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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

关于加强我省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

【摘要】  省高端智库—新媒体与意识形态安全智库首席专家、

哈尔滨师范大学段虹教授指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党中央以

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近年来，我省将保护生态环境摆

在优先位置，坚持绿色发展，稳步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生态环

境保护与治理取得系列显著成效。但与建成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目标

相比，我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法规体系仍然不够完善，生态环境对经

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度不够强劲，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整体合力不够

有效，依然制约我省生态文明建设步伐。因此，亟待加强我省生态

文明制度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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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我省生态立法，严格规范生态执法

一是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化步伐。加快制定符合龙江实际的
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性、实施性、地方性法规。同时，对于不适应
生态文明建设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及时按照法定程序，修改或废
止，实现生态环境保护法治进程的与时俱进。二是加大严格执法力
度。生态违法成本低是导致生态环境肆意破坏的重要原因，也是严
重制约我省生态文明体系建设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制定和完善生态
环境法律法规基础上，建立明确的赏罚制度，加大惩处力度，进一
步提高生态违法违规成本。三是规范文明执法。不规范和随意性是
影响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关键症结所在，削弱生态环境保护的
法律力度。因此，生态环保执法，要坚持规范公正，统筹协调执法
机制和监督机制，强化各级生态环保执法部门责任，落实生态文明
建设的法律监管机制，进一步提高我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化水平。

二、统筹城乡与区域发展，精准划分生态功能区

政府首先做好顶层设计，加大城乡、区域生态功能的统筹管理。
一是科学划分生态功能区。按照重点区域、限制区域、禁止区域分
层次进行空间规划，不同区域实施区别化管理。重点区域和限制区
域，要以各地方行政区为单位，落实主体责任，对不同主体功能区
的项目，实行不同的生态保护强制性标准；禁止区域，应实施更加
严格的环境质量标准，对于污染企业坚持零容忍，杜绝任何组织和
个人从经济利益出发破坏生态环境。二是做好城乡生态统筹划分。
对于城市污染治理，应重点从工业污染源、交通污染源和生活污染
源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从污染源头入手，引入科技手段，进行分类
治理；对于农村污染治理，要加强农业农村污染防治建设，重点推
广高效危害小的农药化肥，实施畜禽污染控制项目，解决秸秆焚烧
造成的环境污染治理问题。有效利用秸秆、动物粪便二次利用，通
过科技手段将废物制作成燃料或其他工业原料，降低工农业生产过
程中购买燃料、原材料成本，有效减少环境污染。

三、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实行多元化生态补偿

政府应主导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创新完善财税政策，优化利益



— 3 —

导向，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效的经济激励。一是完善生态补偿制
度。通过税收等手段细化生态补偿制度，严格执行“谁保护、谁受
益，谁污染、谁补偿”原则，具体明确生态补偿群体，落实受益群体，
补偿标准应按差异性进行多元、灵活补偿，为生态补偿提供系统性
政策依据，提升生态补偿机制的权威性。二要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
对于具有竞争性、排他性的自然资源，应通过完善市场机制来解决
合理配置问题。完善市场退出机制，对于不符合环保标准的企业、
产业，及时限制生产能力，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三是完善资源环境价格机制。推进资源和环境领域价格改革，采取
多种方式支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加大重大项目科技攻关，
构建更加均衡的自然资源和环境价格形成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生
态环境质量提升中的作用。

四、加强常态化生态环保督查，构建多层级风险防范体系

一是加强生态环保巡察。定期开展环保巡察和回头看工作，按
照科学认定、权责一致、终身追究的原则，对推进落实不够有力、
降低标准、放松要求等问题与破坏环境问题同等对待，对环保主体
进行督查问责。二是健全经济社会综合评价体系。根据不同地区特
点，将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内容纳入生态文明建设状
况指标，适当加大考核权重。加强对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离任审
计，并将审计、考核结果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奖惩和提拔使用
的重要依据。三是生态环境风险督察纳入常态化管理。环保督察可
以快速纠正生态环保问题，并且督查整改能够对局部生态环境起到
立竿见影效果。环保督察的方式既要避免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更
要避免“一刀切”式关停企业，而是系统构建全过程、多层级生态
环境风险防范体系，抓紧落实已出台的改革举措，对地方与企业形
成约束，确保落地见效。

五、规范引导公众监督，构建生态大环保格局

生态文明和美丽龙江建设，涉及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
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形成人人关心环保、人人参与环保、人人监督
环保的大环保格局。一是不断强化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和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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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引导公众理性有效监督生态文明建设，明确公众参与程序，规
范公众参与行为，鼓励各利益相关方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二是建立
政府、企业、环保专家、非政府机构等利益相关方参加的环境社会
对话机制。围绕我省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治理等持续开展对话，开
展专项研究，加强沟通理解，增强环境发展战略共识。三是增强社
区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以社区、村屯、企业、学校为单位，组建
生态文明宣传队，进行环保意识、绿色发展理念宣传，倡导公众践
行绿色生活方式。鼓励基层社区组织制定环境保护的社规民约，在
广场娱乐噪声、鞭炮燃放、绿色消费、垃圾分类等方面开展探索，
自发实施、共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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