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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安全 ：挑战与对策

我国生态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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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生 态安全是指 生态环境条件与 生 态 系统服务功 能可 以有效支撑

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 、保 障人民 生 活和健康不 受环境污 染与 生 态破坏损 害

的状态 与能 力 。 生 态安全是国 家安全的 重要组成部 分 ， 是一 个 区 域与 国 家

经济安全与社会安定 的 生 态环境基础和 支撑 。 我 国 生 态 环境脆弱 ， 环境 污

染与 生 态退化严 重 、 生态服务支撑能 力 下 降 ，
生 态安全面 临 巨 大威胁 。 构建

国 家生 态安全格局 ，有效控制 环境污 染 、 保护 与 恢复 自 然 生 态 系 统 、增 强生

态 系统服务功 能 、提 高 生 态环境对经济社会的 支撑 能力 ，是保障生态安全的

根本措施 。

关键词 ： 生 态安全 ，生 态 系统服务功能 ， 污 染控制 ， 生 态 系统恢复

自 2 0 世纪 8 0 年代改革开放以来 ，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 目 的

成就 ，但 巨大的人 口压力 、高速的 经济增长 、快速的城市化 ，导致空前规模的

资源开发和环境污染物排放 ，对我 国生态环境带来 巨大损害 ，生态功能不断

退化 ，

一些地区人与 自 然的矛盾非常突出 ，水 、空气和土壤环境污染与毒化 、

水土流失 、草地沙化 、石漠化 、沙尘暴 、泥石流 、滑坡等生态环境 问题与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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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不断加剧 ，并 因此导致的环境难民与生态难民不断增加 ，对国家经济可

持续发展 、社会安定 ，乃 至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成为影 响我 国

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定的
一

大隐患 。 保护生态环境 、整治生态环境问题 、预防

生态风险 、保障生态安全 ，
巳列为国 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一

、 生态安全概念与内涵

自 2 0 世纪 7 0 年代以来 ，随着生态环境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影响加

剧 ，国 内外有关生态安全研究越来越多 ，在本世纪初成为生态环境领域的一

个热点议题 。 但生态安全的概念尚缺乏
一

个公认的定义 ， 许多概念在 目 标

指 向 和 内涵上有明显的差异 。 多数生态安全的概念是指人类在生产 、 生活

与健康等方面不受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等影响 的保障程度
［ 1 ］

，有 的概念关

注是生态系统对经济社会发展的 支撑 能力
［

2
］ ［

3
］

，也有 的概念关注的 是生态

系 统本身 的健康 ，是指
一

个 国家生存和发展所需 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或少

受破坏与威胁 的状态 ，如在俄罗斯 2 0 0 2 年实施的 《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 》

中 ，将生态安全定义为使 自 然环境和人的切身重要利益免受经济活动和其

他活动 、 自然的 和生产性 的 紧急状态 的可能 不 良影 响及其后果 的 防护状

态⑷ 。 还有学者认为 ，生态安全实质上是 以人为本提出 的政治概念 ，是指在

国家 、地区直至国际社会的范围 内人与 自然界和谐共处 、人的行为活动不破

坏生存环境并且改善人的生活质量 、 有益于 国家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社会文

明进步的可靠状况
［ 5 ］

。

曲格平在 《关注中国生态安全 》
一 书中认为 ：生态安全迄今尚未有

一个

确切的定义 。

一般认为包括两层基本含义 ：

一是防止 由 于生态环境退化对

经济基础构成威胁 ，主要指环境质量低劣和 自 然资源减少和退化削弱 了经

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 ；二是防止 由 于环境破坏和 自 然资源短缺 引发人

民群众 的不满 ，特别是环境难 民的大量产生 ，
从而导致国家的动荡

＾
。

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 （ Ｉｎ ｔ 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Ｉｎｓ ｔ ｉ ｔｕ ｔｅｆｏｒＡｐｐ ｌｉ ｅｄＳ ｙｓｔ ｅｍ ｓ

