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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社会的进步过程实际上是创造文明、建设文明的过程。
毋庸讳言，工业革命把人类的物质文明推到了空前的高度，但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也达到了空
前的程度。
人类要发展，社会需和谐。
没有和谐生态，就不可能有和谐社会，更不会有生态文明。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
、消费模式。
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
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强化我国人口多、人均资源少、环境形势严峻的国情意识；必须强化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的效益意识；必须强化经济指标、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全面发
展的政绩意识；必须强化节约资源、循环利用的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意识；必须强化环境就是资源，环
境就是资本，破坏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环保
意识。
生态省（市、县）建设，就是以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原理为指导，把辖区内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
境保护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将环境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格局中，总体规划、合理布局、统一推
动、分步实施，在区域内实现可持续发展，并逐步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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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确定工作目标和任务 生态省建设一般以20～30年为期，生态市、生态县（区
）的建设期应短一些。
基本目标是：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布局和要求，区别东部和中西部不同基础条件，统筹城乡
、经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发展，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努力实现省（
市、县）域的可持续发展。
 其主要任务是：按照区域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生态省（市、县）建设主要是围绕生
态产业、生态环境、生态人居和生态文化建设，将小康社会建设的目标工程化、项目化、时限化。
 一是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建立高效、低耗、低污染的生产体系。
要结合产业结构调整，大力推进清洁生产，努力发展生态经济和生态产业，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
效益好，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生态经济型发展道路。
条件允许的地区、行业、企业、园区，应着力发展循环经济，通过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等循环传
递、多级利用，在生产过程的企业之间、园区之中、区域之内，形成共生互动的循环产业，推动一些
有条件的社区、单位建设循环型社会。
 二是大力改善生态环境，建立稳定、和谐、高质的生态环境体系。
围绕创建工作，要加大生态环境整治力度，下决心还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旧账；通过环评和“三
同时”制度，强化环境监管，防止新的重大人为生态环境破坏；大力推动生态环境建设，努力实现辖
区内天蓝、海碧、山清、水秀，生态系统稳定、和谐。
 三是大力推进生态人居建设，努力建设优美舒适、协调和谐的人居体系。
要以人为本，科学规划，在城市社区建设、小城镇建设和村屯建设中，努力做到现代理念与传统文化
相融合，人居建设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人居环境与自然环境相协调，努力实现人居环境优美和谐、功
能齐全、生活方便舒适。
 四是大力倡导生态文化，建设现代、文明、各具特色的环境文化体系。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理念，是一种科学的发展模式，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依赖广大人民群众的总体
素质和综合素质的提高。
要大力传播生态知识，普及现代文明发展理念，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完善环保法律法规制度，提
升环境伦理道德水准，通过人们总体素质、综合素质的提高，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思想保证，夯实
社会基础。
 根据可持续发展三大支柱的内涵，国家环保总局分别制定了生态省、生态市和生态县建设指标体系，
提出了创建工作的阶段性目标。
生态省（市、县）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和渐进的过程，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其工作任务和建设内涵需要在今后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充实、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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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态省建设理论与实践》编辑推荐：人类社会的进步过程实际上是创造文明、建设文明的过程。
毋庸讳言，工业革命把人类的物质文明推到了空前的高度，但对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也达到了空
前的程度。
人类要发展，社会需和谐。
没有和谐生态，就不可能有和谐社会，更不会有生态文明。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态省建设理论与实践>>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