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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事关国家和民族的福祉，是人民幸福、国家强盛
之本。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的环境治理走出了一条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建设道路。这
为世界环境治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提供了理论导向和现实导向。

1 中国环境治理的特色
我国环境治理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历四十年的历程，

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
中国特色的生态协同治理。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打破了国

家、社会、市场和公众的界限形成了治理合力、凸显了中国的特
色。比如我国通过政府进行行政指令和政治动员，而社区党支委
员会从中协调、形成示范效。这种协同治理还体现在我国近年来
进行的跨域环境治理，这涉及到多个地方的政府联合在一起进行
空气、水等具有流动性质的自然因素的治理。而这种治理手段很
难在在西方社会出现，但在社会主义中国却很容易合作并能很好
地开展相应的治理。这是中国环境治理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中国特色的绿色经济。中国的绿色经济体现在我国拒绝走“先污
染后治理”的老路，环境治理始终遵循“谁污染、谁负责”的原
则，注重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根本问题。“绿色经济”、“绿
色发展”的理念凸显出了我国环境治理的理论向度。

中国特色的“河长制”。 “河长制”指的是由我国各级的政
党干部主要的负责人对于自己所在省市相应的河流和湖泊进行管
理和保护。2003年这个制度首先在浙江长兴县实行， 以后，“河
长制”成为中国环境治理中的独特概念，并把当地的环境情况加
入到地方政府官员考核的标准中来。而西方国家并没有这概念，
同时西方的国家制度和传统的理念并不适应这种制度的实行，所
以“河长制”只能在中国制度中才能实现。

中国山区森林保护的“井田制”。中国西部很多山区在对森
林进行保护的时候地方政府给出一定的专项资金，但是这些资金
并不能完全覆盖村民在种植森林和保护森林的费用，所以不足的
资金需要村民自行筹集。因此，在法规里面也规定如果村民对于
需要分管的山头无力承担可以转让给其他人，这种规定虽然并没
有像古代“井田制”那样严格但与井田制中农民不仅要对自己的
私田进行耕种还要负责好公田的耕种的做法非常相似。

中国特色的生态补偿机制。我国环境保护在中央有财政支出
的独立账户，各地方政府也有自己的环境保护支出的独立账户，
并受到相应的法律保护。这在西方国家中是很难实现的。这就为
我国的环境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2  中国环境治理的当代价值
我国的环境治理必须立足于当前人类社会特殊的生态环境

中，注重中国的人口因素，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条件，中国的环
境治理才能更有前途和出路。这是中国环境治理过程中经验教
训。对于我们走好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有利于加快生态文明体制的改革，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的新格局。环境保护是一场革命性的改革，通过这样一场变
革，不仅能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而且能把生态文
明建设纳入到制度化和法治化的轨道上来。为建设美丽中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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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良好的人文环境。有利于继续推进中国的绿色发展，着重解
决好突出的环境问题，加强环境保护力度。解决好环境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现实状况，使得人民群众能够不断实现自己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给子孙后代留下美丽的生活环境。

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可以为世界上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环
境治理、国际环境治理、世界范围内跨域环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
和中国方案。世界范围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治理由于国家
之间的利益不同陷入了一个瓶颈期，而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的成
功可以为打破这种瓶颈提供真实的案例。

3  科学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
面对日趋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这就
要求我们必须树立尊重、顺应、保护自然的理念，科学认识
和把握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

从实事求是的角度科学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
我国在进行环境治理时针对山水林田湖都分别制定了相应的具体
法律，同时环境治理的技术运用也针对不同的环境法要素有所
区别和要求。我国环境治理以人为中心对环境要素——山水林
田湖的实际情况进行不同的治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理念。

从客观规律的角度科学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的环境治理。自
然界的发展和变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按客观规律办事，
就是要使人的活动符合自然而不是违背自然的规律，我国的环境
治理就应以制度和法律来约束和防止人们因贪欲或者急功近利而
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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