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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静文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研究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

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明

确指出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紧紧依

靠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国家治

理现代化的推进也体现在生态文

明建设的有序开展之中。在国家

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增强对生态文

明建设时代价值的认识，创新生

态文明建设的发展路径具有较强

现实意义。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新

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关系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 全面统

筹、协调推进的现代化，是推动

社会发展最深刻的现代化。国家

治理现代化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

设是内在有机统一体，推进国家

治理现代化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

设提供重要保障，生态文明建设

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

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保障

国家治理现代化包括国家

摘  要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历史的命题，时代的呼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要在新时代

稳步向前，就必须立足历史前沿，紧扣时代脉搏，推陈出新。厘清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

设的内在关系，明确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价值，是创新生态文明建设发展路径的

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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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

力的现代化。新时代生态文明建

设既需要规范的制度体系进行引

导，也需要高执行力的工作队伍

加以落实。

正确的理论指导是制度体系

规范化的前提，是新时代生态文

明建设的首要保障。习近平“两

山”理论作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

生态文明思想的集中体现，站在

时代的制高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建设指引方向，实现

了从“用绿水青山换金山银山”，

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思维转换，抓住了绿水青山和金

山银山的辩证关系，扭转了基层

干部“唯 GDP 论”政绩观，提升

绿色 GDP 的影响力。

执 行力是治理能力的直接

体现，高执行力的基层工作队伍

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保

障。2019 年， 北 京、 天 津、 上

海、重庆等全国 46 座城市被列

入垃圾分类城市名单。为严格落

实垃圾分类政策，多个城市不仅

制定发布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

例、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

等文件，还成立垃圾分类工作领

导小组。落实垃圾分类工作的组

织、分工、协调、监督，工作队

伍执行力的高低决定了垃圾分类

工作能否稳定、有序向前推进，

是关系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发展的

有力保障。

（二）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

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方位治

理的现代化，是包括政治建设、

经济 建 设、 文化 建 设、 社会 建

设、生态文明建设多个方位的现

代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以人为本是治理现代化的重

要特征，“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

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大计”，

人与自然相依相生，从废气排放引

发的空气污染指数增长，过度开

垦引发的水土流失，工业化工原

料排放引发的用水隐患及土壤污

染都可以看出生态环境治理与人

民群众息息相关，关乎人民群众

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因此，加

强生态文明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

化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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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社会生 产力是国家治

理现代化的首要目标。新中国成

立七十年，伴随着经济发展与社

会资本积累，人民对美 好生活

的向往不仅包含穿衣吃饭等温饱

需要，更有对绿水青山、蓝天白

云美 好生态环境的向往渴求。

在“两山”理论指导下，不少地

区结合自身特点发展“生态 + 农

业”“生态 + 旅游业”，既保护了

当地优美的自然风光，又提高了

生产总值。因此在新时代，不仅

科技可以提升社会生产力，生态

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助推

器。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

下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价值

生态文明建设功在当代，利

在千秋。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

总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

具有辐射作用，在国家治理现代

化视角下对全球治理合作稳定发

展、公民幸福感提升、社会和谐

稳定推进同样具有积极意义。

（一）有利于推进全球治理

合作稳步发展

全 球化滥 觞于 经济 领域，

但不局限于经济领域。伴随着资

本金融的流通，人才、科技以及

社会治理等上层建筑在全球加速

交流，政治制度、治理模式也打

破物理疆域，在国际社会传播交

流。随着互联网普及发展，上层

建筑领域的交流愈加深化。

生态环境保护是全球问题，

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一方

面，是因为生态治理不能以邻为

壑、转嫁危机，地球是全人类的

共同家园，需要引起国际社会的

共同重视。另一方面，生态环境

治理不仅需要因地施策，更需要

共商讨论，在意见交换中借鉴其

他地区的治理模式、治理方法，

结合自身地域特色，取他人之长

以补己之短，让一切推动生态文

明建设智慧的源泉涌流。

生态文明建 设是中国的责

任，也是世界的福祉。中国不论

人口还是疆域都是一个大国，开

展生态文明建设对世界生态环

境有局部改善带动整体优化的效

用。同时，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

治理方案也为世界生态治理提供

可借鉴参考的崭新范式，加强了

全球治理合作的稳步发展。

（二）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

幸福感

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源自多

个方面，涉及收入分配、医疗保

障、公共安全、环境治理、政治

参与等多个维度。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需要。”

温饱问题的解决并不能满足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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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生态环境的改善以及公民政治参

与更能让人民群众体会到幸福

感、获得感。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打

赢污染防治攻坚战，还人民群众

一片绿水青山 ；就是在发展物质

文明的同时，关注生态文明，以

经济改善生态质量，用生态促进

经济发展。减少“三废”排放，

推动产业优化升级，让人民享受

到经济发展带来的便捷实惠，也

感受到环境的改善，增强生活幸

福感。

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推

动公民政治参与、社会参与。生

态文明建设不是空喊口号，它需

要社会人员的广泛参与，群策群

力以集中民智。城市生活垃圾分

类处理就是在与人民代表的交流

中制定工作细则，在人民群众的

配合中推进落实。社会治理是国

家治理现代化的理想状态，生态

文明建设有利于实现公共利益的

最大化，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三）有利于推动社会和谐

稳定

社会和谐既包括人与人之间

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和谐。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 设以习近平

