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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东北地区资源环境保护进入新阶段

赵一凡

辽宁大学环境学院　辽宁　抚顺　110036

【摘　要】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东北地区的资源环境保护已经进入了全新的阶段。本文首先分析了生态文明建

设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系，回顾了现阶段我国生态文明取得的成果，继而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东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形势、

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情况及主要任务建设，并分析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东北地区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希望能够为东

北地区环境资源的保护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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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态文明建设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1.1 生态文明建设与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的内在统一性

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五位一体”总布局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二者在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中内在统一，相辅相成，共同推进社会主

义建设的进程。生态文明建设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统一性

一方面表现在二者具有相同的逻辑起点和终极目标，生态文

明建设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生态文明社会，出发点和落脚点是

人民的幸福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人

民对幸福的追求，在生产力不断进步的客观条件下，将物质

追求的层面逐步向环境追求、精神追求等转变，实现人与自

然的和谐发展。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与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在实践中相互需要和依存，全面建成“五位一体”的小康

社会，需要在自然资源的支持下下，发展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的各方面，但这种支持并不能以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为

代价，必须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条件下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高级阶段，是在小康社会已有的物质基

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二者互相促进，共同进步。

1.2 生态文明建设当前成果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主要体现在生态文明思想理

论的重大创新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效果上。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领导核心不断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理

论和制度创新，对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进行升华

和充实。在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的追求越来越高的条件下，

习总书记强调生态环境就是生产力，金山银山比不上绿水青

山，应当运用最严格的法治环境保护生态文明的建设发展。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下，习总书记还指出树立生态全球

观，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自从确立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确立以来，我国的生态

文明建设也取得了不错的实践成果。首先是污染环境的治理

力度前所未有的提升，特别是污染进行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效

果显著，其次随着“四梁八柱”等制度体系的形成，我国生

态文明的顶层设计制度体系也日益完整，最后生态环境监管

力度的也在不断加强，自中央环保督查制度实施以来，监管

执法力度空前，在政府的监管和宣传下，企业的守法意识不

断提高，因此生态环境改善的速度也在逐渐加快，我国生态

文明建设正稳步推进。

2 东北地区资源环境保护规划

2.1 东北地区当前生态环境形势

近年来东北部分地区生态环境退化难以遏制，形势不

容乐观。东北地区石油储量丰富，开发力度也远胜从前，但

这也带来了许多问题。以大庆市为例，由于长时间对油田过

度的开发利用，大量的湿地演变成了排污池、废水池，地下

水遭到污染导致生物多样性锐减，许多珍稀动植物濒临灭

绝。东北地区的水土流失也日益严重，部分地区的开发者一

味地追求经济效益，过度砍伐林木资源，对草甸资源投入负

荷的载畜量，结果是原生态的森林过度损坏和草甸地区的过

度放牧，土地功能退化进而出现水土流失。

城市环境污染也是当前东北地区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

东北地区是传统的重工业发展区域，钢铁、建材、化工、金

属冶炼等重工业项目能够给城市带来巨大的收益，同时也是

高污染的项目。虽然近年来政府一直在将高污染行业外移，

但是目前重工业仍是城市经济的主要来源，不合理的重工业

项目会带来工业固体废物的堆积，进而可能对水资源、土地

资源、大气资源等造成不可逆的污染。

2.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的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情

况

东北地区矿产资源丰富，工业基础开始时间早，新中

国成立以后更是成为多个五年计划实施的核心区域，是全国

范围内的能源基地。在高强度的开发建设下，东北地区出

现了众多代表性的资源型城市如大庆、鹤岗、大兴安岭等，

2010 年之前，这些城市依靠本土丰富的地理资源发家致富。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环境与发展 (2)2020,2 
ISSN:2661-3735(Print)

60

2010 年之后，随着矿产资源的锐减，很多资源型企业如依

靠煤、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的企业面临破产和倒闭的窘

境，资源的衰竭使得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民计等都出

现了新的问题。长期以来东北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但换来的

是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破坏，后期生态修复的成本只会更

高。自国家确立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以来，政府和企业也意

识到资源保护和环境治理的重要性，对环境资源方面的投入

力度也更胜从前，但效果有限，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与经济

发展的矛盾突出。

2.3 资源环境保护的主要任务建设

在资源逐渐枯竭和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东北地区在生

态文明方面主要的任务是要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

首先，最重要的是调整产业结构，构建绿色经济体系，在这

个过程中政府扮演着重要的领导角色，通过良好的制度建设

和引导，降低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的数量，提高企业污染防

治能力和处理能力。以往过度倚重第二产业的情形要想改

变，必须扭转发展理念，大力培育第三产业的优质企业，形

成可持续发展的低碳经济。其次，在经济结构转型的同时，

需要加大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加强城市生态修复，不断

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这其中加强城市绿化建设尤为重要，

通过增加城市绿色植被的覆盖区域，吸收有害气体，从而净

化城市空气，达到治理大气污染的目的。再者，除了政府和

企业的任务建设，居民也应当参与其中来，有关环境保护机

构和组织应当加强对资源环境的保护知识的宣传力度，通过

新媒体平台进行知识的传播和扩散，提高居民的生态环境素

养，从源头和细节杜绝环境污染。

3 东北地区资源环境保护进入新阶段

3.1 新的挑战

新时代下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对东北地区资源环境保护

带来了新的挑战，东北地区要确保经济发展的情形下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这就要求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是发展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推进作

用。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必须基

于生态文明的视角，经济的增长不能再以环境破坏和资源浪

费为代价，通过建立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实现人与自然

的和谐共处，而不是传统的杀鸡取卵的发展模式。建立生态

文明，实现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有很多困难，但这

些困难又是可以克服的，政府需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在习

近平生态保护思想的基础上，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绿色经济，

建立和完善高效可行的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和补偿机制，同时

加大污染的防治力度和重点污染企业的监管，在社会进步和

发展的道路上开发新的保护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的新方

式。

3.2 新的机遇

生态文明建设为东北地区带来了不小的机遇，生态文

明建设是一场持久战，面对资源问题和环境问题的治理，东

北各省政府和企业应当牢牢把握机遇，在中国环境资源治理

历程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东北各省政府来讲，资源环

境问题的治理归咎到底是法规制度的缺失，政府对资源和环

境的法律保护不够完善。在生态文明的建设过程中，各级政

府可以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法规制度体系，通过确立新的保护

标准树立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发挥政府为人民服

务的职能，引导企业和居民树立正确健康的发展观念。在环

境防治和治理过程中，各级政府还可以借此机会提高本地的

科学技术水平，支持新兴企业的发展，推进地区的经济结构

的转型和进步。对企业来讲，生态文明建设不失为企业发展

和转变的契机，在政府组织的带领下，企业可以调整更新陈

旧的设备和落后的生产技术，提高自身的生产效率和生产方

式，借此机会融入时代潮流，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4 结束语

东北地区虽然依然面临着严峻的环境资源问题，但是

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背景下对环境资源的保护和利

用已经进入了全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各省发展地方经济

不再是简单的环境资源换取的方法，更多是探寻一种可持续

发展的新模式。相信在绿色发展理念的支持下，通过政府与

企业的通力合作，东北地区一定能够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资

源的协调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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