Ａｎａ
ｌｙｓ ｉｓ ，


1 9 8 9 ）提 出 的定义为 ：生态安全是指在人的 生活 、健康 、安乐 、基本

权利 、生活保障来源 、必要资源 、社会秩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 等方

面不受威胁的状态 ，包括 自 然生态安全 、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安全
［

1
］

。

综合不同学者对生态安全的定义和分析 ，从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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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态环境支撑的要求来看 ，生态安全可以定义为 ：生态环境条件与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可以有效支撑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 、保障人 民生活 和健康不受

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损害的状态与能力
［

7 ］

。 生态安全是一个区域与 国家经

济安全与社会安全的生态环境基础和支撑 。 生态安全概念是人们为应对 日

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而提出 的 ，它有如下 5 个方面的特征 ：

第一 ，生态安全 的核心是 以人为本 。 生态安全要求通过保护生态环境

的健康 ， 以持续提供生态产品与服务 ， 为人类生存提供生命支持系统 ，为经

济发展提供环境支撑 ，并预防生态环境 问题危 害社会安定 ， 因此 ，生态安全

是将人与 自 然作为安全指涉对象的 ，其本质是人的安全 ，是人的生存与发展

的安全 ［
8
］

。 安全的标准是以人类生存与发展所要求的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

的质与量来衡量 的 。

第二 ， 良好 的生态环境是生态安全 的物质基础 。 生态系统为人类生存 、

生产与生活所提供的条件与物质资源 ，包括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 。 生态系

统产品包括生态系统提供的可为人类直接利用的食物 、木材 、 纤维 、淡水资

源 、遗传物质等 。 生态系统服务包括形成与维持人类赖 以生存和发展的条

件 ，如有机质的生产 、营养物质循环 、调节气候 、调节水文 、保持土壤 、调蓄洪

水 、降解污染物 、 固碳 、 产氧等生态调节功能 ， 以及源于生态系统组分和过程

的文学艺术灵感 、知识、教育和景观美学等生态 文化功能 。 人们逐步认识

到 ，生态系统提供的产品与服务是人类生存与现代文明 的基础 ，区域与全球

生态环境 问题的 实质在于生态系 统服务功能的损 害和削 弱 。 因此 ，有效控

制 环境污染 、保护与恢复 自 然生态系统 、 增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提高生态

环境对经济社会的支撑能力 ，是保障生态安全的根本措施 。

第三 ，生态安全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支撑 。 保 障生态安全就是保

障为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系统产 品与服务 ，如食物 、清洁的空气和水

的持续供给 ，通过保持土壤 、防风固沙 、调节水文等功能预 防和缓解 自 然灾

害对经济社会 的损害 。 诺曼 ． 迈尔斯在 《最终 的安全 ：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 》

一书 中强调 ， 国家安全的保障不再仅仅涉及军事力量和武器 ，而是愈来愈涉

及水流 、耕地 、森林 、遗传资源 、气候等环境因素 。 只要生态环境持续受到破

坏 ，就没有政治经济的最终安全 。 因为环境退化使生存环境恶化 ，将导致国

家经济基础的衰退 ，其政治结构也将变得不稳定 ， 可能引起社会动乱 ，或与

别 国关系 的紧张和冲突 ［
1 °

］

。 生态系统退化与生态服务功能 的丧失 ，甚或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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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整个 国家和 民族 的生存条件 。 人类历史上 曾 经 出 现过多起这方面的 例

子 。 比如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 巴 比伦文明 、地中海地区 的米诺斯文明 、 巴

勒斯坦
“

希望之乡
”

