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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内容概要

《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与探索》共分三篇。第一篇 ，理论探讨，主要对生态文明的内涵、特征，建设
生态文明的重大意义、战略对策及配套措施等进行了探讨；第二篇 ，实践分析，作者在调查研究的基
础上，对区域（分中国、中国南方、中国中亚热带地区等不同层次）生态安全面临的问题及建设生态
文明的若干对策和措施等进行了分析；第三篇 ，案例开发，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江西省婺源
县的经验与启示”“中部红壤丘陵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模式与技术——以江西省泰和县千烟洲为例”
“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联动、协调发展——江西省新余市统筹城乡发展案例分析”等3个具体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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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理论探讨论建设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意义及战略对策建设生态文
明的途径和措施农田和农村生态问题及其综合治理农业环境污染与综合防治技术生态农业与食品安全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第二篇　实践分析中国生态安全问题研究生态经济与中国的生态安
全中国南方地区的土地荒漠化及其对策中国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对农林业的危害及对策南方地区生
态恢复与重建技术体系简介中亚热带地区的农业生态问题令人担忧中亚热带地区农业生态问题及其综
合治理四川汶川地震灾害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对策第三篇　案例开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江西省婺
源县的经验与启示中部红壤丘陵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模式与技术——以江西省泰和县千烟洲为例以工
促农以城带乡城乡联动协调发展——江西省新余市统筹城乡发展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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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理论探讨　　论建设生态文明木　　摘要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
战略目标。本文在简述了生态文明的内涵和特征的基础上，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当今全球面临的
问题、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以及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方
面，分析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阐述了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之后，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若干对策和措施。全文对当前正在进行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指导意义和
参考价值。　　关键词　生态文明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　　一、刖茜
　　2007年10月15～21日，党的十七大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奋进的
大会。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生态文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有多次强调和描述，
共计525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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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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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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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
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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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家庭”“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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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大报告
把“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新要求，彰显中国共产党推进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执政新思维。尤其是倡导建设生态文明，不仅对中国自身发展有深远影响，对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中华民族面对全球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作出的庄严承诺，
对建设“和谐世界”具有重大意义。　　二、什么是生态文明　　（一）什么是生态　　“生”，即
生物，指地球上一切生物（包括人类在内）的总称；“态”，事态，这里可以认为是指一切无生命的
无机环境的总体。因此，“生态”可以理解为是指地球上所，有生物和所有无机环境，以及两者相互
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所形成的“关系体”“综合体”。这里，人和其他生物是并列的、同等重要的
，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什么是文明　　文明是指人类社会开化和进步的程度，它
以社会生产的积极成果展示着社会进步和发展，成为人们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主要标志。文明是反映
