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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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章共讲四个大问题

  一、当前生态和环境保护面临的重大问题

  二、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

好型社会

  三、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四、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  

      文明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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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生态和环境保护面临的重大
问题

(一)当前我国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

(二)当前我国资源环境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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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前我国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存在的问题

1.我国自然资源严重短缺

2.我国生态环境和固体废物的污染严重

3.我国生态环境退化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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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自然资源严重短缺

 （1）水资源短缺

      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2098m3，仅相当于
世界人均水资源拥有量的1/4;且时空分布极不
均衡，2005年有2163万人口、1969万头大牲畜
发生临时性饮水困难。据预测，我国人口在
2030年将达到16亿的高峰，全国实际可利用水
资源量接近合理利用水量上限，水资源开发难
度极大，我国将成为严重缺水的国家。同时，
水污染不断加重的情况又导致我国水资源形势
不断恶化。

2021/3/2 5



  （2）土地资源短缺 

           截至2008年，我国共有耕地18.2574亿
亩。有关专家认为，中国的耕地面积要以
18亿亩为警戒线，16亿亩为生存线，只有
保持足够的耕地，才能解决和保证13亿到
15亿人口的吃饭问题。随着工业化和城镇
化的推进，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耕地，总
有一部分要用于城市建设和非农产业，耕
地资源短缺的矛盾将日益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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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矿产资源短缺　
    我国45种矿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不到世
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多种重要战略资源人均
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人均煤炭、
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
60%、10%和5%。我国现有的45种主要矿产资
源的储量，能够保证2020年供给的只有6种。
我国主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已由1990年
的5%上升到目前的50%以上，并且这种趋势
还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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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生态环境和固体废物污染严重

 （1）水污染不断扩散

      全国七大水系竟有一半河段存在严
重污染问题。污染物排放量大，江河湖
海严重污染。劣五类水质占40.9%，全国
75%的湖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
大量受到严重污染的江河水流入大海，
又对我国的近海海域造成了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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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大气污染较为严重

       据统计，中国目前每年排放二氧化硫近2000

万吨，居世界第一位，烟尘1000多万吨，工业粉
尘1000万吨左右。全国酸雨区面积已占国土面积
的1/3，为全球三大酸雨区之一。北方地区沙尘
暴有愈演愈烈并向南方扩展的趋势。光化学烟雾、
细颗粒物已经在城市密集地区构成严重的区域性
污染。大气氧化性增强，能见度降低。全球空气
污染最严重的十大城市，中国占了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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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固体废物污染逐渐增多 

    2009年，全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204094.2

万吨，比上年增加7.3%；排放量为710.7万吨，比
上年减少9.1%。中国的垃圾堆放量已接近65亿吨，
其中1．5亿吨垃圾露天存放，带来严重的空气污染，
人均年产废旧物资400公斤，城市人均垃圾以8％～
10％的速度增长，全国城市有2／3被垃圾环带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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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前我国生态环境退化严重　 

 （1）草原和森林退化严重
  全国90%以上的天然草原不同程度地退化,草

原退化、沙化和碱化的面积达1.35亿公顷，占草
原总面积的1/3，并仍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增
加。草原超载放牧、乱采滥挖严重，鼠虫灾害频
繁，状况堪忧。
  根据2009年全国第七次森林清查结果，我国

森林覆盖率才勉强达到20%。我国森林覆盖率只
有全球平均水平的2/3，排在世界第139 位。人
均森林面积0.145公顷，不足世界人均占有量的
1/4。森林资源的短缺显而易见。2021/3/2 11



    （2）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

      中国历来是水土流失大国，我们的母亲河——
黄河就是因河水携带大量泥沙呈黄色而得名，而
长江也有变为“第二黄河“的迹象。2009年，现
有水土流失面积356.92万平方千米，占国土总面
积的37.2%。其中水力侵蚀面积161.22万平方千米，
占国土总面积的16.8%；风力侵蚀195.70万平方千
米，占国土总面积的20.4%。沙化土地面积达174
万平方公里，并且有扩展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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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具有双重作用，如果
资源丰富，环境优良就会保证和推动经济发展。
如果资源匮乏，环境恶劣就会影响和阻碍经济
发展，甚至会损害经济发展。

     1、我国经济发展所必需的45种矿产品有5

种主要依赖进口解决，15种需部分长期进口。
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四）当前我国资源环境是制约经济
发展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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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生物资源的过量消耗和物种的大量消失，削
弱了工农业生产的原材料供给能力，制约了经济
社会的协调发展。

      3. 我国近些年出现的“电荒”、“煤荒”、
“水荒”和“油荒”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而
且制约着我国经济发展。