等文明 的相继衰弱和 消亡 ， 主要是由 于生态环境破坏导

致的后果 ［
6
］

。 唐代丝绸之路途径 的许多地区有可能是由 于气候的变迁和过

度的资源开发 ，导致生态系统退化 ，许多城镇成为废墟 。

第四 ，生态安全的区域性相互影响和依赖 。 由于气候 、地理与生态系统

结构与过程差异 ，生态环境问题具有明显的地域性 ， 如石漠化主要发生在岩

溶分布地区 ，沙漠化则主要发生在干旱与半干旱地区 ， 由于生态系统退化导

致和加剧 的地质灾害 ，
主要发生在山 高坡陡 、 降水集中 的西南 山地等 ，不同

区域可能面临不同 的生态安全问题 。

生态安全的区域关联性通常体现在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两个方面 。

一

方面 ，许多生态安全问题是区域关联 的 ，

一个 区域生态功能退化 ，将危及另

一

区域的生态安全 ，如我国 内蒙古东部草原退化和沙尘暴将影 响我国华北

地 区的生态安全 ；流域上游森林退化 ，可能加剧 中下游地区洪涝灾害风险和

危害 ， 而上游水污染将威胁下游的水安全和人们 的健康 ，从而可能导致地区

与 国家的冲突 。

生态安全有时是跨越国界的 ，

一

国 的生态灾难有可能危及邻 国的生态

安全 ， 如国际性河流中 ，上游国家 的污染物排放或渗漏 ，就有可能危及下游

国家的用水安全 。 有 的生态环境问题甚至危及全球生态安全 ，如温室效应 、

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性丧失 、臭氧层损耗等生态环境问题将可能损害整个人

类福祉与健康 。 时任联合 国环境署执行主任托普费 尔 2 0 0 0 年在
＂

环境安

全 、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文化
”

会议上指 出 ：

“

环境保护是国家或 国际安全的重

要组成部分 ，生态退化则对 当今国际 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

”

他还指 出 ，

有清晰的迹象表明 ，环境资源短 缺在世界上许 多地方可能促成暴力 冲突 。

在未来几十年 ， 日 益加剧的环境压力 ，可能改变全球政治体系 的基础
［

1 1
］

。

另 一方面 ，许多生态服务功能区域间是相互依赖 的 ，

一些 区域的生态安

全依赖于其它区域的生态功能 ，如 中下游水资源安全和洪涝风险依赖于上

游的生态保护与生态系统水文调节和土壤保持功能等 。 有时
一个区域的生

态服务功能甚至可 以惠及全国乃至全球 ，如一个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 ，其基

因资源可能为全人类的食物安全或健康带来惠益 。 因此 ，在这个意义上 ，不

同区域之间生态安全是相互依赖的 ，保障生态安全需要区域的紧密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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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 生态安全是相对的和动态 的 。 生态安全 问题是动态变化的 。
由

于工业革命以来 ，人类干预 自然环境能力 的不断提高 ，人类面 临的生态环境

问题也随不同 的发展时期与发展阶段而异 。 从水环境污染 、空气污染 、 土壤

污染等人类生活环境的破坏 ，演变成为温室效应 、 全球气候变化 、生物多样

性丧失 、臭氧层破坏 ，以及生态服务功能退化等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 ，人类

面临 的生态安全问题在不断变化演变 ，人类面临的 生态压力也越来越严峻 。

生态安全没有绝对的安全 ， 只有相对安全。 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 ，大规

模资源开发 、土地利用 的改变 、环境污染物的排放 ，过度利用森林、 草地 、 湿

地和生物资源 ， 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

一些生态环境问题得 到解决 ，

新的生态环境问题又会 出现 。 人类文明每次进步似乎都会 出现新的生态环

境 问题 ，每次进步都似乎 以生态安全为代价 。

二 、 我国生态安全面临的问题

脆弱 的生态环境条件 、长期的开发历史 ，我 国正面临环境污染严重 、 生

态 系统退化加剧 、生态服务支撑能力下降 、生态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态势 。