全社会物质生产成果和精神生产成果的总和。与“文明”一词相连或相近的词往往是“进步”“发展
”“礼貌”“礼节”“节约”“节制”等，与“文明”意义相反的词则是野蛮、不文明、不讲道理、
无节制、不守规矩等。　　纵观人类的文明史，文明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人类不断进步的体现。其
实，文明就是人的物质生活逐步丰裕、精神世界趋于高级的过程，同时也是改造利用自然界并与自然
界互动过程。　　（三）什么是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又主动保护
客观世界，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良好生态所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　　生
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规律，推进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所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
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生、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它是对
人类长期以来主导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的反思，是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历史的总结和升华。　　生态文
明可以理解为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人、社会、自然和谐地处在合理的生命循环之中的文明形态，是
指人类以平等的心态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尊重自然的尊严，与自然建立起和谐、亲密的关系。　　
具体来说，生态文明的内涵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文化价值观层面。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价
值观。树立符合自然生态法则的文化价值需求，体悟自然是人类生命的依托，自然的消亡必然导致人
类生命系统的消亡，尊重生命、爱护生命并不是人类对其他生命存在物的施舍，而是人类自身进步的
需要，把对自然的爱护提升为一种不同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宇宙情怀和内在精神信念。　　（2）生产
方式层面。生态系统可持续前提下的生产观。遵循生态系统是有限的、有弹性的和不可完全预测的原
则，人类的生产劳动要节约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形成生态化的产业体系，使生态产业成为经济增长
的主要源泉。物质产品的生产，在原料开采、制造、使用至废弃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对资源和能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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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消耗最少、对环境影响最小、再生循环利用率最高。　　（3）生活方式层面。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
害自然的消费观。提倡“有限福祉”的生活方式。人们的追求不再是对物质财富的过度享受，而是一
种既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需要的生活。这种公平和
共享的道德，成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发展的规范。　　（4）社会结构层面。合理、高效、
和谐、优化的结构观。强调生态化的概念和技术渗入社会结构之中，形成既合理又高效，既和谐又优
化的结构体系，并成为社会行为的统一规则和基本价值。　　（四）生态文明主张　　（1）从狭义
来说，生态文明的基本主张，主要包括如下九个方面。　　①森林保护：主张在大力植树造林的前提
下合理利用森林资源、有选择有限度地采伐并及时栽培更新，以保证森林覆盖率稳定提高；反对乱砍
滥伐、破坏森林。　　②土地利用：强调植被保护、水土保持、荒漠治理、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反对
破坏植被、水土流失、乱占耕地，限制工业占地、建房占地和道路占地，遏制荒漠延展。　　③改进
农耕：主张因地制宜、兴修水利、改进耕作、改良土壤，鼓励施用农家肥和生物肥、利用生物天敌和
生物农药；反对随意开垦、粗放耕作、破坏土壤结构，限制施用化学肥料和化学农药，并逐步淘汰之
。　　④合理利用水资源：强调水源保护、污水净化、废水利用、节水工艺、节水灌溉、节水消费；
反对污染水源和浪费水资源，控制赤潮泛滥。　　⑤合理利用能源：强调节约能源、降低能耗、开发
新能源、充分利用再生能源；反对浪费能源和多用矿物能源。　　⑥物种保护：强调生物多样性、保
护生物生存环境、挽救濒危动植物；反对污染生物生存环境、任意捕杀动物、灭绝物种。　　⑦大气
保护：强调废气治理，主张限制机动车辆，鼓励使用清洁能源，以减少耗氧和减少温室气体、有害气
体的排放，逐步减轻温室效应，减轻气候反常所造成的危害；控制硫化物和氮氧化物，以减少酸雨和
酸雾的危害；大力削减氟利昂的产量和用量，以减少对臭氧层的破坏；反对核污染和其他各种放射性
污染。　　⑧净化固体和液体污染：强调对工业废渣、工业废水、城市垃圾、城市污水的控制和净化
，积极回收废弃物加以循环利用；反对不加处理地排放任何废渣、废液。　　⑨人口控制：强调计划
生育，限制人口增长，力求人口总量实现低增长、零增长、负增长，逐步提高人口素质。　　（2）
从广义来说，生态文明的基本主张，除了包括狭义生态文明的全部主张之外，还包括如下七个方面。
　　①政治清明：切实保障宪法所规定的一切公民权利；鼓励争鸣，以集纳最优秀的智慧；保障民主
，以选拔最优秀的人才和人才集团；进而实现廉洁高效的政府运作，为全体公民谋求根本而长远的福
祉。　　②经济有序：建立规范而公平的经济秩序和合理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取缔垄断、诈骗和
假冒伪劣。　　⑨国际和平：致力于建立以“平等、和平、对话、合作”为内涵的世界新秩序，切实
保障世界和平。　　④民族和睦：保障民族平等，尊重民族习俗，化解民族纠纷，实现民族和睦；弘
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民族文化交流，使各民族文化既异彩纷呈又相映生辉。　　⑤社会福利保障：
建立全民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失业保障、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
。　　⑥人际关系和谐：承认社会分工而强调人格平等，培植团结、互助、和睦、友爱的和谐人际关
系。　　⑦正确的宣传与良好的教育：按照生态文明理念端正舆论导向，树立社会正气，倡导节约而
健康的合理消费；按照生态文明理念筛选学科与教材，确立以和解、和谐为核心的教育方针和基本观
念，培养具有正确理想和高尚情操的国家公民，逐步提高全民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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