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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物质来源,它承受着人类活动产生的废弃物和各种作用结

果。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发展最重要的前提,同时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社会得以安定的基本条件。随着

全国文明城市掀起的热潮,生态文明建设也是现如今文明城市的建设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必须坚持“问题导

向”的工作方法为方法论基础,必须以“问题导向”工作方法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导向,必须将“问题

导向”的工作方法贯彻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过程,以便加强全国生态文明的建设取得明显的效果。 

[关键词] 文明城市；整体素质；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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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ing Exploration of "Problem-oriented"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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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the main material source of huma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which bears 

the waste and various action results of human activities. A goo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the most important 

premise for human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basic condition for social stability. With the upsurge of national 

civilized city,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also the most important task of building civilized city 

today. We must adhere to the "problem-oriented" working method based on the methodology, take the 

"problem-oriented" working method as the core orient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 

"problem-oriented" working method must be implemented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obvious effec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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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问题导向”工作方法是国家领导

人在针对全国的建设方面存在的相关问

题及其矛盾所提出的工作方法,他反复

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底线思维,

把问题作为研究制定政策的起点,把工

作的着力点放在解决最突出的矛盾和问

题上。”[1]同时,国家领导人特别强调必

须着眼于问题的突破,解决社会经济社

会的矛盾为展开,深入并且准确把握“问

题导向”这一思想,坚持“问题导向”,

增强对问题的发现敏感度,敢于正视问

题的存在,并且在正确分析问题的前提

下解决问题。“建设生态文明,是深入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必然要求和重大任务,为保护生态环

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2]

针对生态问题,坚持“问题导向”的工作

方法,增强全党和人民对于解决问题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全国生态文明城市

的建设提供前提和科学的方法论基础。 

1 “问题导向”工作方法为生

态文明建设提供方法论基础 

生态文明建设在于一个生态建设的

过程,基于文明城市基础上提出了生态

文明的建设。对生态文明的建设主要是

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1.1发现问题 

国家领导人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

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3]在面对全国资

源紧缺,环境污染程度严重,以致使生态

系统的退化,引导人们树立尊重自然的

前提下保护自然和开发自然资源,以实

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我国生态

环境逐渐恶化,虽然在一些方面进行了

整治,但是环境污染问题的突出依旧没

有被治理的加强而打压下去,森林覆盖

面积的缩小,沙漠化面积随着水土流失

的加剧而不断扩大,水污染、大气污染道

德严重性,水位下降导致湖泊面积的缩

小,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国家逐渐提

高了对生态建设的重视,对生态问题的

发现与重视是加强如何应对生态问题

的基础。 

1.2分析问题 

问题的分析是最重要的一步,关系

到方法决策制定的正确性与否,因此,分



生态环境与保护 
第 4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40 /（中图刊号）：715GL012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87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析问题这一过程也是不容忽视的。生态

环境的恶化,对国家经济文明、政治文

明、社会文明以及文化文明的建设产生

了很大的影响,问题出现在生态环境的

恶化方面,针对这一主题,国家也给与了

特别的重视。分析了生态问题恶化的原

因有人为因素也有自然因素。新中国成

立后,我国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坚持

“先发展后治理”的发展理念,重视对重

工业的建设,此前对生态环境建设的忽

视是恢复生态环境建设的重大难题；与

此同时毛泽东同志基于我国人口在抗战

期间的减少而鼓励生育,使得我国在工

业发展的同时人口在1949年过后达到了

疯涨。人口的增加,也使得生活垃圾的排

放量逐渐增多,工业和人口污染物的排

放使得环境承载能力逐渐削弱。土地沙

漠化、地震、以及泥石流、洪涝等自然

灾害都是自然给人们的致命而沉重的打

击,这些灾难发生的过程中也会给周围

未发生灾难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恶

劣的影响。胡锦涛同志提出将“生态文

明”建设融入到了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中,

国家领导人也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思想理念。 

1.3直面问题和解决问题 

丘吉尔曾说：“能克服困难的人,可

使苦难化为良机”,在面临生态环境退化

问题、应对生态危机的时候,我们往往选

择直面困难,直面解决生态环境的问题。

马克思也曾这样强调过“哲学家们只是

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

变世界”[4]光只有理论的熏陶、口号的

宣誓并无用处,重点在于解决经济社会

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以解决环境问

题极力恢复生态环境为主要方面。在新

形势下,我国也在对生态文明建设方面

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国家领导人在2013

年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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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这一论述强调利用环境保护这一

目标倒逼我国对生态保护法制的建设与

完善,同时利用法治来强制人们提高对

生态环境的保护。生态保护作为红线,

不能在跨越该红线发展经济,否则会受

到自然的惩罚,这一底线如今已成为人

们对待生态环境的警戒线,逼迫人们加

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十八大以来,一直

强调要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生态环境,

他明确指出：“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

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6]。”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是重视生态环境的语

言表达,这一提出也是对造福人民、建设

小康社会的建设的思考。十九大报告在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矛盾的基础上,

明确提出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人与

自然的和谐共生等维护人与自然、人与

社会、人与人关系的观点。 

2 “问题导向”工作方法为生

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导向 

“问题导向”的工作方法不仅体现

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性,同时也

体现出了时代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

与创新,结合生态环境恶化的情况,必须

坚持正确的导向原则。 

2.1理论指导与行为践行 

“国家领导人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

国发展要求的统一,以中国社会实践中

提出的重大问题为导向,破解当今中国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的

建设等各个方面的现实问题,找到了引

领中国向前发展的正确路标,彰显了马

克思主义面向现实、积极改变世界的理

论本性,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的重要体现。”[7]“问题导向”的工作方

法不仅在政治上体现为党正确的指导思

想的重要性、在经济上表现为对经济建

设的重大问题的发现与突破的重要性、

在社会建设中所存在的社会秩序及其法

治社会建设存在的阻碍因素、文化建设

过程中所具有的干扰性问题的存在的分

析以及在生态的建设上更是表现出了

“问题导向”工作方法的重要性。生态

文明的建设是“五位一体”建设中最基

础的因素,只有打好基础,对于后来经

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的建设具有重

要意义。那么又该如何着手生态文明的

建设,是我们党和人们应该深思的问题。 

2.2坚持以人为本 

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

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

面发展。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中的可持续是针对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