1
． 环境污染严重 ， 威胁人们健康 。

全 国地表水污染严重 ，湖泊富营养化

问题突 出 。 长江 、黄河 、珠江 、松花江 、淮河 、海河和辽河七大水系 近 3 0 ％河

段受到严重污染Ｄ 2
］

。 全国地下水质状况也不容乐观 ，水质为较差
一极差级

的监测点近 6 0 ％ 。
全国空气污染加剧 ， 目前我 国超过 2 ／ 3 的城市空气质量

不达标 ，尤其 ＰＭ 2
． 5 污染 已经蔓延到我 国整个东部地 区

［
1 3

］

，成为人们健康

的 主要威胁 。 我国土壤污染分布广 、 面积大 ， 占耕地面积比例的 1 9 ％ 以上 ，

已 成为我 国食 品安全的重大隐患 。 全 国有 4 4 ％的城市受酸雨危害 ，我 国东

南地区酸雨严重 ，酸雨 区面积约 占 国土面积的 1 1 ％ 。

2
． 生态环境脆弱 ，生态系统质量低 ，土地退化 问题严重 。 受地理与气候

条件的影响 ，我国生态环境脆弱 ，脆弱 区面积占 国土面积 6 0 ％ 以上 ，西北干

旱半干旱区 、黄土高原 区 、西南山 地区 、青藏高寒区等地区尤为 突 出 。

全 国森林 、灌丛与草地质量和服务功能低下 ，生态系统质量为优等级的

面积比例仅 占 3 个类型总面积的 5
．

8 ％ 、 1 1
． 7 ％和 5 ． 4 ％ ，而生态系统质量

为低等级与差等级的面积比例分别占 3 个类型总面积的 4 3 ． 7 ％ 、 6 0 ． 3 ％ 和

6 8
．
 2 ％ 。



第 5 卷 第 1 期 2 0
1 5 年 2 5

以水土流失 、土地沙化 、石漠化为主的土地退化仍然严重 。 全国水土流

失分布广 、面积大 。 全 国水土流失 （水烛 ）总面积为 1 6 7
．

7 5 万平方公里 ， 占

国 土面积的 1 8 ％ 。 沙化土地面积大 ， 以极重度及重度沙化等级为主 。 全国

沙化土地面积为 1 8 2
．
 3 5 万平方公里 ， 占全 国 国土总面积的 1 9 ％ ， 面积大 ，

程度重 ，其 中 ， 沙漠 ／戈壁面积 占沙化土地面积的 5 2 ％ ，极重度与重度沙化

面积 占沙化土地面积的 3 9 ％ ，重度沙化面积 占沙化土地面积的 2 2 ％ 。 石漠

化区域主要分布在贵州 、 云南 、 广西 、 四 川 、湖南 、广东 、重庆及湖北 8 省份的

喀斯特地 区 ，总面积为 9
． 5 6 万平方公里 ， 占 8 省份总面积的 1 8 ％ ，这些地

区也是我 国贫困人 口集中分布区 。

生态系统人工化趋势进
一

步加剧 ，野生动植物 自 然栖息地减少 。 人工

林 、库塘等人工湿地和城镇面积显著增长 ， 自 然森林 、沼泽湿地 、 自然草地面

积持续减少 ，

＇

全国人工林面积约 占森林生态系统面积的 1 ／ 3 。 全国水库数

量 8
． 7 9 万个 ，总库容 7 1 6 2 亿立方米 ， 占全国河流径流总量 的 2 3％ ， 自 然河

段长度 比例不断下降 。

我国流域生态环境形势严峻 ，河流断流 、湿地丧失 、水环境污染严重 、 生

物多样性减少 、生态调节功能低 。 长江流域 、黄河流域和海河流域的生态环

境恶化趋势尤为显著 。 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多样性丧失严重 ， 白 暨豚已功

能性灭绝 ，江豚 、 中华鲟等珍稀濒危物种种群数量不断下降 ， 濒临灭绝 。 黄

河流域水资源过度开发 ，河流断流严重 ，
2 7 条主要支流 中 ，

1 1 条常年干涸 。

多数重点城市建成区呈摊大饼式的单 中心扩张模式 ，城镇扩张失控 ，生

态调节功能不断降低 ，人居环境恶化 。 全国所有大城市
“

热岛效应
”

不断增

强 ， 内涝灾害频发 ，城市绿地结构简单 ，外来椬物 比例高 ，花粉过敏植物种类

与数量愈来愈多 ，给城市居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

3 ． 生 态灾害频繁 ，对人们生命财产危害巨 大 。 由于生态退化导致各种

自 然灾害程度加剧 、危害增大 ，成为我国生态保护中面临 的又一巨 大挑战 ，

主要有沙尘暴频发 、泥石流危害严重 、地面下沉范围广 、洪涝干旱灾情加重 。

如仅在 2 0 1 0 年全国 共发生地质灾害 3 0 6 7 0 起 ， 其 中滑坡 2 2 3 2 9 起 ， 崩塌

5 5 7 5 起 ，泥石流 1 9 8 8 起 ，地面塌 陷 4 9 9 起 ，地裂缝 2 3 8 起 ，地面沉降 4 1 起 。

造成人员 伤亡的地质灾害 3 8 2 起 ， 2 2 4 6 人死亡 ， 6 6 9 人失踪 ， 5 3 4 人受伤 ，直

接经济损失 6 3
．
 9 亿元 。 这些地质灾害均直接或间接与 当地生态系 统退化

有密切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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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上世纪 5 0 年代 以来 ，沙尘暴呈波动减少之势 ，
9 0 年代初开始回 升 ，

