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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政治化视角下的生态现代化路径探析 

马旭红    秦蓁 

一、生态现代化与生态政治化概念及关联性 

生态现代化的概念是德国学者胡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来的。其核心内容是以发挥生态优势推进现代化进程，实现经

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体现了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建设生态现代化，必须把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综合起来考虑，把生态建

设看成是发展之义、发展之举，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加快推进发展模式由先污染后治理型向生态亲和型转变，决不能以牺牲环

境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发展。生态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以发挥生态优势推进现代化进程，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生态政治学是随着科学对生态关系研究的深入，随着一系列环境运动的推进，原本被看作仅仅属于自然界的生态问题便逐

步凸显了其内在的社会属性而产生的。这意味着生态学研究已从学术领域转变为一种现实的政治活动，生态和政治开始联姻，

人们开始用政治的眼光来看待生态问题，把生态问题提升到了政治的高度，政治问题开始进入生态领域，生态政治学便应运而

生。生态政治化是生态保护与政治建设的辩证统一，是在整个政治决策过程中的生态思考，是以生态配置和生态系统为基础，

建立健全的生态系统配置的长期政治战略。全民具有强烈的生态意识、高度的生态参与度，积极参与到关系他们切身利益的生

态政治的决策中，以促进政府生态决策的优化、科学化和民主化。生态政治化就是把生态政治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在实践中探析

完善的过程。 

二、金沙县生态政治化视角下的生态现代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金沙县生态政治化视角下的生态现代化面临的机遇 

金沙县正在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双赢的局面。良好的基础及其生态文明转型，为金沙县生态现代化与生态政治化的推

进奠定了坚实的、具有可持续性的基础。 

新 《 环境保护法 》 的颁布实施，为金沙县生态现代化与生态政治化的推进奠定了法制基础，新 《 环境保护法 》 体

现了严刑峻法、重典治污的强大态势，有利于打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震慑环境犯罪，建立良好环境秩序。新 《 环境保护法 》 

赋予了相关监管部门一定的强制权，环保部门可以实施查封、扣押等强制措施，环保执法有了强硬的“杀手铜”。按日计罚、不

设上限、将环境违法信息记入社会诚信档案、向社会公布违法者名单、行政拘留等法律措施，将大大提高环境违法成本，将形

成更加严厉的倒逼机制，迫使企业规范自身行为。新 《 环境保护法 》 进一步明确了公众参与的权利和义务，扩大了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的主体，为公众全面参与环保、维护环境权益起到保驾护航作用，为我们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强大武器。 

（二）金沙县生态政治化视角下的生态现代化面临的挑战 

生态现代化与生态政治化建设需要树立一种新的发展观、新的现代化的理念。生态现代化与生态政治化不是不要发展，或

者是放弃现代化，而是要更好、更有质量地发展，更加全面均衡协调地发展。目前我国已经到了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的新

阶段，以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以及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着眼点，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

会为本质要求。 

金沙县在生态现代化与生态政治化发展中面临许多挑战：以 GO 尸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制度，使得与 GO 户无关的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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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被政府官员漠视；“村村冒烟”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使得环境问题异常严重；蔓延式和满天星斗式的城镇化模式，使得

小城镇遍地开花，带来耕地被占、污染向农村转移、缺乏环保设施与环保队伍、环境恶化的问题；高耗、高排、高污的工业增

长模式，使得工业污染的影响加剧，且具有强累积效应；生态政治化意识比较淡薄，许多人缺乏保护生态环境，优化经济发展

的理念，不能正确处理经济发展的“好”与“快”的关系；环保部门、监察执法力量较为薄弱，执法和管理力度不够，企业存

在“违法成本较低、守法成本较高”的现实问题：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应急处理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应对突发性环境污染事

件的各项能力仍需加强；主要污染物减排压力较大，环境污染防治的任务日益加重。 

三、金沙县以生态政治化促进生态现代化的路径探析 

( 一）加强生态政治宣传，提高生态政治意识 

生态现代化的建设，不是简单地从污染治理入手，而是要从树立人的生态政治理念、改变人的行为模式出发，通过加强生

态政治宣传，提高人们的生态政治意识，要确立“生态优先”理念，实施持续发展战略，遵循生态发展规律，在保护与改善生

态环境的前提下发展经济，达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双赢的目的。 

在加强生态政治宣传方面，金沙县要进一步充分利用新闻媒体组织专题宣传，用好（金视聚焦 》 等栏目，反映金沙县生

态现代化成果和取得的经验；要以校园为主阵地，开展生态政治化教育，开展环境日主题系列宣传活动；要抓好街头宣传活动，

发放宣传资料营造全社会关 I 合支持和参与环境保护的良好氛围；要贯彻学习 《 环境保护法 》 等法规，提高群众知晓率，

增强全民环保意识，扩大环保知识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在改变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方面，首先，我们必须树立“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围绕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贯彻生态政治理念，遵循生态规律、资源优化配置和可持续利用与保护，促进经济与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和协调发展，以及以生

态技术为基础的经济发展。其次要改变“先污染后治理”的思维方式，改变粗放型的发展思路，始终注重经济发展，不应以牺

牲环境为成本，生产力布局必须符合当地的生态条件，通过抑制污染，减少能源消耗，形成人人关心的社会风俗和文化氛围。 

（二）创新行政管理体制机制，加强政府生态责任 

生态现代化与生态政治可以促进环境与经济政策的整合，并创造一种新的政策工具。生态政治的目的是为了使政府找到一

种新的方法来弥补以往方法的缺陷。 

因此，政府必须在其中发挥主导地位，成为引导生态现代化发展的施动者。政府必须树立科学的政绩观，建立科学的“绿

色 GDP”评价体系，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生态政绩观，彻底扭转传统政治思维发展的模式，促进生态与政治的结合，加

强生态系统建设，建立广泛的生态监督机制，确保政府生态责任的履行。为此，应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创新行政管理体制机制。  

1 ．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建设法治型政府 

要重视生态立法；努力提高制度建设质量，制定法律应充分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

行政、合理行政。  

2 ．提高履行行政职责的能力，建立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责任政府建设是适应经济发展模式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据宪法和法律法规，依法明确职能，依法履行职责，依法承担法

律责任。建设责任型政府要建立责任落实机制、责任评估机制、责任追究机制。为此，金沙县在责任型政府建设中要强化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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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部门责任、企业主体责任、抓好队伍建设。 

（三）积极引导公众参与，努力实现社会各方面的生态化 

生态政治化建设除了政府的重要生态责任外，更重要的是公众参与生态政治建设。因为公众既受环境终端的影响，也对环

境有影响。生态政治过程实际上是贯彻在社会和生态各个领域的过程，只有通过促进生态的社会层面，使不同的产业、不同层

次的人通过自己的行为参与生态政治的建设，才能加快生态政治建设的进程，催生生态政治。生态政治对全民生态意识的高要

求，更依赖于公众的生态教育知识的实现和公众的强烈的生态意识。非政府组织和学者在生态现代化与生态政治化过程中的作

用应当得到提升，他们应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参与到寻找解决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去。形成政府、企业、非政

府组织、学者、环境工作者以及科学家的合作框架，共同合作去重建生态经济。 

（作者单位：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公管部金沙县环保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