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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大报告的环境法治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常纪文  
 

  十七大报告用了比较大的篇幅系统地阐述环境保护的战略、思路与措施，笔者认为，十七大

报告具有以下 4个方面的法治特色，值得认真学习和领会。  
  一是报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环境与资源保护上升到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的层次。  
  环境保护是一个由多方面因素导致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其解决也需要从这几个

方面综合考虑。报告指出:“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

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从而使环境与资源保护成为一个融

经济工作、政治工作、文化工作和社会工作于一体的综合性工作，体现了环境问题的发展性、综

合性及解决措施的系统性和衔接性，把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治工作推到了国家经济、社会和文化工

作的主战场，使各个部门真正切实地共同负起责任来。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治战略上的创新。  
  二是报告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纳入和谐社会的统筹建设之中，使之和人与人的和谐齐头并进。  
  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需要照顾各区域和各方面的利益。报告尊重了这一自然和社会发

展的规律，指出“必须坚持统筹兼顾。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

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种统筹观是科学发

展观的具体体现。值得指出的是，报告在提及环境问题时，并没有就环境与资源保护而论环境与

资源保护，而是从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统筹来提出解决思路的，立足于如何科学、有效地

解决环境与资源问题，而不是一味地指责过去或者推卸责任。这是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治思路的一

个创新。  
  三是报告在倡导生态文明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任务。  
  生态文明的建设是建设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实现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必要前提条

件。2005年《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在环境保护工作指导思想部分指
出要“倡导生态文明，强化环境法治”，提出了“倡导生态文明”的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则更

进一步，不仅确认了生态文明这一概念，而且更进一步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报告指出:“建
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

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

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从而把生态文明由单纯的消费文明转化为有利于环境

与资源保护的由生产、决策、消费机制来支撑的综合性文明，把生态文明的建设要求贯穿到了产

业结构和增长方式领域，体现了先进文化在环境与资源保护领域法治领域的指导性。  
  四是报告体现了环境与资源保护措施的综合性和系统性。  
  在新的时期，需要在环境保护的各个领域加强体制、制度和机制的创新和完善工作。为此，

报告指出，要“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必须把建设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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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要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

落实节能减排工作责任制。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和治理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发展

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保护土地和水资源，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提高能源资源

利用效率。发展环保产业。加大节能环保投入，重点加强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改善城乡

人居环境。加强水利、林业、草原建设，加强荒漠化石漠化治理，促进生态修复。加强应对气候

变化能力建设，为保护全球气候作出新贡献。”报告提到的“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责

任制”、“生态修复”、“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等任务，克服了以前环境与资源保护措施的“单打一”

的不足，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治新问题的全面认识，又体现了今后一段时间

的环境法治工作重点和突破点，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如何解决环境与资源问题的现实性和科学性

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