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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环境治理 建设全面小康 

杨 梅 
(西南农业大学社科部，重庆 400715) 

摘要：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环境污染成为当今的一大公害。要建设全面小康，就必须正确处理 

好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治理环境，保护环境是建设全面小康的基础与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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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国环境治理的实践和认识现状 

(一)实践上局部改善，总体恶化 

自1995年我国政府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以 

后，政府加大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力度，如加快环境立法，在 

政府机构改革中强化环保和国土部门。1998年后，国家相继 

批准实施《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 

要》。1998年洪灾之后国家启动了“天然林保护”工程，而后又 

开始实施六大林业工程，防止荒漠化。实施“三湖三河两区” 

及北京市和渤海的环境治理、大中城市的天气环境信息披露、 

排放总量控制、加大环保投入等，我国的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16．55％。然而，生态退化的形势仍然相当严峻。 

经过几十年的不断治理，环境现状可用八个字概括：局部 

改善，总体恶化。部分城市和局部地区生态环境质量有所改 

善，但总体在恶化，大气污染加重，湖泊富营养化程度明显，近 

海赤潮发生频率加快，70％的城市被“垃圾”包围。并且，我国 

是世界上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 

一

。 现有水土流失面积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8％， 

并且以每年 100万公顷的面积增加。荒漠化土地262万公里， 

占国土面积的27．3％。土地荒漠化的速度在加快，20世纪90 

年代达每年2 460平方公里。虽然不断治理沙化土地，但治理 

一 亩退化 1．3亩。草场退化、沙化、盐碱化明显，建设速度赶不 

上退化速度，草原面积逐年缩小。 

环境污染还出现新的特点：一是污染结构由工业污染过 

度到工业和生活污染并存，后者的排放量所占比率迅速上升： 

二是污染范围由点状污染扩大到区域污染，化肥、农药等化学 

物质的使用，湖泊富营养化日趋严重；三是污染区由大城市向 

中小城市、农村乡镇转移，并出现从东部向西部转移的趋势。 

据世界银行估计，我国每年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大约相当 

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一10％。环境问题严重影响经济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也严重制约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 

(二)认识上严重滞后，亟待加强 

十六大报告从经济、政治、科教文化、可持续发展等角度 

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目标。近年来，我国经济运 

行呈现健康的正向发展态势。但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多数指标 

却呈现反向增长态势。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三废”排放量 

日益增加，环境污染日趋加剧，生态安全日益严峻。资源的有 

限性和人类欲望的无限性、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 

日益突出，已经成为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的最大瓶颈制约。然 

而，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环境治理和保护的重要性，没有认识 

到加快环境治理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先决条件。 

首先，没有认识到生态良好是社会“文明发展道路”的重 

要标志。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 

一

，就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社会的全面发展既包 

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还包括生态发展，是三者的协调发展、 

共同进步。生态发展是社会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不能为经济的一时发展而损害生态。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必 

须切实保护资源和环境”、“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 

境放到重要位置”，“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 

性循环”，“绝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 

后治理的路子”。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只重经济而不顾生态的 

片面发展观，牢固树立融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态发展为一 

体的全面发展观；牢固树立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社会文明、就是 

促进社会发展，破坏生态就是破坏社会文明、就是阻碍社会发 

展的思想观念，坚决摒弃以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暂时 

繁荣的不文明、不科学、不合理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 

其次，没有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历史 

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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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生产关系并最终决定上层建筑。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 

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首先就必须保护生产 

力。保护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是保护生产力；保护尚有积极 

作用的生产关系也是保护生产力。江泽民同志根据当今生态 

环境问题制约生产力发展，严重影响人们生活质量提高的现 

实，在深刻总结我国及世界工业化国家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 

础上，明确提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科学论 

断。这一论断把生态环境与生产力、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凸现了生态环境的重要价值。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生态环 

境是低价值甚至是无价值的，因而生态环境的状况无关紧要， 

为发展经济而浪费资源、污染环境是值得的。这种无视生态 

环境价值，把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的做法，既造成了 

生态环境的恶化，又在更大程度上损害了经济发展，使环境与 

经济发展陷入了两败俱伤的恶性循环中。对此我们必须保持 

高度的警觉和清醒。必须从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就是保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破坏生态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 

