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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2015年 1月 1日，新修订的

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新环保法）正式施行。这部被誉为“史上最严”环保法实施五年多来，对我国经济

社会的影响和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作用十分显著。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

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总体要求。在今后一个时期，必须加快制度创新、增加制度供给，依靠法

治推进江苏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

良法善治 初显成效

新环保法具有重典治污的里程碑意义，将党的十八大精神“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写入立法宗旨，

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进行了明确定位，确立了保护优先的新原则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新制度、新模式、新

举措，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法制基础。

环保工作政治责任不断加强。新环保法明确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江苏于 2017 年已覆盖到全部县（市、

区），并在部分乡镇试行。江苏省人大常委会作出聚焦环境突出问题依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议，推

动环境问题的整改，列出 95个重点问题清单，逐个销号，督促政府环境保护目标任务的全面完成。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步伐加快。实施环境保护法的目的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撬动发展方式的转变，

从而使发展方式转向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新环保法为绿色发展破除了法制障碍。近年来，江苏省委、

省政府制定绿色产业发展政策，大力推进产业、能源、空间结构优化调整，从源头上减少污染排放，依法

关闭 4000多家“散乱污”企业，提前完成钢铁、水泥、煤电等行业“十三五”期间去产能任务，全省煤炭

消费总量比 2016 年减少 2600 万吨，持续关闭化工生产企业及部分化工园区。江苏大力发展环保产业和节

能环保企业，培育壮大海洋新兴产业，启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区总数居全国前列。

环境质量状况总体改善。新环保法实施以来，江苏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GDP从 2015

年首破 7万亿元，到 2019年近 10万亿元。这期间，节能减排力度同步加大，空气质量总体改善，全省 PM2.5

浓度下降到 43 微克/立方米，国考断面水质优Ⅲ比例从 48.2%上升到 77.9%，国考省考断面水质全部消除

劣Ⅴ类。江苏大气和水环境质量达到近 5 年来最好，改善幅度为长三角地区最大。其间，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了徐州市从“一城煤灰半城土”到“一城青山半城湖”生态环境嬗变的新景象。历史上因乡镇工业突起

而全国闻名的江阴华西村，积极探索钢铁企业全流程超低排放的新模式，成为工业减排的新标兵。

制度创新 于法有据

我国的环境保护法是环境保护工作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处于环境保护“母法”地位。实施好新环

保法，需要弘扬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精神，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立法步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已初步形成推进生态文明的法治体系和监管

制度，国家制定了 13部生态环境保护类法律。江苏作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全国唯一

的试点省，不断探索创新。省人大常委会共制定了 72部生态环境保护类的地方性法规，从推进生态省建设

的决定到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循环经济促进条例、绿色建筑条例、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决定，以及不

动产登记条例、生态环境监测条例等，涵盖了生态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社会、生态环境等方

面内容。

破除改革创新的法制障碍。新环保法是制定地方生态环境保护法规的基础。为保证国家法制的统一，

2018 年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对不适应新环保法和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法规进行了清理，废止了 25 年未修订

的省环保条例，对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规定过死的条款，采用了减量替代的办法，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传统产业的技术进步打开了绿色发展的空间。2019 年，集中力量对 70 多部生态文明建设类的地方性法规

进行全面清理，为生态文明制度创新清除了法制障碍。

严守生态环境保护的底线。实施新环保法，最重要的是守住三条底线。一是严守环境质量底线。规定

未达到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的区域、流域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限期达标规划，按期达标。这项法律制

度保证了地方环境质量只能改善、不得恶化，对我国环境质量改善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二是防止触碰

环境公害发生的底线。规定要建立环境污染公共监测预警机制，制定预警方案。三是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江苏率先按照新环保法的要求，将全省陆海统筹国土总面积的 13.14%，划定为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区域，

对其实行最严格保护。

任重道远 久久为功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改革与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要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

中完善法治。这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给人类上了一堂极其深刻的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保护自然

的教育课，同时也警示我们，生态环境保护立法要迫切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安全问题。

一是高度重视生物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

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去年，全国人大在征求生物安全法草案意

见时，江苏提出要增加大气、冰山、跨境海洋、河流微生物污染，屠宰场、肉食品加工交易等区域、流域

和场所生物安全监测监控的内容。此外，年内全国人大还将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出台长江保护法。这些

都是我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重要体现。

二是着力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对自然环境关注较多，而忽视了人工改造环

境的治理。随着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持续推进，自然环境质量不断得到恢复和改善，室内环境质量却令人担

忧，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现今，尤其是城市居民约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室内度过，室内环境安

全监测和污染治理成为老百姓身边突出问题。目前，这一工作仍处于无法律依据、无统一标准、无执法部

门的状态。地方人大可先行先试，并跟紧全国人大立法进程，开展生物安全立法，修订或修正省野生动物

保护条例、动物防疫条例、传染病防治办法等地方性法规，筑牢江苏生物安全、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三是为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法律支撑。近年来，我国东部多地区臭氧浓度持续上升，已取代 PM2.5

成为首要污染物，北京、上海、广东等重点地区采取了一系列 VOCs 控制措施并取得积极进展。 去年，江

苏臭氧浓度同比上升，拉低了全省空气质量优良率。长江、淮河、大运河、太湖“两横两纵”水系贯穿江

苏，水网交织，江海河联运得天独厚，但从长江大吨位轮船到小型船用挂浆机都需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治

理。目前，江苏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等条例未将船舶和非道路机械排气污染纳入防治范围，可通过提出



该条例修正案，尽快解决这一问题，推动江苏全面完成“双控双减”目标和绿色航运发展。

省委书记娄勤俭强调，要建立最严格的环境保护法规体系。从实践来看，“先重点、后一般，先单项、

后综合，先基础、后上层”的立法思路比较适合江苏的省情。江苏先行先试，率先制定的不动产登记条例、

生态环境监测条例，都是构建生态文明“四梁八柱”制度的基石。只有夯实基础，才能行稳致远，推动早

日建成“强富美高”的新江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