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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效力会直接影响我国实现现代化新征程的速度与质量，因

此我们必须从法治层面维护生态文明建设效力。法治融入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必要性，法治不仅可以促进

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化，可持续化，而且可以助力生态文明建设的普遍响应。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拐点

上，本文重点讨论了立法、执法、司法层面、群众响应存有的问题以及合理改进对策，从而促进生态法

治领域下稳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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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legal effectivenes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speed and quality of China’s new journey to modernization, so 
we must maintain the effectivenes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from the level of rul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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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rule of law to integrate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rule of law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of ecological civi-
lization construction, but also help the general respons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t 
the turning point of the er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rob-
lems existing in legislation, law enforcement, judicial level, mass response and reasonable im-
provement countermeasures, so as to promote the steady realization of the grand goal of Chi-
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n the field of ecological rule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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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命题，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1]。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仅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国是现代化的

重要特征与本质要求，贯穿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的始终。法治具有稳预期、固本体、

利长远的功能，其规范性、稳定性和权威性的特点对中国现代化的制度化、可持续化以及普适化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立足新的历史方位，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措施要落在实上，必须依靠系统完善的法制体系

作为保障。构建系统完备的生态文明法治体系，不仅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添砖加瓦，而且为全面深化改

革保驾护航，同时也是我国生态文明法治体系建设的自我革新。 

2. 法治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必要性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2]。自我国中共十七大首次提出

生态文明概念，并将其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并列，中共十八大提出推进新时代“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的部署，十八届四中全会讨论依法治国专题，提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的十六字方针。2014 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订的新环保法将生态文明纳入具体的法

律条文之中，以生态立法的形式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这使得生态文明在法制意义层面上

得以真正实现，随后十九大提出了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的改革以及建设美丽中国的口号[3]。2018 年第十

三届全国人大会议正式将生态文明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以根本法的立场确定了指导生

态文明的总纲领。近年来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出现越来越多的声音倡导通过法治来维护生态环境的文明

与和谐，彰显出我国在政治层面对生态文明法治化建设的关注。 

2.1. 法治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化 

法具有国家意志性、国家强制性以及规范性的本质特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治国理政最

大最重要的规矩”[4]。规矩即是指法律体系，法制是保障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重要工具，是国际

通认的践行标准，只有法才能推动秩序化和制度化，促进政府关于生态环境责任机制的构建以及科学的

司法、执法以及监督流程，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统筹规划与科学发展。一方面，法治本身是系统化的体

系，而生态环境也是山水林田湖草构成的生命共同体，法所具有的系统思维有利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874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宋佳丽 
 

 

DOI: 10.12677/ojls.2024.128741 5206 法学 
 

生的现代化系统发展。另一方面，法可以调节各种社会关系。生态环境的调节与重塑具有长期性、复杂

性、效果慢的特点，坚持法治管理可以协调人类利益和生态利益之间的矛盾，以保障我国关于生态文明

建设的政与倡导落到实处。 

2.2. 法治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化 

法治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依托，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与依据。回顾过往

已经产生的一系列生态问题，在对过去生态文明建设举措的反思中，发现了过去国家顶层设计与我国生

态实践中存在不匹配的矛盾。对于这些问题和现象，习近平认为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生态文明建

设体制的不健全甚至可以说比较薄弱[5]。立足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新要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中

国式回答提出了要以制度成为生态文明生成和持续发展的保障。一方面，将生态保护上升至立法层面。

近年来，我国开展了关于环境立法修法的一系列工作，将“生态文明”俞“绿色发展”等思想融入生态

保护法治体系中，充分发挥了法律的稳定性，进而保证生态文明建设的各项配套设施的长久践行。另一

方面，以法的视角为生态环境保护确立统一标准。由于中央和地方决策的导向不同，需要以法制的层面

规范各个地方执行的效力，依靠法的刚性约束，避免生态文明建设流于形式，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可

持续发展。 

2.3. 法治助力生态文明建设的普遍响应 

法律具有指导、评价、预测、教育与强制的五个作用。这五大作用保障了人民群众对于生态文明建

设的普遍认同和响应。法具有强制性，这是区分法律与其它社会规范最大的不同。法是一定空间内普遍

的社会行为规范，法治以直接的方式告诉广大群众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以间接的方式指

