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生态文明制度守护“美丽中国”
本报记者 来 洁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

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

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

生态环境。

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

制制度。对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

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

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

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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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拳打击环境污染犯罪、强力推进生态文明制度
建设、重点改革政绩考核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国生态文明建设全方位、多领域，快速推进。按照十
八大报告勾勒的“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
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正在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为了建
设一个天蓝、水净的“美丽中国”，从中央到地方都
在攻坚克难、加速前行。

重拳打击环境污染犯罪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脉。饮水安
全，一直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地下水是“看不见
的水源地”，全国 600 多个城市中有 400 多个都是以
地下水为饮用水源，比例高达 60%以上。地下水污
染的形势不容忽视。今年 2 月下旬至 3 月，环保部对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河南 6 省(市)的调
查结果显示，华北地区 55 家企业存在利用渗井、渗
坑或无防渗漏措施的沟渠等存贮污水的违法问题。

治理水污染，意义非比寻常。今年 3 月出台的
《华北平原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将率先破解
华 北 平 原 的 地 下 水 污 染 难 题 。《方 案》 提 出 ， 到
2015 年，初步建立华北平原地下水质量和污染源监
测网，基本掌握地下水污染状况，加强华北平原地
下水重点污染源和重点区域地下水污染防治。中国
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马中认为，着力开展华北平
原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十分必要和紧迫，要从根本
上遏制住地下水污染，必须首先提高污水排放标
准，其次严格污水排放监管，最后一定要重罚，以
提高环境违法成本。

惩处环境污染犯罪不再是轻飘飘的“罚酒三杯”。
“用重典”、“出重拳”，从重从严打击环境污染犯罪，成
为今年生态文明建设的一大亮点。6月18日发布的《关
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不仅明确了环境污染犯罪的定罪标准，而且降低了环境
污染犯罪的入罪门槛，为从严治理环境污染提供了法理
依据。

《解释》 出台以来，环保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了
近 300 起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超过近 5 年的总
和；公安机关已立案侦办 247 起此类案件，相当于过
去 10 年立案总量。一大批环境污染犯罪立案、判决
案例，已经在全社会产生了有力的震慑效果。

治污有了重典，更需破解执法难。为了让环境执
法不再单打独斗，12月 3日，环保部、公安部联合发
布 《关于加强环境保护与公安部门执法衔接配合工作
的意见》，环保和公安两部门将通力配合，形成防范
和打击环境污染犯罪行为的合力。

建立系统完整的制度体系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
度。这一年，不断建立健全的制度体系，正以“硬约
束”的力量不断完善守卫生态环境的长效机制。

11 月出台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 提出，建立
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把制度建设向纵深推
进。“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主
要任务，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在
全面深化改革总体部署中的地位，把资源产权、用途
管制、生态红线、有偿使用、生态补偿、管理体制等
内容充实到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来，进一步丰富和完
善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内容。”环境保护部环境与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说。

《决定》 勾勒出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蓝图，为未
来相关制度建设指明了努力方向：健全自然资源资产
产权制度，不仅是土地、林地有产权，草原、荒地、
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都有产权；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
债表，领导干部离任时要以此为依据，进行自然资源
资产离任审计，对构成生态环境损害的终身追究责
任；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自然资源及其产品的价
格要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

害成本和修复效益；建立和完善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
排放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生态资源环境的保护和建
设将告别多头管理的尴尬局面，以集体的合力共同守
护山水林田湖这个生命共同体⋯⋯

“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
护生态环境，是实现美丽中国愿景的必经途径。按
照中央‘到 2020 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
得决定性成果’的要求，建立这个制度体系无疑是
一场紧迫和艰巨的战役，包括环保部门在内的各系
统将把更多的工作精力投入到制度建设中来。”夏
光表示。

树立政绩考核的绿色“指挥棒”

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是生态文明制
度建设的重中之重。必须树立起全新的、绿色的“指
挥棒”，切实扭转唯 GDP 论英雄的旧导向，不能再以
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速度。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
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
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

