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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

的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经历了从

无到有、不断壮大的过程，从“盼

温饱”到“盼环保”，从“求生存”到

“求生态”，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和

意识逐步确立，生态环境保护政

策体系日益完善，生态环境执法

水平和力度不断提高。人民对蓝

天白云、繁星闪烁，清水绿岸、鱼

翔浅底，鸟语花香、田园风光等优

美生态环境有了更高要求。

自1972年 参 加 瑞 典 斯 德 哥

尔摩首届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以

来，中国逐步认识到环境问题对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自此

环境保护问题逐渐进入中国政治

议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始了

一系列的实践探索。

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
1973年8月，第 一 次 全 国 环

境保护会议在北京召开，明确了

“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

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

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32字环境

保护工作方针，揭开了中国环境

保护事业的序幕。1983年12月，

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把保护

环境确立为中国必须长期坚持的

一项基本国策，并提出“三同步、

三统一”的指导方针，极大地增

强了全民的环境意识，并把环境

意识升华为国策意识。1992年6

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

《21世纪议程》，提出了“可持续发

展 战 略 ”。随 后，中 国 于1994年3

月发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并

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

略。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正式

将“可持续发展”确立为中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进

一步提升了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

地位。为实现人口、经济、社会、环

境和资源相互协调，走可持续发

展道路是中国发展战略的必然选

择。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

中全会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强

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进一步

提高了环保事业的地位。2007年，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建设生态

文明”，成为与物质文明、精神文

明、政治文明相并列的现实文明

形式之一。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

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建

设“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2015

从“求生存”到“求生态”的环保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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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

出了新发展理念，将“绿色”作为

新发展理念之一。党的十九大将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在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基本方略之一，将污染防治

攻坚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三大攻坚战之一。同年5月，第八

次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正式确

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理论遵循

和实践指南。随着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内涵不断丰富完善，“美

丽中国”的宏伟蓝图也一步步正

在变为美好现实。

法治建设不断健全严密
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制

定了中国第一部环境保护的法规

性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

若干规定（试行草案）》，旨在解

决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1978

年，“环境保护”首次被写入宪

法。1979年9月，《 中 华 人 民 共

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

把中国的环境保护方面的基本方

针、任务和政策，用法律的形式确

定下来，自此环境保护走上法制

轨 道。1989年4月，第 三 次 全 国

环境保护会议确立形成了“八项

管理制度”，自此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开始了制度化管理。随着工业

化进程的持续，中国生态环境问

题日益严峻，在此背景下，中国于

1992年开始推行实施环境保护

年度计划工作，将环境保护事业

置于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宏观调控

和 管 理 之 中。1994年7月，震 惊

中外的淮河污染事件标志着中国

因历史上污染累积带来的环境事

故已进入高发期，次年8月中国

第一部流域性法规《淮河流域水

污染防治暂行条例》应运而生。

随后流域层面启动实施“33211”

工程，即“三河”（淮河、辽河、海

河）、“三湖”（太湖、滇池、巢湖)、

“两控区”（二氧化硫控制区和酸

雨控制区）、“一市”（北京市）、

“一海”（渤海），重点集中力量

解决危及人民生活、危害身体健

康、严重影响景观、制约经济社

会发展的环境问题，自此中国综

合性的制度体系开始形成。党的

十八大以后，以2014年新修订的

《环境保护法》为标志，生态环境

保护立法取得明显进展，《大气

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环

境影响评价法》《长江保护法》

等13部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相继

得到制（修）订，《排污许可管

理条例》《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

理条例》等17部行政法规完成了

制（修）订，中国生态文明法律

法 规 体 系 基 本 形 成。2015年，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

署、亲自推动的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制度动真碰硬、攻坚克难，

对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

慑，推动一批影响重大、久拖不决

的难题得到破解，成为建设生态

文明的重要抓手。

管理机构建设不断规范完善
根据国务院批转的《关于全

国环境保护会议情况的报告》，全

国各地区各部门陆续建立了环境

保护机构，1974年10月，经国务

院批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

和办公室正式成立，中国的环境

保护事业步入正轨。1982年，国

家设立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内

设环境保护局，结束了长达10年

的“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

公室”临时状态。1988年，建立

了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家环境保护

局，自此环境管理机构成为国家

的一个独立工作部门开始运行。

2008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升格

为环境保护部，成为国务院的组

成部门。2018年通过整合原环境

保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原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原农业

部、国家海洋局、国务院南水北调

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担负的多

项职责，组建生态环境部，打通了

地上和地下、岸上和水里、陆地和

海洋、城市和农村、一氧化碳和二

氧化碳，贯通污染防治和生态保

护，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统一监管。

自此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告别了多

头管理、“九龙治水”的状态。

一个迫切想让老百姓过上好

日子，迫切想实现工业化、城镇化

的人口大国，只用了半个多世纪

就走过发达国家两三百年的工业

化历程，其中付出的环境代价可

想而知。历经几代人的努力，中国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逐步被提到

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生态环境保

护成绩亦是十分璀璨。例如，曾经

“明珠蒙尘”的白洋淀，再现光彩，

碧波荡漾；曾经黄黑斑驳的荒地，

变成了绿洲，筑起生态屏障；曾经

几近绝迹的江豚，频频现身长江，

追逐嬉戏等。然而，当前中国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仍存在很多问题亟

待解决，需要不断加大生态环境

保护力度，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事

业的不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全

面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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