引了人们关于保护生态环境的态度，教化人们要在法制规定下保护生态环境。一方面，法约束公民的行

为。通过对个人环境违法行为进行打击以达到提前预防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出现，进而在宣传生态文明

法治建设中提高人民群众的环保意识。另一方面，法督促生态执法的力度。通过规范和限制公权力行使、

落实责任主体，避免生态环境成为利益交换和腐败的牺牲品，才能真正形成生态环境治理的严密格局，

以最严格的制度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式现代化[6]。 

3. 我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存在的问题 

我国早期基于国情需要，大力发展经济的国家战略在开发利用自然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破坏后果。

生态环境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问题，他与我国政治问题以及国际问题相叠加，而且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

的生存环境与生存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的法治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法

条相应出台，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成果也不断丰富，我国在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上取得了可观的积极成果，

与此同时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状况对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必须加快完善我国生态文

明法治建设中的立法、执法、司法以及群众响应各个环节，为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注入强大

动力。 

3.1. 立法层面 

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有关的立法体系逐渐完善和丰富，但在具体实践效果上却差强人意。一是相

关立法执行主体不明确。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发展为我国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法律支持，而生态环境问

题与各种问题叠加的特点使得相关立法存在责任主体混乱的现象。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交通运输、住房城乡建设、农业行政、水行政等有

关部门对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进行监督检查，排放不合格的，不得使用。”[7]此法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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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执法部门不明确的问题，在执法过程中会存在争议，互相推脱以及多重处罚的现象，会严重影响处

理进程。二是部分立法守法成本较低。法律生命力在于治理，法律的具体效力会受到各种外力的影响，

而最关键的是责任主体的生态守法意愿与生态违法成本。当责任主体评估破坏生态环境受到的处罚比遵

守法律的成本更低时，往往会选择个人角度利益损失最小的方案，宁愿承担罚金而不是投入环境保护。

法律红线的警示效果杯水车薪，使得违法成为谋求利益的行为。 

3.2. 执法层面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8]有效的执法是保障是保证生态文明建设稳步推进的最直接的力量，但

目前我国在生态环境保护的执法层面仍然存在问题。一是地方保护主义犹存。目前，地方各级环境管理

机关正实行双重管理以及地方优先的管理机制，在执法过程中可能存在介入执法和被动执法的情况。地

方政府往往存在重视经济发展的成绩而忽视环境的污染的问题，甚至是为了经济发展而直接禁止执法监

督或干预司法审判，庇护部分污染企业免受处罚。二是预防和执法力度欠佳。生态问题的显现具有滞后

性，而生态破坏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会立即显现出来。一直以来，对于生态环境的治理绝大部分的

处理手段都是发现污染，治理污染，等到环境问题充分暴露之后相关部门才会重视起来。执法人员在执

法过程中存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松散的执法态度，忽视破坏生态污染的早期表现，导致对于生态环境

的预防收效甚微。 

3.3. 司法层面 

生态司法是我国生态环境法治中的最后一道防线，在环境司法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仍然需要不断

完善具体细则。一是司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与生态环境的司法工作专业性较强，我国从事生态环境司

法的专职人员较少，有些基层法院甚至未配备专门审判生态环境相关的专职法官。当出现司法需求时大

多直接分派到民事或者行政人员负责，极大的影响了生态司法效果。二是诉讼制度不完备。近年生态环

境不断恶化，我国处理环境诉讼案件效果欠佳。司法环节贯彻谁主张谁举证的处理理念，群众对于生态

环境污染带来的影响和后果往往难以取证，并且当群众提供证据时污染已经造成，无法及时得到处理。

三是污染鉴定存在困难。目前我国确实有资质的专业环境污染鉴定机构数量较少且体量较大，面对群众

委托的污染检测通常不愿受理，并且检测费用群众难以承担，群众相对造成污染的企业来说依旧处于弱

势。 

3.4. 群众响应层面 

我国拥有超过 14 亿的人口，人口基数大决定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将面临更大的困难。一是群众对于

生态文明建设态度漠然。部分群众认为生态环境的保护，自己不是行动主体，认为环境保护是政府的责

任，与自己关系不大，生态保护的意识薄弱。虽然生态文明建设已经通过各个方式向群众灌输，但是在

日常生活中却没有得到群众应有的重视，认识层面的消极态度，严重影响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效