制。这一精神，已经在防治大气污染工作上得到鲜
明体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把环境质量改
善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性指标纳入考核体系，
治理效果与政绩直接挂钩。地方政府将以最终效果
为衡量标准签下责任状，如考核不达标，将会被环
保部会同组织部、监察机关等“约谈”并追究责
任。浙江、北京等地，更已将治理大气污染的各项
任务与政绩考核直接挂钩。

《决定》 提出，要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
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
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指标的权重。年底出台
的 《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
工作的通知》 明确规定，今后对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
领导干部的各类考核考察，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
及增长率作为政绩评价的主要指标，要把有质量、有
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社会和谐进
步、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作为考核评价的重要
内容，加大资源消耗、环境保护、消化产能过剩、安
全生产等指标的权重。

一个全面、完善、长效的制度体系，将用坚实的
力量为加速“美丽中国”建设保驾护航。

近年来，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步伐不断加快，

2013 年更是如此。全社会已经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必

要性和紧迫性形成了高度共识，人们越来越清醒地意

识到，不能再重复拼资源、拼消耗的粗放经济增长模

式，不能以牺牲环境质量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必

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地位，着力推进绿色

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落实措施关键靠制度。鉴于我国目前环境污染的

严峻形势，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将是一个长期过程，

这就更需要依靠一个规范的、稳定的制度环境，对生

态文明建设形成“硬约束”的长效机制。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

设，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则进一步明确提出，

要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这不是制度的

简单修订，而是以一个系统性的制度体系涵盖了资源

产权、用途管制、生态红线、有偿使用、生态补偿、

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

生态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彼此之间紧密相

关。守护“美丽中国”，必须依靠系统完整的制度体

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山水林田湖是一个

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

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用途管制和

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

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

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当前，雾霾围

城、水源地告急、重金属污染事件频发，其根源正在

于此。因此，必须树立统筹观念，系统完善地加以推

进，才能保护好整个生态系统。

令人欣喜的是，制度建设已经在全国各地如火如

荼地展开。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明确树立政绩考核的

新导向，着力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

向，并加大了对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指

标的考核。

展望 2014 年，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将迎来一个快

速发展期，不仅将加快对现有法律法规的生态化调

整，而且还将对 《决定》 提出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

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等新制度进行积极探索。有了

这些“硬约束”的力量，我们有信心建设一个更加美

丽的中国。

“硬约束”的力量
端 然

@夏光：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建立系统完整的制

度体系，因为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高度的多样性和复杂

性。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必须完善科

学决策制度，提高对建设生态文明的政治领导力；必

须强化法治管理制度，提高生态文明制度的执行能

力；必须形成道德文化制度，提高全社会的生态文明

自觉行动能力。

@贺克斌：大力发展环保产业是现阶段国内“拯

救大气”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今年发布空前严厉的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为环保产业提供了很好的

发展机遇，而环保产业的发展反过来会促进《计划》的

落实。

@马中：靠牺牲环境维持企业的高利润和经济

的高增长，犹如饮鸩止渴，终有自食恶果的一天。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环境和资源超支贡献了 30 多年，

已承受不起更多的消耗。眼前环境税迟迟难以出台，

但不代表没有出台的必要。相反，正是由于形势紧

迫，意义重大，才要三思而后行。

@温香彩：空气污染的成因复杂，与每座城市的

产业结构、生活方式等都有关系，不能说机动车尾气

是雾霾的主要来源。要对不同污染源有准确的定性

描述和定量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在治理雾霾中对症

下药。

@高吉喜：生态红线划定后，要逐步建立生态红

线保护考核评价体系。要树立生态政绩观，将资源消

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

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要建立责任追究

制度，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

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责。此外，要

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境意

识、生态意识，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

（本报记者 沈 慧 郭子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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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十二五”

时期，为保护湖泊生

态环境，西藏将在纳

木错流域投资 4.48 亿

元。

（新华社发）

图 2 安徽合肥

市在治理巢湖的过程

中，注重制度建设，将

河流治理责任落实到

人。

（资料照片）

图 3 近 年 来 ，

广西南宁市加快建设

绿色景观，推动生态

宜居城市建设。

（新华社发）

图 4 11 月 28

日，北京市碳排放权

交易在北京环境交易

所正式开市。

（新华社发）

（以上数据来自国家环境保护部最新统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