“两山”理论为思想指导，让人

民群众意识到人与自然是依赖共

生的。增强群众环境保护意识，

在立足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共生

共存的基础上发展经济，才能推

动经济持续向好，让人类家园更

加舒适宜居。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 设为社

会发展创造了共同的价值追求，

兼顾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合理开发利用生态资源，其目的

是创造全赢局面以促进社会稳定

发展，是实现“帕累托最优”的

有效路径。同时，生态环境治理

涉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政府加

大治理投入有利于增强政府的公

信力，提高政府效率，规避“塔

西佗陷阱”，进一步推动国家治

理现代化。

生态文明建设是协调人与自

然的关系，也是协调人与人之间

的社会分工与利益分配，是从大

局出发推动社会和谐稳定，减少

利益冲突。在人与自然、人与人

之间共建利益纽带，达成利益共

识，让国家治理现代化带动社会

发展现代化。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

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路径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历史发

展推动下的必然趋势，立足国家

治理现代化创新生态文明发展路

径具有更高远的战略追求和全局

眼光，有利于统筹生态文明建设

稳定向前。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

角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的美好蓝图是以政府主导为前

提，充分调动公民参与积极性，

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治理评估，共

同绘制的绿水青山动态美丽画卷。

（一）重构治理秩序，共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重构治理秩序，共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

的首要路径，是提升国家治理现

代化辐射力的重要抓手。生态问

题是世界问题，影响人类文明现

代化进程。因此，生态保护与环

境治理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每一

代人的使命。

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共同

命运，不以行政疆域为边界。重

构治理秩序，推动人类命运共同

体建设就是要立足整体，从大

局出发。在本位利益和整体利益

发生冲突时，以整体利益为重，

在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发生冲突

时，以长期利益为先。地球作为

最大的生态系统，只有统筹国内

国际两个大局，才能真正构建尊

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子孙

后代的建设，不以时空发展为转

移。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社会不仅是履行对世界人民

的承诺，践行大国担当，更是为

中华民族子孙后代谋幸福、求发

展。通过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提

高资源的可利用性、可再生性，

让中华民族子孙后代也能望得见

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二）统筹布局，推动“五位

一体”和谐发展

坚持统筹布局，推动五位一

体和谐发展，就是要将生态文明

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之中。国家

治理现代化是 一 个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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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马克思主义联系的观点看待

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

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关

系，实现系统推进与全面发展。

在经济建设中，鼓励发展绿

色循环经济，合理开发利用自然

资源。在政治建设中，推动形成

绿色政绩观，把各项生态指标

纳入干部考核体系，转变领导干

部唯经济 GDP 政绩观。在文化

建设中，加大宣传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文化理念，开展生态文明教

育。在社会建设中，发掘生态保

护与社会建设的纽带，创新社会

治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绿水青山是自然景观，更是民生

保障，保护绿水青山就是在维护

社会稳定发展。

统 筹布局，和谐发 展 是社

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创新发

展的关键，在“五位”共建一盘

棋中，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

建 设相统一，共同推 进 全面发

展，有利于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

根本性推进。

（三）多方兼顾，促进多主

体协同经营生态系统

协调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

在优势，坚持多方兼顾，多主体

协同经营生态系统是提高生态环

境治理效率，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保证。

从国内生态文明建设来看，

“ 构 建 政 府为主 导、 企 业 为主

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

环境治理体系”是解决环境问题

的有效路径。政府是经营生态系

统的主导，在考察调研的基础上

制定生态环境保护政策与法规并

带头执行是政府的职责。企业是

经营生态系统的关键，降污减排

是企业应尽的使命，将经济利益

与生态利益相结合是企业长期稳

步发展的内在需要。个人是经营

生态系统的基石，人民群众是优

美生态环境的最大受益者，也应

是最有力的践行者。

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

想状态，即通过国家治理现代化

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在生态环

境治理面前，只有调动一切有利

的积极因素，多方并举、协同治

理，才能稳步推 进生态文明建

设，给子孙后人留下一片绿水青

山。

（四）站位高远，加强生态

文明建设治理评估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动态发展

的过程，在现代化进程中从治理

效果、治理过程两个维度开展定

期合理评估是推动社会主义生态

文明建设的内生动力。围绕治理

效果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评估是从

横向维度展开的对比性评估，即

通过与国外生态环境治理效果的

对标，吸取其他国家治理经验，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

设开拓思路，提供参考借鉴。

围绕治理过程开展生态文明

建设评估是从历史纵向维度展开

的评估，既关注生态环境治理前

后的优化改善，也注重社会公民

生态文明素养的发展提升。中央

政府应结合地区生态治理前后改

善情况，污染源控制处理情况、

污染物排放降低量、绿化面积提

升量、湿地面积增量等细化指标

考察地方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此外，公民环保意识及能力

素养也是影响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建设深入发展的关键因素。只有

让广大人民群众意识到自己是打

赢防治污染攻坚战、打赢绿水蓝

天保卫战的攻坚战士，才能在这

场战役中取得持久性胜利。在加

强对公民生态文明素养评估的同

时，也应意识到评估不是目的，

将评估与素养提升相统一，以评

促改，提升公民环保意识与能力

才是评估的根本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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