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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生态文明制度

体系的建设在此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文章利用2012年以来中央相关部委出台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文

件和相关研究文献，分析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的形成和演化特征，剖析了代表性创新制度的发展历

程，预估了进一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走向。结果表明，从政策维度上看，生态文明制度可归纳为四大

领域：绿色发展、环境治理、生态保护和综合类。其中，绿色发展类制度文件数量最多；从政策权能上看，

发布单位以中央层面及多部委联合为主，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创新性生态文明制度大多都历经“探索—试点

试验—总结与推广”的发展过程，不同制度间联系紧密，相互支撑，构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制度体

系。通过梳理发现，未来我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预期走向为：加强法律法规保障，强化制度间的高效

协同，完善绿色低碳发展政策，加强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制度的评估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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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的重要内容，不仅关系到民生福祉、党政使命，还

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而制度建设则在生态文

明建设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保障作用。2014 年 10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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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上强调，“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明的法治，

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2023年11月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发表的《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需要处理好几个重大关系》 文章中再次指出，

“必须始终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

环境”。

生态文明制度泛指有利于支持、推动和保障生态

文明建设的各种引导性、规范性、约束性规定和准则

的总和，包括正式制度 （原则、法律、规章、条例

等） 和 非 正 式 制 度 （伦 理 、 道 德 、 习 俗 、 惯

例等） [1,2]。

十八大以前，我国曾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

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法》等法律制度，2000 年，国务院还印发了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但受国家发展水平等多种

因素限制，实施成效并不显著，实践中暴露了很多问

题，如体系不完善、执行效力不够、部门之间缺乏协

调性等[3-5]。因制度不完善，制度体系不健全，各级政

府面对耕地占用、森林砍伐、生态破坏、大气和水土

污染等事件，往往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

理方法，缺乏对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的全局思考，致使

各种生态环境问题不能得到切实有效解决，更谈不上

生态环境持续、大幅改善。

十八大以后，为彻底从根源上解决我国的环境问

题，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战略决策，将制度建设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点，相继出台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从总体目

标、主要原则、基本理念、重点任务、制度保障等方

面对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进行全面安排，为此后一系列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构建的具体举

措，提供了全局性、综合性和指导性的行动指南[6,7]，

也驱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了历史

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当前，虽然我国生态环境正在逐渐转好，但生态

环境保护措施实施中结构性、根源性及趋势性的压力

未得到根本缓解，生态文明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

行的关键建设时期，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进一步

补足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

体系已经成为当前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任

务。面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继续深化的目标任务，本

文重点梳理总结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的进展和

代表性体制的创新发展，并以习近平总书记最新讲话

精神为依据，预判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未来走向。

1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推进情况

生态文明的概念最早出现于2005年的中央人口资

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会议提出“完善促进生态建设

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制定全国生态保护规划，在全社

会大力进行生态文明教育”。随后，在2007年10月召

开的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融入生态文明的理念，将

“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后一个

目标，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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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要求“把生态文明

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

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

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因此被

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成为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国家战略之一。自此，生态文明

视域下的制度建设进入体系化阶段。

1.1 制度体系建设的推进过程历经了3个阶段

总体而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制度

体系建设经历了3个阶段。

（1）制度体系建设酝酿期（2012—2015 年）。该阶

段中，按照十八大的统一部署，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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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联合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等部门，开展源头

防控、过程严管、后果追究等相关制度的调研，开始

研究并起草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期间，相关

部委积极贯彻十八大精神，在各自发布的文件中积极

增加资源节约、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等内容，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与环境保护部还分别开展了生态文明

试点创建工作。统计2012—2022年中央层面和部委层

面生态文明相关的文件发布情况，结果显示，2013—

2014年，相关文件发布数量合计均在20份以上，略高

于2012年（图1）。

（2）制度体系建设快速推进期（2015—2018 年）。

该阶段开始的重要标志是《方案》和《意见》两个纲

领性文件的发布。2015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召开会议，审议通过《意见》。2015年 9月 11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方案》。《方案》和《意