严重影响了人民生产生活 。 草地退化 、沙化 ，生态防护功能降低是我 国沙尘

暴频发 的主要原 因 。 根据有可比资料的 9 省区 （广西 、 四川 、 贵州 、 云南 、 西

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计算表 明 ， 因生态破坏造成 的直接经济损失相当

于同期 ＧＤＰ 的 1 3 ％ 。 而实际上 ，间接和潜在 的经济损失更大
［ 1 4

］

。

近 6 0 年来 ，我 国水旱灾害发生频率明显增高 ，加上森林 、湿地生态系统

破坏与生态系统调节功能 的降低 ，水旱灾害发生程度与受灾范围直线上升 ，

农业受灾面积与播种面积的 比例不断攀升 。 如 1 9 9 8 年 ，长江 、松花江 、珠

江 、 闽江等主要江河发生了大洪水 ，全国共有 2 9 个省 （ 自 治区 、直辖市 ）遭受

了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 ，直接经济损失 2 5 5 1 亿元 。 流域森林面积减少 、森

林涵养水分能力下降 、湖泊湿地调节功能退化等加剧了 1 9 9 8 年洪涝灾害的

程度与损失 。
2 0 0 9 年 9 月 至 2 0 1 0 年 3 月 ，西南地 区持续少雨 ，气温显著偏

高 ，云南 、 贵州 降水量均为有气象观测记录 以来最少值 ，西南地 区发生有气

象观测记录 以来最严重的秋冬春特大干旱 ，生态系统水源涵养能力下降也

加剧西南特大旱灾的成灾范围和经济损失 。

4
． 资源开发导致的生态问题持续加剧 。 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快速的城镇

化推动 了我国大规模的资源开发 ，形成了空前 巨大资源开发强度和 开发规

模 ，尤其水资源开发 、水电开发 、化石能开发 、矿产资源开发等对生态环境带

来空前 的压力 ，并产生 了
一系列新的生态环境 问题 。

我 国人均水资源 占有量较低 ，且水资源空 间分布不均 ，水资源过度开发

引发的生态问题迅速蔓延 ，导致水 生态系统平衡失调 ， 地下水位持续下降 ，

湖泊湿地丧失 、江河断流 、 地面沉降等生态问题迅速蔓延 ， 成为我 国华北平

原 、东部地 区等较为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巨大威胁 。 地下水超

采现象普遍 。 地下水过度 开采 ， 导致地下水位下 降 ， 出 现大范 围地下水漏

斗 ，华北地区形成的较大地下水漏斗有 2 0 处 ，总面积 4 万多平方公里

全 国矿产资源开发直接破坏地表面积 ， 在 5 公顷以上的矿产开发点达

5 2 5 6 6 个 ，分布于全国 1 7 7 4 个县 。 矿产资源开发生态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

严重 ，地面沉降 、滑坡 、地裂缝 、溃坝等次生地质灾害频发 ， 对人 民生命财产

造成重大损失 。

由 于城市建设不断逼近海洋以及修建海挡等工程防护设施 ，人工 占 用

海岸带长度和 宽度不断增加 ， 自 然海岸线比例下降到 4 4 ％ 。 近 4 0 年来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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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围垦 已导致我 国 5 0 ％滨海滩涂消失 。

