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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 

（国务院 2000 年 11 月 26 日发布 国发[2000]38 号）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伟大事业和宏伟工程。

坚持不懈地搞好生态环境保护是保证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为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落实环境

保护基本国策，巩固生态建设成果，努力实现祖国秀美山川的宏

伟目标，特制订本纲要。 

一、当前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状况 

（－）当前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1.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取得了一定成绩。改革开放以来，党和

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的重大举措，加大了生态环境建设力度，使我国一些地区的生态

环境得到了有效保护和改善。主要表现在：植树造林、水土保持、

草原建设和国土整治等重点生态工程取得进展；长江、黄河上中

游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工程全面实施；重点地区天然林资源保护和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开始启动；建立了一批不同类型的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和森林公园；生态农业试点示范、生态示范区建设稳

步发展；环境保护法制建设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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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国生态环境状况仍面临严峻形势。目前，一些地区生态

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生态环境破坏的范围在扩

大，程度在加剧，危害在加重。突出表现在：长江、黄河等大江

大河源头的生态环境恶化呈加速趋势，沿江沿河的重要湖泊、湿

地日趋萎缩，特别是北方地区的江河断流、湖泊干涸、地下水位

下降严重，加剧了洪涝灾害的危害和植被退化、土地沙化；草原

地区的超载放牧、过度开垦和樵采，有林地、多林区的乱砍滥伐，

致使林草植被遭到破坏，生态功能衰退，水土流失加剧；矿产资

源的乱采滥挖，尤其是沿江、沿岸、沿坡的开发不当，导致崩塌、

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沉降、海水倒灌等地质灾害频繁发生；

全国野生动植物物种丰富区的面积不断减少，珍稀野生动植物栖

息地环境恶化，珍贵药用野生植物数量锐减，生物资源总量下降；

近岸海域污染严重，海洋渔业资源衰退，珊瑚礁、红树林遭到破

坏，海岸侵蚀问题突出。生态环境继续恶化，将严重影响我国经

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生态环境安全。 

（二）当前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 

3.资源不合理开发利用是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一

些地区环境保护意识不强，重开发轻保护，重建设轻维护，对资

源采取掠夺式、粗放型开发利用方式，超过了生态环境承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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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部门和单位监管薄弱，执法不严，管理不力，致使许多生态

环境破坏的现象屡禁不止，加剧了生态环境的退化。同时，长期

以来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投入不足，也是造成生态环境恶化

的重要原因。切实解决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与问题，是我们面临

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与目标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4.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的指导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中心，以改善

生态环境质量和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为目标，紧紧围绕重点地

区、重点生态环境问题，统一规划，分类指导，分区推进，加强

法治，严格监管，坚决打击人为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动员和组织

全社会力量，保护和改善自然恢复能力，巩固生态建设成果，努

力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为实现祖国秀美山川的宏伟目标打

下坚实基础。 

5.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坚持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

环境建设并举。在加大生态环境建设力度的同时，必须坚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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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彻底扭转一些地区边建设边破坏的

被动局面。 

坚持污染防治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应充分考虑区域和流域

环境污染与生态环境破坏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坚持污染防治与生

态环境保护统一规划，同步实施，把城乡污染防治与生态环境保

护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实现城乡环境保护一体化。 

坚持统筹兼顾，综合决策，合理开发。正确处理资源开发与

环境保护的关系，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经济发展

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近期与长远统一、局部与全局兼顾。进行资

源开发活动必须充分考虑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绝不允许以牺牲生

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眼前的和局部的经济利益。 

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使用谁付费制度。要

明确生态环境保护的权、责、利，充分运用法律、经济、行政和

技术手段保护生态环境。 

（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 

6.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目标是通过生态环境保护，遏制生态环

境破坏，减轻自然灾害的危害；促进自然资源的合理、科学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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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自然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确保国民

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近期目标。到 2010 年，基本遏制生态环境破坏趋势。建设

一批生态功能保护区，力争使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的源头区，

长江、松花江流域和西南、西北地区的重要湖泊、湿地，西北重

要的绿洲，水土保持重点预防保护区及重点监督区等重要生态功

能区的生态系统和生态功能得到保护与恢复；在切实抓好现有自

然保护区建设与管理的同时，抓紧建设一批新的自然保护区，使

各类良好自然生态系统及重要物种得到有效保护；建立、健全生

态环境保护监管体系，使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得到有效执行，重点

资源开发区的各类开发活动严格按规划进行，生态环境破坏恢复

率有较大幅度提高；加强生态示范区和生态农业县建设，全国部

分县（市、区）基本实现秀美山川、自然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远期目标。到 2030 年，全面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使

重要生态功能区、物种丰富区和重点资源开发区的生态环境得到

有效保护，各大水系的一级支流源头区和国家重点保护湿地的生

态环境得到改善；部分重要生态系统得到重建与恢复；全国 50％

的县（市、区）实现秀美山川、自然生态系统良性循环，30％以

上的城市达到生态城市和园林城市标准。到 2050 年，力争全国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34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