建设方面而言的,生态环境建设是整个

社会建设的基础,在建设生态文明必须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以下原

则。一是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为基础；二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减少资源的过度发掘和利用；三是坚持

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要

基本方针,着力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四是

坚持以人为本,以满足人民的需要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四是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完善生态环

境的建设。坚持以人为本便是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以人民的生存发展需要为生

态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生态文

明建设基于生态环境的建设和完善,需

将国家领导人提出“问题导向”的工作

方法运用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整过程,才

能对生态环境及其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

问题的发现、分析和解决,才具有明确正

确的导向。以“问题导向”为生态文明

建设的核心导向有助于对生态环境建设

中存在的问题的解决,才能减少生态文

明建设过程中的阻力,有利于生态文明

的建设,也有利于人们对于生态文明城

市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3 坚持“问题导向”工作方法

贯彻文明建设的全过程 

事物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前

进的过程。在发展过程中,将会面临各种

问题,应坚持问题导向贯穿文明建设的全

过程,以保证工作的科学性、实践性。 

3.1顺应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马克思曾说过“历史从哪里开始,

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

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抽象的、理

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8],这一

观点,一方面强调理论来源于实践、反映

客观物质的观点；另一方面则变相的强

调理论永无止境、实践也永无止境。社

会的发展与建设随着事物运动、变化、

发展的规律也呈现的是一个永无止境的

过程,而且在随着社会的运动、以及变化



生态环境与保护 
第 4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40 /（中图刊号）：715GL012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88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发展所对生态文明的建设也提出了新要

求,同时在不同期间所存在的问题也会

以不同的形式而呈现出来,新的问题会

在解决旧的问题基础上产生,会以新的

形式呈现出来。改革是永无止境、漫长

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那么生态环境、

生态文明建设也亦是如此,生态环境在

各阶段、各区域结合各阶段特点、各区

域特殊性等的影响,呈现的是其自身发

展的独特性规律,由此解决生态问题、环

境的保护与建设过程是一个漫长而且艰

难的过程,因此,必须在旧问题的解决中

准备迎接新问题的挑战,因此在发现问

题的同时顺应事物的变化规律以及发展

的需求及时分析和解决问题。 

3.2坚定资源的循环再利用 

马克思认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

畏的、左右一切的时代声音。 问题就是

时代的口号,是他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

最实际的呼声。”[9]逐渐意识到将马克思

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促进中国社会

发展的理论基础的客观实际是最为重要

的。在当代,“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是破

解实践课题的正确思维逻辑和科学工作

方法,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首

要力量。”[10]这一论述体现了马克思主

义哲学观点发展、开放、与时俱进的特

点,国家领导人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

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

化。”[11]生态环境是环境承载力的重要

体现方式,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的命脉,关系到一个国家是否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脉络,生态问题是一个国家

乃至全世界都不容忽视的问题。对于工

业“三废”进行了有效整治,将排放的“三

废”进行净化之后在进行排放,以此减少

其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我国部分地区秸

秆的焚烧造成的土地污染和空气污染也

得到了控制,将秸秆晒干进行加工成为

肥料,废物利用,可进行二次使用。再利

用是中国环境或是解决部分污染生态环

境的污染源进行的整治,当然,这也取得

了很大的成效,为全世界生态治理与生

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中国经验。 

3.3坚持方法使用的适应性 

问题的存在,是因为人们在解决问

题的过程中没有做到治根治本,这是遗

留下的部分问题再次滋生的根源。缓解、

转移问题是目前一些国家做得最多的解

决问题的方法。不管如何,问题由于其内

在矛盾性的特点,是始终存在的,是不能

一次解决的,就如当今改革进入攻坚期

和深水期一样,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

题,这些问题要想得到根本解决,只能在

过程中慢慢将问题最小化,控制在能够

控制的极小范围之内。生态环境面临的

问题也是一样,循序渐进是解决问题最

适当的办法。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是发展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一切

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践,是马克

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之一。问

题是时代的体现,问题的不断解决与出

现,需要我们用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以

及解决问题的方法的使用,必须始终坚

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必须始终

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问题导向”

与当代中国实际的结合,必须始终坚持

将新时代“问题导向”与建设生态环境

及其生态文明建设相联系,必须将“问题

导向”工作方法贯彻于生态文明建设的

整个过程。 

4 结语 

解决问题需要具有“长风破浪会有

时”般的信心。在直面困境的时候应该

保持着一种“会当凌绝顶”的信心,正如

“对立统一”关系一样,发现问题和解决

问题看似两个对立面的概念,但是却存

在着统一性,发现问题是分析解决问题

的前提,解决问题是发现问题的必然结

果。生态文明的建设不能一蹴而就,故此,

在生态环境建设的过程中要具有问题意

识,在一边解决问题的前提下去深究、分

析新的问题的存在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影

响,这样才能够在做到解决生态问题的

过程中逐渐完善生态建设,共同建设生

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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