PM2.5 首次被写入

《政府工作报告》，表明国家对环境问题越来越重视，也彰显国家治理环境问题的决心，环境问题已成

为了一个民生问题和政治问题。党的十八大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了新的战略高度，体现了我们党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的政治智慧和

执政能力；党的十九大制定了新时代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的战略目标，并作出了战略安排。 
2) “美丽”成为现代化强国的新愿景。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美丽”成为现代化强国新愿景，赋予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新内涵，彰显了党在新时代面临的新使命。我们所建设的现代化强国是全面、协调的现代化强国，是

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齐头并进、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强国。“美丽”已

经成为强国之需、执政使命、民生福祉。 
3) “两山论”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指南。2005 年 8 月，习近平同志在安吉县余村调研完实

际情况后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近些年，随着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

之间越来越难平衡，而余村以实际行动关停污染严重的矿山，守住绿水青山，把生态资源变成金山银山，

是对习近平总书记“两山论”的实践和检验。2013 年 9 月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对“两山论”做

了全面系统的阐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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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也能带来经济财富，生态优势完全可以转为经济优势。我国目前正在向高质量

发展方向迈进，高质量发展既是中国发展的必然要求，又是新发展理念的聚焦点，“两山论”成为我国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指南，为今后长远发展长远发指明了方向、规定了路径、带来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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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树立生态红线观念。长期以来，由于对生态文明破坏行为处罚不够严厉，追责不够严格，道德约

束大于法律约束，导致对破坏生态环境行为施加压力不够，不文明行为屡禁不止，生态文明建设效果不

显著。另外，对领导干部施压不够，片面追求 GDP 行为泛滥。2012 年底，环保部启动了生态红线划定

试点工作；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树立生态红线意识，对于破坏红线的做法坚决给与惩处。

这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和意志。2015 年 1 月 1 日，被称为“史

上最严”的新环保法正式实施。2015 年 5 月，印发了《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指南》，以此来指导生态

红线划定工作；截止到 2018 年 10 月，全国 15 个省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已经结束。 

3. 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重大理论与制度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的战

略高度，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生态文明建设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理论和制度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3.1. 理论创新 

1) 生态环境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十八大以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和生态环境形

势日渐严重，民众对生态环境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高度，2013 年雾霾成为年度热词。十九大报告指出，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人们对生态环境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优美生态环境已成为美好生活

重要组成部分，人民群众由过去的关注温饱问题变成了现在关注环保问题。2013 年 4 月，习近平指出生

态环境与民生福祉密切相关，已成为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2014 年 3 月，习近平又提出生态环境的

质量决定着小康社会的质量，没有优质生态环境的小康人民群众不会接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加快

补齐生态文明建设这块短板。 
2) 生态环境就是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但与此同

时，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保护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看似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另外，学术界也

一直认为只有人和生产工具构成生产力，而习近平总书记则清楚的阐释了生态环境也属于社会生产力的

构成要素，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表明生态环境就是生产力，

生态环境与生产力之间正向互动、相互支撑的关系。 
3) 用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效之大前所未有，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是十八以来牢固树立了“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思维。建国 70 年，我国

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生态文明

法治建设方面进行了大量理论创新，《2012 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人权保障；

2014 年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成为史上最严环保法；2018 生态文明正式被写入宪法。正是由于不断完

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才为生态文明建设顺利推进提供了可靠保障。 
4) “生命共同体”和“生态全球观”。2013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

上强调：“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2018 年 5 月 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

会讲话中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另外，习近平总书记力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写

入党的十九大报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是命运共同体，面对环境保护，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命共同体”展现了人、生命、自然共生共荣的本原性诉求；而“生态全球观”

则为世界各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创造人类美好未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3.2. 制度创新 

1) 推进生态环保机构和管理体制改革。2014 年中央成立了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

一方面，遇到重大问题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另一方面，负责统筹协调、正确解读和及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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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改革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各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工作领导小组相继成立。2018 年两会通过的国务

