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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八大以来,我国极其重视生态保护,并且将法治思想定为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核心。此思想不

仅改善了法治体系,增强了法治能力,还推动了生态法治的高质量发展。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国

家发展的重点,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因此,全面实施法治思想对于保证生态文明建设顺利进行至关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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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China has emphasized ecological protection with the rule of law 

central to governance. This approach has improved the legal system and ecological jurisprudence, essential for 

advanc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ocusing on human-nature harmony. Keywords: Rule of Law; Ec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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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法治建设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核心部分,涉及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的构建。法治是生态文明建

设的基石,需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原则,在生态环境

领域实施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构建高效

的生态环境法治体系[1]。自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推动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

但生态环境法治建设是长期复杂过程,面临如创新能力提升、监

管力度加强等挑战[2]。国家领导人的法治思想为新时代法治建

设提供了科学指导,结合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和中国实际,是推

动法治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思想指南[3]。基于其在法治建设中

的核心地位,我们应以此思想为引导,推动生态环境法治建设,

助力实现美丽和谐的新中国愿景。 

1 国家领导人的法治思想对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

价值 

国家领导人的法治思想结合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我国实

践,体现了人民性、时代性、系统性、科学性、创新性和实践性。

这一思想不仅明确了新中国法治建设的政治方向和重要地位,

还规划了重点任务和工作布局。鉴于生态环境法治建设是法治

的关键领域,国家领导人的法治思想对此具有深远意义。 

1.1国家领导人的法治思想为生态环境法治建设提供了政

治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在于领导力量,确保法治优

势得以发挥。我国法治发展经历三大阶段,实现了从法制到全面

依法治国的飞跃。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国家工作稳步进行,法治

建设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服务人民,依靠人民,增进民生福

祉。因此,在生态环境法治建设中,必须坚持全面领导,以人民

为中心。 

1.2国家领导人的法治思想有利于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形成

系统观念 

系统观念强调事物间的全面联系和互动,马克思主义的

辩证法认为,事物之间存在普遍的联系,应当用发展的、联系

的、系统的眼光去看待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国家领

导人的法治思想始终坚持着系统观念,它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

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光芒,以发展的、联系的、协同的、系统

的观点与方法推进法治建设。国家领导人的法治思想内涵丰富、

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可以将它简单的概括为“十一

个坚持”。该法治思想透过现象洞察事物本质,准确把握整体与

部分、一般与特殊、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为生态环境法

治建设提供了具有启发意义的系统观念[4]。 

1.3国家领导人的法治思想有利于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守正

创新 

国家领导人的法治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研究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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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新中国法治建设的科学理论。该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阐释了法治建设的本

质以及发展规律。该思想遵循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核心观点

和立场,顺应法治建设的阶级性、物质制约性、影响因素的多

样性。国家领导人的法治思想是在毛泽东法治理论、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的法治理论上发展起来的,它是

顺应了时代和通过了实践形成的,为生态环境法治建设提供

了理论指导。 

2 生态环境法治建设所面临的难题 

十八大以来,我国推行绿色发展,努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

现代化新格局,将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党的

领导下,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显著成就,法治在此过程中扮演关键

角色。然而,作为新兴领域,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制度尚不

完善,面临多种问题和挑战。 

2.1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在立法层面上的困境 

立法是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关键环节。尽管中央和地方都

重视生态环境法律法规的发展,但仍难以形成严密的生态环境

保护法治体系。2015年《立法法》的修订赋予了设区的市某些

立法权,催生了多地生态环境立法活动,但地方立法的规范性不

足和与中央立法的不一致性,导致法律间的冲突,影响了生态保

护法治体系的系统性和有效性[5]。自《环境保护法》1989年颁

布,到《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实施,再到2022年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生态保护法律逐步完善[6]。然而,污染

