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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年来江西省 

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综述 

陈正兴 1，王照应 2 

( 1． 江西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 330022，南昌； 2．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400715，重庆) 

摘要: 旨在综述改革开放 40 年来江西省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历程，总结经验，剖析问题，迎接挑战，为建设美

丽中国提供参考。纵观 40 年来江西省对生态环境考察、研究、开发、利用、保护、建设及其取得的进展，可将其大致划分为 5 

个阶段: 1) 学术研究与考察阶段( 1978 － 1984) ； 2) 综合治理阶段( 1985 － 2000) ； 3)深入开发与扩大影响阶段( 2001 

－ 2008) ； 4) 生态经济区与生态文明示范省建设阶段( 2009 － 2016) ； 5)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探索阶段( 2017 － ) 。

总结江西省 40 年来在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的 5 个阶段表明: 一是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立足自身实际，实事求是； 二是经济

发展应与生态建设相协调； 三是坚持绿色发展，科学发展；四是创新机制体制，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主体框架； 五是健立健全

法律机制，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法制保障。江西省要根据多年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经验，发现问题，找到不足，补齐短板，

从强化督察、创新机制、完善体制、发挥民间环保力量、加速建立环境治理市场交易体系、探索农村环境治理机制等方面加快

新时期江西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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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改革开放的 40年, 是中国经济腾飞的 40年, 也是中国环境质量波浪式变化的 40年
[1,2]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上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就:2010年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 2位并保持至今, 2018 年城镇化率升至 58.52%,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综合国

力显著增强
[3]
。但同时也造成了许多资源环境问题, 突出表现在资源消耗过快、过大, 环境污染有增无减, “生态压力”空前提

高等方面, 使我国面临着巨大的生态环境压力, 环境保护成为重中之重
[4]
。在此背景下, 本文对改革开放 40 年来江西省对生态

环境建设保护历程展开探讨, 以期为我国其他地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经验、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借鉴。江西省位于我国中

部地区, 地理位置为北纬 N24°29′～30°04′, 东经 E113°34′～118°28′, 属于亚热带湿润气候；省内有我国第一大淡水

湖—鄱阳湖, 其在江西及我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同时也是世界生命湖泊网的重要成员, 在促进江西乃至全国生态文明建设

中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5]
。江西省前期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工作主要是围绕鄱阳湖流域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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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术研究与考察 (1978-1984)  

改革开放后, 党和国家的主要工作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 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江西省生态环境研究治理工作
[6]
。1982

年, 江西省科学技术委员会与江西省科学院邀请省内外的有关科研工作者, 对鄱阳湖及鄱阳湖区进行了 4 次预备性考察, 经过

多次论证后, 向江西省人民政府提交了《关于对鄱阳湖及鄱阳湖区进行综合科学考察的请示报告》及“鄱阳湖区综合考察和治

理研究”计划
[5]
。从 1981-1983年, 江西省科学技术协会先后多次组织相关人员开展鄱阳湖综合治理与开发利用的学术研讨, 提

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1983 年开始, 省政府组织了省内 17 个部门, 以及省内外 39 个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 总共 600 多名科技

工作者, 对鄱阳湖区和赣江流域进行跨部门、跨地区、多学科的联合科学考察
[5]
。考察总目标是:查明鄱阳湖流域及湖区的社会

经济情况和自然资源状况, 制定开发治理方案, 建立开发治理试验样板。 

2 综合治理 (1985-2000)  

根据前期考察的结果, 江西省提出了“江西山江湖开发治理工程” (简称山江湖工程) 。“山江湖”是指江西境内五大河 (赣、

饶、信、抚、修) 及鄱阳湖流域的简称, 其面积为 162 225 km2, 占江西省国土面积 97.2%。鄱阳湖流域的山区、江河与湖泊之

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山是源 (五河分别发源于江西省东、南、西部的山区) , 江是流 (山区、丘陵之水汇聚成江流, 而江流是

连接上游山区与下游湖区的纽带) , 湖是库 (鄱阳湖汇聚五河之水) 。形成山、江、湖彼此相连, 息息相关, 相互联系、相互

影响的大流域生态经济系统
[7,8]