三 、 保障我国生态安全的思路与措施

为了支撑经济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 ， 我国生态安全战略的基本思路应是

以建设生态文明为 目标 ，将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落实到经济建设与社会发

展之中 ，通过构建 国家生态安全格局 、控制环境污染 、保护 自 然生态系统 、整

治生态环境问题 、部署区域生态建设工程 、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等

措施 ，增强生态环境支撑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定 的能力 。

1 ． 构建国家生态安全格局 ，保障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的持续供给

坚持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 ，从宏观布局上协调发展与 生态 环境保护的

关系 ，推动产业布局的调整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 。 将生态安全的需

要与 国家和地方主体功能区 的限制开发区规划相结合 ， 以水源涵养 、 防风固

沙 、洪水调蓄 、生物多样性保护 、水土保持等重要生态 功能为重点 ， 建立 国

家 、省市区 、市县不同等级的生态功能保护区 ，严格控制不合理的开发活动 ，

保护和 改善生态功能 。

完善国家土地利用分类体系 ， 增加 以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为主要 目

的的生态用地类型 ，将生态用地落实到各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中 ，并将具有

极重要生态服务功能的区域规划为生态保护红线 。 同 时应加强生态保护网

络建设 ，形成以 自然保护区 、 国家公园与重要生态功能保护 区为主体的 国家

生态保护体 系 。 为构建 国家生态安全格局奠定基础 。

2
． 加强环境保护 ，控制污染物排放 ，改善城乡环境

完善有利于节能减排的政策措施 ，加大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实施力度 ，不

断减少污染物排放量总量 。 加大流域水污染 防治力 度 ，加快污染水体环境

修复的进程 。 通过优化城市土地格局 、调节城市生态过程 、增强城市生态功

能 ，推进生态城市建设 ， 改善城市人居环境 。 统筹城 乡发展 ，大力推进农村

环境综合整治 ，推广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 ，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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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面向生态功能恢复 ，坚持 自然恢复为主

应明确生态恢复要将恢复生态系统 的涵养水源 、水土保持 、 防风 固沙 、

生物多样性维持等生态功能放在 首要地位 。 要预 防和遏制 营造
“

绿色荒

漠
”

，生态建设陷人植被覆盖率不断提高 ，生态功能持续下 降的
“

困境
”

。 研

究证明 ，封山育林 、禁牧恢复草地 等 自 然 恢复措施是恢复生态系统涵养水

源 、水土保持 、 防风固沙 、 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的最有效和最经济的途径 。

我 国生态恢复要强调 以 自 然恢复为主 ，改变不顾 自然环境差异 、不考虑立地

条件特征和恢复 目标的要求 ， 以营造人工林为主的生态恢复途径 。

4
． 继续推进区域生态建设工程

以具有重要水源涵养 、 防风固沙 、洪水调蓄 、生物多样性保护 、水土保持

等功能的重要生态功能区为重点布局 区域生态建设重大工程 ，并运用综 合

生态系 统管理理念 ， 引导农牧 民调整生产与生 活方式 ，减少 当地农牧民对森

林 、草地等生态系统 的依赖 ，开展退化 生态系统的 恢复与重建 ，保护与改善

生态功能 。

5
． 保障重大建设工程的生态安全

加强矿产资源开发 、流域水电 开发工程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的生态

保护与生态恢复工作 。 首先要加强矿产资源开发 、 流域水电开发工程 、重大

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要 明确与预防重大工程对区

域和流域生态系统与生态功能的 长期不利影响 ，从源头上预防可能产生的

新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 。 然后 ，应加强重大工程运行中的生态保护工作 ，建

立基于生态保护的大型工程运行实施方案与预案 。 最后 ，应重视生态退化

对工程安全运行的影响 ， 预防生态退化导致重大建设工程发生灾害与事故

的风险 。

6 ． 建立协调发展与生态保护的长效机制

推进教育移 民 ， 减少人口压力 。 应结合我 国城镇化 ，在生态保护与生态

建设的重点 区域 ，大力发展教育 ，提高适龄人 口 的受教育水平 ，并配套相关

政策 ，提高重要生态保护与建设区的大中专升学率 ，推动教育移 民 ，从长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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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谋划减少重要生态功能区和生态脆弱 区的人口增长压力 和人口数量 。