见》发布后，相关部门围绕这两份文件，特别是《方

案》中涉及到的 8项制度进行落实和细化。统计 2012

—2022年中央层面和部委层面生态文明相关的文件发

布情况，结果显示，2015—2017年，相关文件发布数

量明显多于 2012—2014 年。其中 2016 年最多，接近

60份（图1）。

（3）制度体系建设全面推行期（2018—2022 年）。

该阶段的显著标志是国务院相关部委改革和大规模的

示范区建设。2018年为适应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需

要，国务院对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部进行了重新整

合，自此生态环境管理体制基本理顺，多头管理的弊

端得到清理。同期，部分制度的试点试验进入尾声，

在总结制度试行经验后逐渐开始全国推行。截至2022

年，生态环境部共公示命名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市县6批470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

基地 6批 187个。统计 2012—2022年中央层面和部委

层面生态文明相关的文件发布情况，结果显示，2019

年后相关文件发布数量大幅增长，从2019年的不足20

份上升到2022年的150份以上，其中关注区域性、综

合性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如乡村环境治理、长江和黄河

等流域保护及青藏高原的生态保护等的相关文件明显

增加（图1）。

1.2 制度体系建设已全面覆盖生态环境及绿色发展
领域

统计2012年1月—2022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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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2—2022年我国中央和部委层面生态文明相关的文件发布情况

Figure 1　Publication of documents related to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t central and ministerial levels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22

（a）不同领域发文；（b）不同层面发文

(a) is in different fields; (b) is of different de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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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中央有关部委出台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相关政策

文件，结果显示，相关文件数量达 550余份。所发文

件覆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各个方面。按照生态文明

涉及的领域，相关文件内容可归为 4 类：绿色发展、

环境治理、生态保护、综合类①。从检索到的文件来

看，2012年1月—2022年9月的10年多时间内，中央

和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生态文明制度相关文件绿色发

展、环境治理、生态保护以及综合类政策分别占33%、

25%、24%和18%（图2）。

1.3 制度体系建设以中央和多部委及时联动为主要
特点

政策文件的统计结果显示，生态文明制度文件多

以中央层面文件②和多部委联合发布文件为主（图3）。

其中中央层面出台制度约 136项（24.5%），涉及生态

文明制度的各个方面，表明中央层面高度重视制度的

总体设计。部委间的联合发布文件总计 158 件

（28.5%），集中在绿色发展 （39.9%） 和生态保护

（31.6%）领域，涉及部委大多在 5个以上，体现了部

门之间的协作和联动性。其他为各部委落实中央部署

战略或任务而单独发布的政策措施，如中央环保督

察、环境污染监管等为生态环境部负责，自然资源的

调查及节约利用等属自然资源部，而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集中在协调推动生态文明改革、调控区域绿色

发展和资源节约领域。

生态文明建设制度的制订和实施依赖于完善的监

管体制，有效的中央机构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

有力保障。自2012年以来，围绕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

构建、运行，中央机构进行了2次较大调整：① 2018

年，国家改革生态环境监管机构，设立自然资源部和

生态环境部，随着相关部门职责划分，空间规划、资

源调查与利用、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等工作的具体监

管体制与权属职责更为明确，也进一步提高了政策的

执行效率；② 2023年，以生态文明制度实施成效为依

据，生态环境部做出增设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协调局、

撤销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环境管理局牌子等调整措

施。顺应时势的中央机构调整也为生态文明制度的继

续深化改革提供了重要条件。

2 代表性生态文明制度的创新和发展

根据《方案》，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具体包括 8项，

分别为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空间

规划体系、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资源有偿使用

和生态补偿、环境治理体系、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

场体系、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等制度。

对比出台的制度文件和对应的研究文献，可以看出很

① “综合类”指推进意见、总体方案的顶层设计类文件及涉及多个方面的综合性政策等。

② 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其办公厅发布的文件，以及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发布的法律法规。