。 

1985年, 江西省全面启动“山江湖工程”。该工程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寻求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以“系统开

发, 立足生态, 着眼经济, 综合治理, 建设和发展区域生态经济”为宗旨；围绕“治湖必须治江, 治江必须治山, 治山必须治

穷”的理念
[8]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开发, 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1994 年, 中国政府将“山江湖工程”选入《中

国 21世纪议程》的优先项目, 并先后多次在全球可持续发展大会、世界博览会推介, 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认可和赞誉
[8]
。 

自“山江湖工程”实施以来, 江西省不仅加强对鄱阳湖流域的管理, 且注重恢复江西省整体生态环境。从 1985-2000年, 江

西省采取了植树造林、封山育林、退耕还林等措施恢复生态环境。经过 15年的治理取得了显著的生态效益, 使得江西省森林覆

盖率由 1985年的 33.1%提升至 2000年的 59.7%；林业用地总面积由 1985年的 553.2 万 hm2扩大至 2000年的 1 036.66 万 hm2 (表

1) 。山江湖工程的实施极大的促进了江西省生态环境的恢复和改善, 为后来江西绿色发展以及江西省生态环境在全国的地位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表 1 1985 －2000 年江西省森林覆盖率与林业用地总面积变化情况 

年份 森林覆盖率/% 林业用地总面积/万 hm2 

1985 -1990 33． 1 -35． 90 553．2 -599．24 

1990 -1995 35．9 -50．30 599．24 -676．35 

1995 -2000 50．30 -59．7 676． 35 -1 036． 66 

3 深入开发与扩大影响 (2001-2006)  

进入 21世纪的初期, 江西继续深入推进“山江湖工程”, 加大开发力度, 发掘流域潜能, 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相结合, 积

极探索绿色发展新途径。一方面江西深入开发鄱阳湖流域, 将资源优势转化成发展潜力。鄱阳湖湖面宽广、水质优良、动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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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丰富；作为我国最大的淡水湖, 湖区环境优美、周边气候环境得天独厚, 具有巨大的旅游开发潜力。2001 年, 就如何将鄱

阳湖及湖区资源环境优势转化成社会经济发展优势, 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孟建柱提出“深度开发鄱阳湖, 帮助湖区人民脱贫致

富”。孟建柱指出, 鄱阳湖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现状存在“三个不相称”:与其区位优势不相称；与其丰富的文化底蕴不相称；

与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不相称。对此, 孟建柱要求全省要努力培育新产业、加大对鄱阳湖资源开发力度, 加快湖区经济建设, 使

群众早日脱贫致富。据此, 江西全省上下按照省委相关要求, 深入开发鄱阳湖及湖区各种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资源。 

另一方面江西积极建设研究平台, 促进交流合作。2007 年在教育部和省政府的全力支持下“鄱阳湖环境与资源利用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和“鄱阳湖湿地与流域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分别在南昌大学和江西师范大学正式建成。标志着鄱阳湖流域的

开发治理有了更大的科学研究平台。其中“鄱阳湖湿地与流域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按照“流动、开放、竞争、联合”的建

设原则, 围绕鄱阳湖流域与湿地, 开展环境变化与湖泊响应、资源利用与湿地生态、流域健康与综合管理等方面的理论、方法

与应用研究, 努力打造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平台。 

4 生态经济区与生态文明示范省建设 (2009-2016)  

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始终是各国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难题, 生态建设并不是使经济发展止步不前, 而是在发展经济的同

时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而且经济持久良好的发展有赖于良好的生态环境
[9]
。2005 年习近平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就提出“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形象的诠释了新时代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
[10]
。新时期, 针对如何平衡经济建设与生态保护之

间的关系, 江西省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地于 2007年作出了“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重大战略决策。且在 2009年 12月通过

国务院审批, 标志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是建国以来, 江西省首个被纳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区域性发展规

划, 对实现江西绿色崛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江西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1]
。 

江西省以此为契机, 积极推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重大生态项目和工程建设。打造世界生态经济与低碳大会和鄱阳湖国际生

态文化节；打造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赛和世界名湖大会等著名国际交流平台；积极参与长江中游城市群与长江经济带建设；深