防治、特定生态保护区域如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保护及资源利

用等方面的立法依然需要进一步加强。 

2.2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在创新方面的困境 

在国家领导和人民努力下,我国生态环境法律体系逐步

完善,法律人才培养和法律意识得到加强,生态法治取得显

著成效。然而,生态环境法治在创新能力和灵活性上存在不

足,导致法治建设与保护需求未完全契合。尤其是在顶层设

计、关键领域和监管方面缺乏创新,未能有效推动以创新为驱

动的法治建设。未来需加强法治建设的创新,以符合生态保护

需求。 

2.3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在法的实施方面的困境 

卢梭说过,“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

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人们的心中。”法律的真正生

命在于实施,它的实施是法律实现的根本。法律实施是指法在社

会中通过行政机关的执法、司法机关的司法、公民的守法等方

式对法律的实际施行。法律实施将法律从理论转化为实践,是生

态环境法治建设的基石。在执法方面,生态环境领域执法程序尚

不完善,执法人员对生态法律的理解不足,导致执法不作为现象

频发。在司法方面,司法人员在处理生态环境案件时经验不足,

可能造成误判,影响司法公正[7]。而在守法方面,由于生态环境

保护是新兴领域,公众、政府及各社会团体对于生态法律的认识

不足,未能形成有效的生态保护法律意识,导致无法就生态保护

行为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 

3 以法治思想为引领推动生态法治建设的解决方案 

生态环境法治建设是法治中国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国

家领导人曾强调,“生态环境的保护关键在于生态环境法治的建

设,它是生态环境保护最可靠的保障。”他们的法治思想不仅为

法治实施提供了方向,也解答了新时代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问

题。生态法治建设需依托国家领导人的法治思想,确保实施有效

的解决方案。 

3.1坚持党的领导与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环境法治建设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

最大优势,是推进全面依法的根本保障,是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

必然要求。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推进生

态环境法治建设最根本的保证。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

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

的现实的实际问题。在生态环境法治建设中坚持党的领导,为其

建设提供重要的理论,从而指导其实践。二是在生态环境法治体

系形成、发展、完善得过程中,党始终参与每个方面的工作。党

领导立法方面的工作、保障执法的正常进行、支持司法机关展

开工作、以身作则的带头守法,使得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的工作得

以落实。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离不开党的领导。其次,生态环境法

治建设要坚持人民为中心[8]。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

个理念应当在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贯彻落实。生态环境法治建设

的最终目的为了人民,成败的关键也在于人民。因此,我们必须

抓住人民这个根本因素,让人民在生态环境法治建设中有权利

和义务,获得参与感、满足感、幸福感。 

3.2以系统观念建设生态环境法律法规体系 

国家领导人曾指出：“法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整体谋划,

要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发展性。”同样我们应当用系

统观念建设生态环境法律法规体系[9]。经过长期的努力与探索,

我国出台了大量的法律、法规、规章用于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

生态环境法律法规体系已经形成,在生态环境保护的各个方面

实现了有法可依。自1989年我国第一部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开始施行,到1998年我国第一部与生态环境

保护相关的法律《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出台,到2022年6月1

日起施行的《湿地保护法》。在生态环境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中应

当始终坚持系统的观念,将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

规章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谋划,协调好各个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

以发展的眼光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

于生态环境的需求。应当在系统观念下以宪法为核心,依法立

法、民主立法、科学立法,不断完善生态环境领域的法律、行政

法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建设一个具有系统性完备的生态

环境法律法规体系。 

3.3加强生态环境法律法规的实施 

法的实施是实现法律目的的关键环节,因此必须加强生态

环境法律法规的执行。在行政方面,行政机关应严格执法,完善

程序,提升执法人员的法律意识；在司法方面,司法机关应公正

裁决,推动司法体制改革,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并通过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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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法。在守法方面,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和法治教育,提

升公众的法律意识,确保形成一个公正高效的生态环境法治实

施体系,实现立法目标[10]。 

4 结语 

国家领导人的法治思想是新时代新中国法治建设的科学总

结、最新成果,以此思想引领推动生态环境法治建设是我国实现

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经途径。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始终坚持党的

全面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做到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加强生态环境领域法律法规的

实施,不断完善、发展、创新生态环境法治体系[11]。“生态兴则

文明兴”[12]“法治兴则国家兴”[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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