      4.生态环境问题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经济增长的部分或全部都损失掉。经济增长的部
分或全部都损失掉了，这实际上也就严地影响了
我国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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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持续发展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
友好型社会

           当前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就是要

着力完善制度和加强体制建设。

   （一）可持续发展观

  （一）完善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法律和政策

 （二）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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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持续发展观

n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布伦
特兰的领导下，出版了《我们共同的未
来》，这份权威报告以丰富的资料，论
述了当今世界环境与发展方面存在的问
题，提出了处理这些问题的具体建议，
系统地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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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1994年3月，中国政府编制发布了《中国
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资源、
环境与发展白皮书》，首次把可持续发
展列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
标志着中国政府对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战
略的确认和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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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布伦特兰委员会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
既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
自身需求的能力的发展。这一定义包括
如下两个概念，

n 一是需求概念，特别是全世界穷人的基
本需求应赋予压倒性的优先权，这是可
持续发展的主要目标；

n 二是约束概念，强调技术状况和社会组
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施
加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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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可持续发展突出强调的是发展，把消除
贫困当作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一项不可
缺少的条件。

n 同时强调把环境保护作为发展进程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衡量发展质量、
发展水平和发展程度的客观标准之一。
这是可持续发展区别于传统发展的一个
重要标志。

n 可持续发展还强调人与人关系的公平性：
一是代际公平， 二是代内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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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善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
法律和政策 

1. 完善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的法律。

2. 完善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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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

 1.建立和完善自然资源所有权主体制度

 2.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3.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制度

 4.建立和完善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的目标责任
制和问责制。

 5.建立和完善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的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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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和完善自然资源所有权主体制度

      自然资源所有权是指自然资源所有权人依法
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自然资源及排除
他人干涉的权利。在我国，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主
体主要是国家、集体和私人。要建设资源节约型
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建立和完善自然资源的
所有权主体制度,以制度来保障国家主体、集体主
体和私人主体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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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的环境制度都是着重对环境
污染的预防和治理，却轻视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这表现在相应的法律上尤为明显，污染防治方面
的法律法规有几十部，而对于生态保护方面的法
律则屈指可数。

        因此，我们必须加紧制定关于生态环境保护
的法律，使保护生态环境从预防开始，降低保护
成本,取得保护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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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制度 

           生态补偿制度，是社会生产不断发展与资源

环境容量有限之间矛盾运动必然产物，它通过“
资源价值论”的观念评价生态环境资源的现实价
值，运用政府调控与市场化的运作方式，让开发、
利用和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的人们支付相应的经济
补偿，用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以便为社会发
展提供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和生存环境。 “十二五
规划”强调，要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
偿的原则，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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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立和完善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的
目标责任制和问责制

     要实行强有力的环保措施，各级政府
要切实承担对所辖地区环境质量的责任，
实行严格的环保绩效考核、环境执法责
任制和责任追究制。级政府要切实承担
对所辖地区环境质量的责任，实行严格
的环保绩效考核、环境执法责任制和责
任追究制，严格节能减排一票否决。                         

2021/3/2 25



5.建立和完善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的监督
机制

        健全环境监管体制，提高监管能力。
实施排放总量控制、排放许可和环境影响
评价制度。实行清洁生产审核、环境标识
和环境认证制度，严格执行强制淘汰和限
期治理制度。实行环境质量公告和企业环
保信息公开制度，鼓励社会公众参与并监
督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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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人口、资源、环境

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必须把控制人口、节约
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
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
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生
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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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
协调

（一）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经济发展
首位

（二）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
策

（三）坚持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是
我国的基本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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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经济发
展首位 

1.正确认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才能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经济发展首位。

2.只有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经济发展首位，
才能克服先污染后治理的弊端。

3. 只有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经济发展首位，
才能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

4. 只有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经济发展首位，
才能改变单纯追求GDP增长的传统发展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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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要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相
协调，坚持生态环境优先的指导方针，
充分认识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经济
发展首位的重要性。把节约资源保护环
境放在经济发展的首位，就是说，当两
者发生矛盾或冲突时，要把资源与生态
保护放在优先地位。  

1.正确认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
系，才能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经济发展首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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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经济发展首

位，才能克服西方国家在工业文明中〝先污染

后治理〞的弊端。

2.只有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经济发展
首位，才能克服先污染后治理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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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经济发展首
位，加大保护资源和环境的力度，才能打破制
约经济发展的“瓶颈”。 

3. 只有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经济发展首位，
才能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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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经济发
展首位，就是要改变单纯追求GDP增长的传统
发展观，更加注重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 

4. 只有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经济发展首位，
才能改变单纯追求GDP增长的传统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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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
本国策 

1.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的提出和
主要内容

2.当前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的主要
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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