综合类 18%

绿色发展 33%

生态保护 24%

环境治理 25%

图 2 我国中央及有关部委出台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相关

政策文件数量及占比统计图

Figure 2　Proportion of policy documents in various field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issued by 

central government and relevant departmen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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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制度都是从无到有的创新，突出表现在自然资源产

权、环境损害赔偿、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红线、生态

补偿及责任追究等制度（图4）。大多数制度创新都经

过了“探索—试点试验—总结推广”的过程检验。

自然资源产权的界定及规范化是生态文明制度体

系改革及施行的重要前提之一。2013 年，党中央在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中点明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

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此后相关问题引起国内

外高度关注，特别是涉及相关利益方较多的土地、矿

产的产权更迭问题，关注度更高。自然资源产权制度

包括所有权和他物权（主要为权属的交易） [8]。自然

资源所有权的确定经过试点探索，目前已基本完成水

流、森林等自然资源的登记，已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

的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流程。但是，我国产权改革由于

自然资源作为公共资源的内在矛盾性，特别是政府财

政资源的博弈及此前制度的延续，且缺少相关实证性

研究[8-12]，因此自然资源产权制度的完全确立仍需一

定时间。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对损害主体环境负外

部性的一种事后纠正，属于惩罚性机制。2015 年以

前，我国的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存在立法缺失、索赔不

明、资金管理不全等问题，常引发“企业污染、群众

受害、政府买单”等困局[13]。2015年有关改革文件发

布后，有关损害赔偿的政策开始被学者关注。目前，

在经过试点 （2015—2017 年）、全国试行 （2018—

2020 年）后，全国已初步建立起责任明确、技术规

范、赔偿到位、修复有效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红线是我国为加强生态系统

空间管控而提出的重要制度，均属于生态文明制度建

设中的标志性创新制度。国家公园体制的目的是建立

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地的生态保护体系，国

家公园的概念在2013年《决定》中首次官方出现，此

后相关文献研究开始集中于对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独

立研究。经过2015—2020年的国家公园试点，2021我

国正式设立三江源、东北虎豹、大熊猫等第一批国家

公园，基本确立分级统一管理机制、逐步完善相关法

律并初步改善了社区民生（如三江源试点结合精准扶

贫） [14-16]，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体制。生

态保护红线是我国对空间环境从源头上实施生态保护

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虽然2011年我国官方文件中首

次提出，但在2013年的《决定》中重申后，相关研究

才开始出现。目前，生态保护红线不仅成为维护我国

生态环境安全的底线，也成为促使环境改善可持续的

关键措施，同时也是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的重要依

据[17]。发展至今，我国的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已基本

划定。

生态补偿机制以经济学中的外部性理论为主要理

绿色发展 环境治理 生态保护 综合类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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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73

9

40

2

26

33

23

7

1

56

18

37

42

3

14

4

33

33

20

9

6

24

9

136

158

28

61

86

86

图3 不同领域下我国生态文明相关政策文件的发文单位

数量分布图

Figure3　Quantity of publishing departments of policy 

documents related to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various fields

本研究在统计时根据已有文件原发布部门进行统计，并将职

能相近的部委数据合并，如国土资源部与自然资源部等，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图中简称“国家发改委”）单独统计

In this study, the statistics are based on the original release 

departments of the policy documents, and the data of the 

ministries with similar functions are merged, such as Chinese 

Ministry of Land and Resources and the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 Ministry of Forestry and the National Forestry and 

Grass Administration, etc., while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separately was cou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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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础，提出受益方对受偿人的生态外部性收益进行

补偿[18]，是平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经济

性手段之一。因此，生态补偿制度在我国开始时间较

早，其研究也相对较多且受政策导向明显[19]。我国在

2013年以前虽然有相关的法律或条例涉及正外部性补

助或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机制等，但在全国推广

环境
损害
补偿

政策

文献
研究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相关研究开始增加，多集中于环境诉讼及司法立法相关的研究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 )》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

