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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中，中国共产党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生

态文明建设纳入行动纲领的执政党。

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缘于

新时代发展的新需求。党的十八大把“美丽中

国”列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党的十九

大再次强调“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

识”；2018年3月，生态文明被正式写入宪法。

秉持“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中国生态文明

建设以人民为中心，全力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

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以自然为家园，统筹治理

保护山水林田湖草沙这一完整的生态系统；以

天下为一体，深度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

河长制、湖长制、生态补偿机制、环保

税等一系列环保制度密集出台；长江流域重

点水域10年禁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蓝天碧水保卫战等重大生态修复工

程深入推进……

在近20年的奋斗中，中国逐渐由“增长优

先”转向“生态优先”的新的发展理念，生态环

境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国家生态

安全屏障骨架基本构筑，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

环境保护的智慧和能力不断增强。

生态优先 和谐发展
本报记者 罗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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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修复 科学治理

乌兰布和沙漠是中国八大沙漠之一，地处内蒙古自治区西
部巴彦淖尔市和阿拉善盟境内。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就
持续开展乌兰布和沙漠治理行动，历经几代人。进入新时代，
对生态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乌兰布和沙区通过山水林田湖草
沙综合治理，形成了纵深推进、前挡后拉、全面保护的立体防
沙体系，过境候鸟种类已由过去的 40 多种增加到现在的近 80
种。同时以乌兰布和沙漠、纳林湖、金马湖、万泉湖等沙、水
资源为依托，先后创建国家级景区、保护区、湿地公园等，旅
游收入达10.4亿元。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
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整体系统治理理念不
断深入推进。去年，国家明确提出“协同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
综合治理”，使得这一系统治理理念更加科学和完整。

从“山水林田湖”到“山水林田湖草”，再到“山水林田湖
草沙”，人们将自然生态系统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科学认识了
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态资源之间存在的物质、能
量之间的流动与交换。生命共同体的认知折射出中国生态治理
理念的不断升华，各地通过落实这一理念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
生态修复。

闽江，福建的母亲河，2018年，当地正式开始实施山水林
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与此前保护修复最大的不同，
现在是将本来分开解决的局部生态问题，放到整个生态系统中
解决。通过统筹兼顾各种生态要素，闽江流域形成了生态保
护、生态治理、水系修复、人居环境治理四层保障体系，通过
山上自然保护区、水源涵养、水土流失防治、林木补栽、林权
购买、矿点恢复以及违法矿山的治理等一系列措施，生态系统
的稳定性和生态价值整体提升。

云南抚仙湖流域有多种矿产资源，流域内矿业开发始于20
世纪80年代，由于长期开采矿产和粗放式的生产经营，造成了
植被和地形地貌景观被破坏。2017年，抚仙湖流域生态保护修
复工程纳入国家第二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
抚仙湖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NbS），统筹考虑山水林田湖
草沙，开展修山扩林工程、调田节水工程、治湖保水工程、控
污治河工程、生境修复工程等工程，湖滨湿地规模化生态恢复
工程总面积达1.35万亩，抚仙湖水质稳定保持Ⅰ类，大大提升
了抚仙湖水质安全系数，降低了水质污染的风险。

“十四五”规划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在这一进程中，要遵循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
在规律，推动形成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保护和修复的新格局。

从山水林田湖草沙“命运共同体”初具规模，到“系统修
复观”理念融入到生态修复中，经济发展与生态改善实现了良
性互动。

绿色邀约 减碳行动

中国从全球高度看待生态文明建设，多次向世界分享中国
绿色发展的成功经验，并向各国发出走好生态文明之路的“绿
色邀约”。

从推动 《巴黎协定》 生效实施，到设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基金，从发起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到将绿色
发展合作计划纳入中非“八大行动”，中国同世界各国开展环保
交流合作，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的合作局面。从理
念到经验，从生活方式到制度文明，中国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
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当前，气候变化已成为威胁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的主要因素之一，需全球携手应对。在这方面，中国展现出
负责任的大国担当，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目标时间，
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

中国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加大
化解钢铁、煤炭等过剩产能和淘汰落后产能力度，减少煤电，
启动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制定碳达峰行动计划。

如今，碳达峰行动已全面启动：相关各部门积极改变能源
供给方式，提高光伏发电转化效率，打造能源管理数字化、智
能化模式。发展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发展水电、风电、太阳
能等非化石能源发电。

很多企业相继提出碳中和的目标和行动计划，在其产业链
体系中明确低碳、零碳的规定或指标。未来，碳含量指标将成

为企业产品、原材料与成本同等重要的要素。碳交易、碳基金
等碳金融市场将会迅速增长。在融资上，高碳排放行业和企业
将受到限制，清洁能源、技术领域的投资将获得稳定的收益，
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带动就业的有生力量。

从2010年开始，一系列城市层面的试点项目，包括低碳城
市、公交都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城市、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
示范城市等在各地展开。试点城市大部分都明确提出碳排放峰
值目标。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市已经开展碳达
峰评估，并在研究制订本市碳中和行动纲要。此外，多地排出
碳达峰时间表，上海提出力争 2025 年达峰，深圳提出到 2025
年，要在珠三角城市中率先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

“制定达峰行动方案”是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要
求，目前，多地碳达峰行动方案编制工作正在提速。生态环境
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
减污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关键时期。

生生与共 多样性保护

2016年9月4日，第六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在美国夏威夷举
行，当时 IUCN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在会上发布了 《IUCN
受威胁物种红色名录》，该名录中，大熊猫的濒危等级从濒危下
调为易危。大熊猫“降级”表明大熊猫的种群数量增加，栖息
地状况改善，灭绝风险下降，正是中国人长期保护生物多样性
成果的体现。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对生物多
样性保护工作非常重视，是最早加入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
约》的国家之一。

为保护、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生动物保护法》于
1989年3月1日实施，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一些中国濒危哺乳动
物的生存状况得以改善，特别是大熊猫、藏羚羊、麋鹿的生存
状况显著好转。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实施重大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
品生产能力，保护生物多样性；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实施重
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构
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提升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
定性。

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在新近制定修改的法律中得
以确认。2020年，《生物安全法》《长江保护法》等颁布，《野生
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等法律法规被修订，全国人大还通
过了 《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
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对野生动物和生
物多样性违法犯罪零容忍。

建立自然保护地是中国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举措之一。
国家要求建立分类科学、布局合理、保护有力、管理有效的以
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
中国特色自然保护地体系。很多野生动植物在保护区内划分出
的一定面积的陆地或水体中得到就地保护；还有一些濒危物种
被迁出原地，移入动物园、水族馆和濒危动物繁育中心等进行
特殊的迁地保护。

“高原精灵”藏羚羊，曾经一度濒危。国家将藏羚羊列为国
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严禁非法猎捕。如今，藏羚羊在自然保
护区内得到了专门保护，已摘掉“受威胁物种”的帽子，整个
青藏高原的藏羚羊数量呈回升状态。

截至目前，各类陆域保护地面积约占陆地国土面积的
18％，提前达到 《生物多样性公约》 要求的目标；超过 90％的
陆地自然生态系统类型、89％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都在
自然保护区内得到保护，部分珍稀濒危物种野外种群逐步恢
复。通过扩繁和迁地保护，已向野外回归了206种濒危植物。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我国将构
筑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加强国家重点保护和珍稀濒危野生动
植物及其栖息地的保护修复，守住自然生态的安全边界，促进
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整体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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