果。二是群众参与立法实效性不足。我国虽然明确规定了公民享有环境立法的参与权，但实际情况是立

法过程中参与者多为环境专家，法律专家或相关从业人员，几乎没有普通群众，公民的参与权流于形式。 

4. 完善途径 

4.1. 完善生态法制 

生态文明的建设首先需要法律来规范和约束破坏生态的行为。一是建立权责分明的立法系统。在立

法过程中，一方面，要保整直接参与立法的立法者自身的素质与生态意识的可靠性，另一方面，要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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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然资源管理部门以及监督部门的分工，将具体工作落到细节，确保权责的合理分配，避免出现无人

负责或者推脱车票的现象。二是提升立法质量，增加违法成本。质量较低的法条不仅不能达到保护环境

约束行为的作用，反而会助长轻视环境污染的风气。面对部分企业只关注经济效应而忽视长远生态破坏

后果的行为，应当加大惩罚性赔偿的力度以及拓宽惩罚的方式。从源头掐灭企业的侥幸心理，绝不姑息

企业任何的违法行为。 

4.2. 增强执法效应 

生态执法的实际效力是生态环境法治落实的支点。一是摒除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政策往往为了维护

提供经济支撑的大企业，往往会干预执法，要彻底解决此类问题可以由环保部门直接管理，摆脱地方政

府的束缚，才能提高实际的执法效应。同时地方政府也需要建立科学的政绩观，杜绝盲目追求 GDP 这一

单一考量维度，科学的政绩观必须将生态环境治理与经济的发展看作一个统一体来衡量地区的发展水平，

不能只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纵容环境污染的违法行为。二是拓宽执法监督。生态执法监督主要包括内

部和外部两种。内部监督要预先设定规章制度提高执法的效率与强化执法的威慑力，防患于未然。执法

队伍内部也应当建立分工权责机制，互相配合。外部监督由执法部门外的多元化的社会主体进行监督，

监督的方式各有不同。数字时代可以突破传统的监督渠道，利用互联网快速，透明的特点公开执法信息，

强化群众监督的力度。 

4.3. 提升司法质量 

目前我国的法院系统仍然保持着重视民事案件以及刑事案件不平衡的司法态度，由此便导致司法人

员生态环境纠纷案件的处理经验不足，甚至存在将生态纠纷归类于经济纠纷，按照民事案件处理。一是

提高执法队伍生态法治素质。不仅仅是案件的直接审判者法官需要提升生态法治素质，整个法院都应当

增强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增强生态相关知识的学习，培养和引进环境法类人才。二是增加公益诉讼扶

持力度。与污染的大企业相比，公民处于天然劣势状态，公民难以维权成功，应当加大检察机关在公益

诉讼的力度。三是建立专业化环境司法鉴定机构。权威机构的鉴定结果是生态司法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我国应当建立统一标准的鉴定评估程序与考核管理系统，并保证评估机构的独立与公平公正，提升鉴定

结果的准确性。 

4.4. 培育全民生态参与意识 

生态文明建设不仅离不开政府的倡导，更加离不开广大群众的响应与参与。一是坚持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指导。广大群众生态意识的提升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坚持科学的生态理论的指导，有利于群众

理清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确理解“人因自然而生，要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无法抗拒的规律是伤害自

然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9]。二是完善群众参与机制。政府部门应当不断完善生态保护信息的公开制度，

为群众开设公益讲座以及专家咨询等渠道，提高群众参与的自觉性。此外也应当鼓励民间环保组织的建

设，为群众提供多角度的参与途径，渲染全社会生态保护的氛围。 

5. 结语 

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直接体现。在建设美丽中国新征程与谱写法治中国新篇章的道路上，我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总体

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但在实现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仍然存在立法层面相关

立法执行主体不明确，部分立法守法成本较低；执法层面出现地方保护主义犹存，预防和执法力度欠佳；

司法层面存有司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诉讼制度不完备，污染鉴定存在困难；群众响应层面存在生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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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建设态度漠然，群众参与立法实效性不足的问题。对此笔者认为应当完善生态法制，增强执法效应，

提升司法质量，培育全民生态参与意识的改进途径，不仅提升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速度与质量，而且提

高人们对法治的认识与参与度，从而促使人，社会，自然三者和谐相处。由于笔者能力有限，问题未针

对地域发展具体情况与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案例展开讨论，但作为理论阵地的新兵，我愿为进一步推动我

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愿景贡献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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