入推进泛长三角、珠三角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合作, 努力提升江西发展新优势
[12]
。同时利用国家赋予的“先行先试权”, 率先在

全国建立绿色考核体系, 并将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生态保护法律法规等
[12]
。这些举措极

大推动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 

从 2010-2014年 5年时间,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取得优异成绩, 地区生产总值从 2010年的 5 141.36 亿元跃升至 2014年

的 8 689.65 亿元 (图 1)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即是江西省“生态立省、绿色发展”战略的升华, 也是山江湖工程的拓展, 更

是江西将其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把绿水青山转变成金山银山的重要战略
[12,13,14]

。 

 

图 1 2010 － 2014 年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地区生产总值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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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江西除了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外, 另一重要战略就是建设“生态文明示范省”。2014 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

等六部委正式批复《江西省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标志着江西省建设“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上升为国家战略, 这

是江西第一个被全境列入的国家战略, 也是江西继“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后的第 3 个国

家战略[15]。这是江西发展史上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标志着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迈上了新台阶、迎来了新征程。 

江西按照国家六部委的要求, 抓住机遇, 积极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江西建设。为探索江西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模

式, 走出一条“百姓富、生态美”的新路子, 江西省委、省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主要包括《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决议》、《江西省流域生态补偿办法 (试行) 》、《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

法 (试行) 》、《关于建设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实施意见》等, 使得江西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有了科学规范的政策法规指

导。此外, 江西按照国家六部批复的《实施方案》中的示范定位, 重点建设好 3 个区。一是依托京九、沪昆和长江黄金水道等

交通大动脉, 深化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分工合作, 建设全国重要的绿色能源、绿色材料、节能环保等产业基地, 成为中部地

区绿色崛起先行区
[15]

 ；二是加快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 加强河湖管理与湿地保护, 积极探索大湖流域经济、社会、生态

协调发展新模式, 建成大湖流域生态保护与科学开发典范区；三是深入推进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补偿机制、自然资源资产

产权管理制度等体制机制创新, 不断健全生态文明考核评价机制, 成为全国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创新区
[6]
。 

5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2017-)  

2016 年, 江西、福建与贵州被党中央和国务院一同列为全国首批 3 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试验区, 中央要求 3 省集中力量开

展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综合试验
[16]
。这既是中央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的战略部署, 也是对江西持续推进生态文明示范省建设

的充分肯定
[17]
。江西是生态强省, 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习近平主席 2016 年视察江西时指出:“江西

最大的优势、最大的品牌、最大的财富就是生态”
[18]
。近年来, 江西省森林覆盖率稳居全国前列, 稳定在 63.1%, 林地面积 919

万 hm2；全省设区市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86.4%；全省地表水 I～III 类水质断面比例为 81.4%。优良的生态环境就是江西建设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最大的优势。 

当前, 江西正紧紧围绕中央设立统一规范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总体要求, 举全省之力推进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5.1 大力推进生态制度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法治、依靠制度”
[19]
。建立系统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是江西实现绿色发

展的法制保障。江西严格实行水资源管理红线、耕地保护红线和生态保护红线“三条红线”制度；深入实施河长制, 构建了省、

市、县、乡、村 5 级“河长”管理体系；建立河湖生态健康调查和评价标准体系；完善生态补偿制度, 制定配套措施, 形成资

源有偿使用的制度安排等
[20]
。 

5.2 坚持“生态+”理念, 构建生态农业体系 

江西是传统农业大省, 结合自身特色将“生态+”理念融入农业发展过程, 发展生态农业, 深入推进“百县百园”工程, 创

建一批国家级休闲旅游农业园和现代农业示范区；依托自身优势打造一批全国知名的绿色食品品牌；全面推动农业生产循环化

改造, 推广农业清洁生产技术, 打造一批循环生态农业示范园
[18,20]

。 

5.3 建设绿色循环低碳工业体系, 构建“生态+”产业园 

江西提出以新能源、智能装备、航空制造、文化创意、电子商务、物联网等为建设重点；加快生态工业园建设, 加强工业

“三废”处理配套设施建设, 培育发展节能环保产业, 厚植绿色发展优势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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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贯彻落实发展新理念, 加强生态治理保护力度 

