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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现代化

国家环境治理现代化，是改革创新向前拓展、环保工作不断深化的必然要求，包括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的现代化两个方面，就是使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国家环境治理者善于运

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环境。

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伟大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

力量。全面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出发点是相同的，

落脚点也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都是走在同

一条道路上、朝着同一个目标迈进，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相辅相成。全面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就是强化环境为民利民、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过程，就是不断提高环境管理系统化、科学化、法治

化、市场化和信息化水平的过程，必然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环境质量改善的基础保障。环境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是软实力，直接决定着环境治理的成效。要主动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

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内容，才能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各项事务治理制度

化、规范化、程序化。环境治理的创新在于共管共治，切入点在于转变政府，落脚点在于促进公平正义，基础

在于制度建设，基本方式在于法治，本质特征在于民主。只有实现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才能为

生态文明的建设和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才能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建设和完善我国环境治理体系，必须做到三个匹配：一是必须和我国国家制度相匹配。我国环境治理体系

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必须把握正确的方向，要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完善

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在涉及道路、理论、制度等根本性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任何时候、任何

情况下都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法律体

系等，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是建设和完善国家环境治理体系的根本前提。二是

必须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匹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国家环境治理体

系作为上层建筑，必须匹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重点要将市场和社会纳入国家环境治

理的主体范畴，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畅通社会力量参与国家环境治理的渠道，构建政府、市场、社

会相互制约、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多元共治体系。三是必须和人民群众需求相匹配。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

环境权益是完善国家环境治理体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环境治理体系建设和完善中，要注重保障和改善环境

质量，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形成一套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模

式，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制度作为软实力，直接决定着国家环境治理的成效。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存在着污染防治能力弱、监管职

能交叉、权责不一致、违法成本过低等问题。问题根本在于没有建立先进、有效、具有严格威慑力的环保制

度。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除

了有足够的威慑力，还需具备先进性和时效性，要充分考虑不同区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环境管理支撑

能力的差异性，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其中，使之成为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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