院机构改革方案，组建了生态环境部，进一步优化了生态环境保护职能的机构设置，有助于突出责任、

提高效率。同时，组建自然资源部，系统修复、整体保护、综合治理山水林田湖草，实现地方环保部门

也由所在地管理改成由原环保部垂直管理，以便加强其监测、监察、执法职能。 
2) 创新领导干部责任机制。为督促各级地方政府有效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中央提出实行领导干部生

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这意味着责任人无论是否已调离、提拔、退休，都必须严格追责，首次明

确了 25 种党政干部生态损害追究情形。2015 年 11 月，《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方案》

印发，文中明确规定从 2018 年起建立经常性审计制度，审计内容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以及

矿山、生态环境治理、大气污染防治等。对领导干部任职期间生态环境保护情况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

况进行审计，督促领导干部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中主动作为。 
3) 全面推行“河长制”。2003 年，浙江省长兴县在生态文明探索中率先实行河长制。2016 年 10 月，

《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审议通过，2016 年 12 月正式提出在全国全面推行河长制，并确保在 2018
年底全面建立河长制。2017 年元旦，习近平总书记在致新年贺词中特别提出“每条河流要有河长了”！

河长制要求“河长”一职由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亲自担任，亲自监督和管理河道生态工作，压实了各级

党委政府河湖管理保护主体责任。截止 2018 年上半年，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部建立河长制，

河长体系全面建立，配套制度全部出台。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行动积极，治理效果明显，长期以来河湖

治理老大难问题见到了成效， 
4) 破除唯 GDP 论，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考评体系。自 2013 年之后，中央多次强调不能再单纯

以 GDP 来考核地方官员政绩，2015 年，中央要求健全政绩考核标准，按照中央要求，我国多个省份对

市、县(区)考核进行了调整，不再简单的以 GDP 论英雄。按照中央要求，“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

效益”等被纳入综合考评指标体系中。2016 年 12 月，《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发布，随后

《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和《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也相继印发，以上文件为经济社会发展树立了

正确发展导向，为领导干部树立了正确的政绩观。 

4. 新中国成立 70 年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探索的经验启示 

4.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首先，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出发点。建国 70 年，我们党在不同阶段所作

出的生态文明建设部署皆是出自于对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关切，是对人民群众所需所求的积极回应。无

论是“植树造林、绿化祖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还是十八大以

来把“良好生态环境作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皆是以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其次，把人民群

众看作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力量。人类拥有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和能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

人民是组织者、实施者，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再次，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由人民群众共

享。生态文明建设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人民群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是

生态文明建设受益者。最后，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通过生态文明建设，让人类在追求

自身利益的过程中注重对自然的保护，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形成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

价值观念和生态意识，进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4.2. 立足于经济社会发展现实 

从改革开放 70 年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历程可以看出，每一阶段生态文明建设相关政策的制定都必须立

足于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从实际情况出发所做出的科学决策。比如建国初期，由于当时我国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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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落后，生态环境保护事业总体上薄弱，主要以治理水患、植树造林、绿化荒山等为主，没有出台生

态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环境问题开始显现，《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应运而生，并将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进入新世纪，由于社会生产对于自

然环境无节制索环境问题更加严重，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生态环境法律法规进

一步完善。十八大以来，改革开放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一方面环境

问题更加严峻，另一方面我们具备了治理环境的坚实物质基础。所以，生态文明建设要立足于每个时期

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4.3. 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涉及到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还牵涉到个人的思维习惯和价值理念，

要想发生根本转变，仅靠道德约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靠严格的制度、严密的法制为生态文明建设提

供保障。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相关法律法规是在建国 70 年历程中不断完善起来的。1979 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使得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步入到了法制化轨道；1989 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法》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法制化建设取得了实质性进步；2015 年 1 月 1 日，被

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正式实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

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4.4. 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新中国成立 70 年，我国生态文明坚实取得的巨大成

就得益于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坚实的领导。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只有牢固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在不同

时期做出科学合理的研判，从而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也是在坚持

党的领导下实现的，中国共产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实政治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把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摆上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并在其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领导作用，由过去“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

众参与”的模式变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公众参与”的模式，这是我们党加快补齐生态

环境短板的改革创新与实践。所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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