《关于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办法 (试行 )》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

自然
资源
产权
制度

政策

文献
研究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办法 (试行 )》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水流产权确权试点方案》

《关于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
管理体制试点方案》

《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不动产统一登
记与土地承包合同管理工作有序衔接的通知》
《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交易规则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构建总体方案》
《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快宅基地和集体建没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

产权的概念研究 产权制度在我国如何改革，特别是关于矿产、土地 (包括宅基地等 )的使用权管理的研究较多

国家
公园

政策

文献
研究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主要为介绍国外国家公园建
设、管理、规划等 开展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独立研究增多，包括管理机制、社区民生、国外对策等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

《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体系的指导意见》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设立三江源、武夷山、海南热带雨
林、东北虎豹、大熊猫等国家公园

试点结束
《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

生态
红线

政策

文献
研究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关于生态红线的关键词研究出现；文献研究主要为生态红线理论、划分技术、管控等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间题的决定》

《国家生态保护红线 -生态功能基线划定技术指南（试行）》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关于加强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管控的指导意见》

《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

《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技术规程》
《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

《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

的通知（试行）》
《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办法

（试行）》
《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
（试行）（征求意见稿）》

生态
补偿

政策

文献
研究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方式研究开始增多

流域、国家公园等领域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增多；补偿标准核算、补偿配套机制等成为热点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
《关于加快建立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指导意见》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
《支持长江全流域建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实施方案》

《支持引导黄河全流域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实施方案》
《生态保护补偿条例（公开征求意见稿）》

《生态综合补偿试点方案》

责任
追究

政策

文献
研究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相关研究较少，多是政策解读、政策演变、政策的环境效应等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方案》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 )》

《环保督察工作方案 (试行 )》

《关于改进贫困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
部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核工作的意见》

《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办法》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
工作办法》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规定 (试行 )》

图 4 制度创新典型案例分析图

Figure 4　Analysis chart of typical cases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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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仍始于 2013年的《决定》，2015年

的《方案》和《意见》则成为近年来我国生态补偿机

制的总纲和引领[20]。到目前为止，我国在森林、草

原、湿地、荒漠、海洋、水流、耕地等重点领域及部

分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制度已基本确立，基本形成

了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参与的生态补偿模式，并在

逐步探索并增加市场化运行模式。

责任追究制度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终身责任追究制

从源头上遏制一些地方政府不科学政绩观，扭转政府

中存在淡化或丧失保护环境、过度开发利用资源的现

象[21,22]，属于生态文明建设制度的综合维度。2013年

《决定》中提到要在全国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

追究的制度，2014年针对贫困地区的领导干部考核中

增加了生态环境一项，此后陆续出台了有关党政领导

责任追究的内容如离任审计、环保督察等制度。虽然

我国政府关于责任追究制度的建立较为迟缓，但中央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环境效应显著[23,24]，揭露并

减少了环保目标责任制及考核制流于形式、环保基础

设施落后、地方政府监管不力等问题的出现，并成为

我国环境保护治理的重要保障制度之一。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由多个领域的不同制度交互

形成，绿色发展、环境治理及生态保护的制度具有非

独立性，其相应的生态文明制度也嵌套融合，如生态

文明责任追究制度贯穿于资源产权、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生态保护红线、生态补偿等制度，生态补偿、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环境准入负面清单、绩效考核等都

属于生态红线中的配套保障制度，国家公园体制则需

与生态红线、资源产权、生态补偿等制度进行衔接。

不同制度之间联系紧密，相互支撑，旨在实现“源头

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生态环境问题解决方

式，由8项体制改革制度组成的产权清晰、多元参与、

激励与约束并行、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最

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3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未来走向