江西省积极贯彻落实发展新理念, 使低碳、环保、绿色理念深入人心, 并在已有基础上, 深入推进生态林业工程, 提升森

林质量；加强鄱阳湖、“五河”流域水系、水源涵养区保护和建设, 加大湿地保护和修复力度等。 

为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江西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下一步, 江西将继续按照中央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要求进一步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在创新生态文明制度的供给、建立绿色价值共享机制、培育绿色发展新动能、探索大

湖流域治理新模式等方面加快探索实践。完成中央在《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江西) 实施方案》中对江西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

建设的战略定位, 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18]
。 

6 总结与反思 

纵观改革开放 40年来江西省生态环境建设发展历程, 可以发现江西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是国家生态文明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 建设历程与国家政策方针一脉相承
[6]
。1994 年, 国家发布了《中国 21 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2007 年, 中共十

七大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2012 年, 中共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等
[21]
。相应地, 江西在以

上各个时期分别提出建设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山江湖工程”；寻求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建设

全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等重要战略。 

江西省生态环境治理保护理念与国家同步, 始终按照中央对生态环境的治理要求, 与时俱进, 在不同时期提出相应发展理

念。从 20世纪 80年代启动“山江湖工程”, 坚持“治湖必须治江, 治江必须治山, 治山必须治穷”的原则；到 21世纪初提出

建设“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树立“既要金山银山, 更要绿水青山”理念；再到 2009年国家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 

确立“生态立省、绿色崛起”理念；中共十八大后, 江西省提出了“发展升级、小康提速、绿色崛起、实干兴赣”方针 ；2014

年, 江西又成为首批开展全国生态文明示范省建设的省份之一, 江西一直坚持绿色发展、科学发展理念
[21]
。 

江西省生态环境建设基本政策方针与其实际情况紧密结合。无论是 20世纪 80年代提出的“山江湖工程”, 还是 21世纪初

提出的建设“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 又或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和“全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等, 每一个阶段

作出的环境治理保护战略和每个战略实施期间出台的各种环保法规, 都是结合自身实际、实事求是、科学研究而提出来的。 

江西省 40 年的生态环境建设历程表明:一是经济与生态建设应协调发展。一味追求经济快速发展而忽视生态环境保护, 势

必造成经济与生态发展不协调。过去 40年的快速发展, 一味强调“以 GDP论英雄”, 导致我国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因此, 发展

经济的同时必须注重生态环境保护, 使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 “既要金山银山, 更要绿水青山”。二是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立足自

身实际, 实事求是。国家生态环境治理坚持从国情出发, 各省域生态环境治理则应坚持从“省情”出发。三是坚持绿色发展, 科

学发展。这正是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一贯坚持的原则, 江西生态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无疑是这一原则科学性、正确性的最好佐

证。四是健立法律保障机制, 健全生态文明建设法制体系。制定完善大气污染、水污染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把环境保护纳入法

制化轨道, 坚持“立法必严、违法必究”和“谁污染、谁治理”原则, 使生态环境建设有完善有力的法理支撑。五是完善健全

生态补偿机制。坚持“谁受益谁补偿、谁破坏谁恢复”原则；建立生态受益与生态保护地区之间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制定生

态项目补偿专项资金、环境资源区域补偿办法等；健全社会经济发展考核体系, 将生态效益、环境破坏、资源消耗纳入经济社

会发展考核指标, 使之成为引导生态补偿机制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
[9,22]

。六是创新体制机制, 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主体框

架。制度建设即是中央设立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要求, 也是建设生态文明的核心
[23]
。江西依据自身实际结合中央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要求, 制定了一套制度体系:构建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市场体系和绿色产业发展制度体系；构建山水林田湖系统综合治理

与保护制度体系和生态文明绩效考核与责任追究制度体系；构建绿色共享共治制度体系和环境监察与保护体系[24]。这是江西

省在推进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过程中探索出来的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举措, 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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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时, 理应从江西省多年的成功建设示范中汲取经验, 牢牢把握住国家建设生态文明的发展机遇, 

努力在绿色发展、生态治理、制度创新等方面取得更大的突破, 探索出一条经济持续良好发展和生态环境水平提高的新路子, 为

实现中国梦、打造美丽中国贡献各自的力量[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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