就是破坏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出发，充分认识环境保护 

的重大意义。 

二、我国环境治理亟待树立的几个观念 ． 

加强环境治理，离不开政府积极的宏观调控。政府应加 

大对环保的投入，加大对贫困地区的道路、人畜饮水、能源、通 

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实行政策倾斜。改变政府作 

为防治污染主体的地位，实施“谁污染，谁治理”政策，推动企 

业自觉进行污染防治的技术改造。科学制定经济发展规划， 

推动生态企业、生态工业园以及生态城市的建设。认真研究 

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损失和环境效益，把生态污染损害计人成 

本，尽快建立绿色GDP的概念，进行绿色GDP的统计。认真 

落实国家有关清洁生产的产业政策、技术开发和推广政策。 

强化科技支撑，为环境问题的解决创造良好的科技条件。建 

立相应的领导干部目标责任制，将环境质量目标纳入各级干 

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笔者认为，除此之外，关键还是全体社 

会成员要在意识上树立正确的观念，才能真正落实政府的各 

项措施。 

(一)树立正确的自然观，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构成了人们的自然观，自然观决 

定生态伦理观，决定人们对生态环境的态度和看法。当今生 

态危机的出现与加剧，决不仅仅是发展经济的问题，在很大程 

度上是人们的自然观问题，是人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问题。 

人类的自然观经历了从听天由命到人定胜天的转变。在最初 

的自然观中，大自然主宰了人类，人只能听命于天，匍匐在大 

自然的脚下。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增强了适应自然、 

改造自然的能力，极大地激发了人定胜天的雄心，人类要做自 

然的主人，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片面强调人是自然的征服者 

和统治者，自然是人可以任意驱使和宰割的对象。这种自然 

观使得人们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讲科学不讲道德，对自然 

采取横征暴敛、涸泽而渔的野蛮态度，这种自然观导致今天人 

与自然关系紧张、生态危机重重。为此，人类遭到丁自然界的 

严厉惩罚，付出了沉重代价，乃至危及人类的生存。因此，只有 

在认识上科学把握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牢固树立人与自 

然和谐统一的基本理念，才能在实践中做到尊重自然、保护生 

态。才能做到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才能建成全面 

小康社会。 

(二)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全面发展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发展必须关注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不是单纯的经济发 

展，而是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和生存质量为目标的，不断协调 

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是经济一社会一生态复合系统 

的持续、稳定、健康的整体发展，包括经济、社会、生态三个相互 

联系、相互适应、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持续发展系统。中国是 

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人均资源少，应大力提倡循环经济。循 

环经济本质上是生态经济，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 

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一产品一消费一再生 

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的闭环式流程，所有的原料和能源在这 

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最合理的利用，从而使经济活 

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小的程度。其特点是低开 

采、低投入、高利用、低排放。显然，只有当人们的行为从高排 

放的传统经济转变为低排放的循环经济的时候，才能把经济 

效益和生态效益、眼前发展和长远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一个 

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才会真正来临。 

(三)树立法制观，完善有关生态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 

保护环境必须认真立法和执法。保护环境离不开人们对 

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看法，离不开人们对生态的道德心和责 

任感，同时，也离不开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思想道德教育是一 

种“软约束”，法律是一种“硬约束”，法制建设更带有松本性、 

长期性和稳定性。保护环境需要人们培养强烈的法律意识， 

认真制定和不断完善生态保护的法律、法规，并严格执行这些 

法律、法规。严格执法，对于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增强民众 

法制观念，切实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 

人员的“法律敏感性”，是至关重要的。法律敏感性的提高有 

赖于法律法规的严格实施，如果执法机关遇事总是到法外去 

寻找处理办法，自觉不自觉地搁置或架空法律法规，公众自然 

不会信任法律，而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就不会发生作用。因 

此，严格执法，才能有效地树立法律权威，维护法律尊严，才能 

不断强化公众对环境保护的法律意识，才能真正树立人与 自 

然和谐统一的观念。 

参考文献： 

[1]彭珂珊．西部生态环境重建面临的严峻挑战[J]．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3，(1)：29—34． 

[2]徐小钦，张德昭．一种创新型的发展现：可持续发展[J]．重庆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54—57．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