2023年 7月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加快

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

并指出“要强化法治保障，统筹推进生态环境、资源

能源等领域相关法律制修订，实施最严格的地上地

下、陆海统筹、区域联动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全面

实行排污许可制，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

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要完善绿色低碳发展经

济政策，强化财政支持、税收政策支持、金融支持、

价格政策支持。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

合，将碳排放权、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等资源环

境要素一体纳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总盘子，支持出

让、转让、抵押、入股等市场交易行为，加快构建环

保信用监管体系，规范环境治理市场，促进环保产业

和环境服务业健康发展”。依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

精神，结合本文对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系统梳理，未

来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深化改革的走向主要包括以

下4个方面。

3.1 将进一步强化法律法规保障

生态环境综合性法律法规的建设及生态文明建设

领域法律的修订将进一步加强，以逐步消除各项法律

法规之间的冲突；未来也将一并协调我国各项环境法

律法规与国际公约、国际法之间的内容，建立符合国

际通则的生态环境法，以助力全球环境治理；生态环

境政策法规也将更加明确，保证可用法律规范各级政

府的生态保护行为。

3.2 将进一步强化制度间的高效协同

基于现有的制度基础，制度间的高效协同将会从

综合制度体系、管理方式及区域系统性 3个方向进行

展开。排污许可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和国

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等综合性制度体系逐步完善；现

有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组织方式进一步完善，未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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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深化区域协同，强调全国一盘棋整体布局和系统

集成，提高治理效率；山上山下、地上地下，以及流

域上中下游的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政策的系统制订，

流域生态系统山水林田湖草沙的一体化保护和修复、

区域环境污染联防联控和减排都将协同推动，并共同

构建生态监管平台体系。

3.3 将全面完善绿色低碳发展经济政策，健全生态
文明建设的投入机制和参与机制

新时代美丽中国的建设将从国家投入为主的发展

方式转换为以政府为主导、全社会参与，在资金投入

进一步扩大、各级政府支出责任划分清晰的同时，系

统总结和推广浙江、福建等生态文明试验区的系列经

验，包括集体林权改革、绿色金融、碳排放交易、生

态补偿、生态旅游、地理标志产品等生态资产价值实

现成果，并将继续鼓励地区政府统配多渠道、多层

级、多领域资金，以带动更多社会资本主动参与到生

态建设和环境治理中，建立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市场

化建设、运营、管理的有效模式。

3.4 将加强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制度的评估和研究

系统完整制度体系的建立是一个长期过程，生态

文明制度的顶层设计和框架体系确立后，需要通过机

构改革和政策制定等方式，使整个国家的基本性经

济、社会和生态管理体制具备生态文明思想的表

征[25]，全地区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以及全社会的生

产生活方式等都产生实质性的改变。要实现这个转

变，需要基于不同区域的发展情况，围绕生态文明制

度改革进展难点及需求，继续推进不同学科交叉融通

的综合性研究，未来政府可能将更加深入推进美丽中

国数字化治理体系的技术研发，并加强生态文明制度

建设成效的评估，以系统性、全面性发挥生态文明建

设政策工具的巨大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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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and prospects on institutional system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YANG Linsheng1,2 GUO Yanan1,2 ZHU Huiyi1,2 XIE Gaodi1,2 LIAO Xiaoyong1 GE Quansheng1,2*

（1 Key Laboratory of Land Surface Pattern and Simulation,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C) in 

China has undergone historic, transitional, and comprehensive changes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The construction of system is the core 

content and the basic guarantee for the success of EC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government documents of EC construction and related 

research literature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EC construction system, pars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representative innovation policies, and then predicts the trend of the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of EC syst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levant policies of EC can be summarized into four categories: green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comprehensives. Among them, the number of policies for green development is the mo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empowerment, the issuing organizations are mainl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r multi-ministerial joint effort, 

with a strong sense of comprehensiveness. Most of the EC policies have gone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exploration-pilot 

test-promotion”. Different EC policies are integrated, and support each other, forming a sound EC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the expected trend of the future deepening reform of China’s EC system includes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strength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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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uarantee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strengthening the efficient coordination between systems, improving the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of EC system and Beautiful China.

Key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eautiful China, green development, institutional system, system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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