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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针对我国正在进行的生态省建设展开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总的研究思路是：历史考察——学理
分析和经验教训总结——对策研究。

在进行生态省建设的试点省份中，本书以海南、吉林、山东和浙江为例，对生态省建设取得的成绩、
面临的制约因素以及建设生态省的经验启示进行了研究。
通过实践研究，可以看出我国生态省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对于我国生态省建设除给予肯定评价，也应该用实事求是的眼光去看待，既要发现其合理性，也要正
视其存在的某些问题。
建设生态省这一系统工程需要相关社会主体付出努力，由政府、企业和公众等主体承担与其角色相适
应的义务和责任。
在对生态省建设新认识和生态省建设主体责任思考的基础上，本书为如何进一步促进生态省建设的顺
利进行提出对策建议，并完善相关制度或措施以保障所提出的对策建议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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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生态省建设是一项涉及社会生产和生活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环保部门可以组织和协调
的，这就要求将组织管理的综合协调作为重点，形成生态省建设的综合协调机制。
　　目前，开展生态省建设的省份都按照国家环保总局的要求成立了由各有关职能部门参加的生态省
建设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有的省还为办公室专门拿出人员编制，充实力量，市县一级也相应成
立了领导小组，为生态省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初步建立了各部门分工协作的工作机制。
在综合协调上，各省生态办在总局生态示范区管理办公室的指导下，发挥了承上启下、综合协调的作
用。
各省生态办针对当前仍存在的一些部门职能交叉、条块分割、政出多门的管理体制和制约因素等，结
合生态省创建工作和政府机构改革，完善生态省建设的综合协调机制，易于形成统一领导和合力。
例如，海南省由省政府主要领导挂帅、由计划厅和资源环境厅联合牵头成立了生态省建设联席会议和
综合协调办公室，扬州、日照等市也都建立了生态市建设领导小组和综合协调办公室，在分管市长主
持下协调各类超越环保部门权限的统筹兼顾事宜。
实践证明，综合协调工作做得好，就会得到党政领导、各职能部门、各地方和群众的支持，生态省建
设工作进展就会顺利，就会见到成效。
如果缺乏综合协调机制，将影响生态省建设工作的进展速度。
王如松教授通过调查了一些正在开展生态政区建设的地区最后得出结论，凡是主要负责人不重视，没
有建立部门间协调机制，没有落实人员编制、资金渠道和管理办法的，其生态规划都如同虚设，生态
建设只是一个口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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