推动居 民的就地集中 ，实现改善 民生与保护生 态的结合 。 在山 区受耕

地的制约或历史 的原 因 ， 当地农 民住居分散 ，对改善当地这些散居居民 的交

通 、小孩教育 、水 电 、 医疗 、安全等民生问题十分困难 。 通过制订较长远的规

划和改善集 中地 的公共服务条件 ， 引导居民集 中居住 ，实现改善 民生与保护

生态的双赢 。

建立面向生态安全的束缚机制 。 要把资源消耗 、环境损害 、生态效益纳

人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 ，开展生态系 统总值核算 。 建立体现生态价值和

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推进生态保护 ，促进生态保

护着与生态服务功能受益者的公平性 。

7 ． 加强生态安全科技支撑能力建设

我 国生态保护与生态恢复的科技支撑能力还远不能满足国家生态保护

的要求 ，应加强空气环境 、水环境与土壤环境污染的 治理技术 、生态恢复技

术与集成模式 、生态系统管理模式 、生物多样性保护 、重大建设工程 的生态

安全 、生态补偿机制等问题的研究 ，开展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政策 、 措施的

评估 ，分析 问题 ，完善政策 ，为我 国重大生态建设工程 ， 以及国家生态保护 与

恢复提供技术支持和科技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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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ａｌＰｒｏ ｔｅ ｃｔ ｉｏ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 ｔ ： Ｅｃｏ ｌｏｇ ｉ ｃａｌ ｓｅ ｃｕｒ ｉ
ｔｙｃａｎｂｅｄｅ ｆ ｉｎｅｄａｓｓ ｔａ ｔｕｓ ａｎｄｃａ ｐ

ａ ｃｉ ｔｙｏ ｆｅｎｖ ｉ ｒｏｎｍｅｎ ｔ ａｎｄｅｃｏｓ ｙｓ ｔ ｅｍ

ｓｅ ｒｖ ｉｃｅ ｓｔｈ ａｔ ｃａｎｓｕｓ ｔａ ｉｎ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 ｅｎｔ ，ｓｏｃｉａ ｌｓｔ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 ？ｅｎｓ ｕｒｅｐｅｏｐｌｅ
ｆ

 ｓ ｌ ｉｖｅｌ ｉ ｈｏｏｄ ａｎｄ

ｈｅ ａ ｌｔｈｆｒｏｍ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 ｅｎｔａ ｌｐｏ ｌ ｌｕｔ ｉｏｎａｎｄｅ 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ｇ ｒａｄａ ｔ ｉｏｎ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 ａｌｓ ｅｃ ｕｒ ｉ ｔｙ ｉ

ｓ ａｎ ｅ ｓｓｅｎ ｔｉａ 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ｎａｔ ｉ
ｏｎａ ｌｓｅ ｃｕｒ ｉｔｙ ，ａｎｄｔｈ ｅｅｎｖ 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ｌｂａｓｉｓ ａｎｄｓ ｕｐｐｏ ｒｔ ｉｎｇ

ｓｙｓ ｔｅｍｆｏ ｒｒｅｇ ｉｏｎａ ｌａｎｄ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ｓｏｃｉａ ｌｓｕ ｓｔａｉｎａｂ ｉｌ ｉ
ｔ
ｙ

．Ｅｃｏｌｏｇ ｉｃ ａｌｓｅ ｃｕｒ ｉ
ｔ
ｙｏｆＣｈｉ ｎａ ｉｓ ｆａ ｃｉｎ ｇｈｕｇｅｃｈａｌ ｌｅｎｇｅ ｓ

ｆｒｏｍ ｓｅｖｅ ｒｅｅｎｖ ｉ ｒｏ ｎｍｅｎｔａ ｌｐｏ ｌ ｌｕｔ ｉ
ｏｎ ，ｅ ｃｏｓｙｓ ｔｅｍｄｅｇｒａ ｄａ ｔ

ｉｏｎ ＊ａｎｄｅｃ ｏ 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ｒ ｖｉｃ ｅｄｅｃ ｌ
ｉ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ｕ ｒｐｏｓ ｅｏｆｅｎｈ ａｎ ｃｅｅ ｃｏ ｌｏｇ ｉ ｃａｌ ｓ ｅｃｕｒｉ ｔｙ ， ｉ
ｔ ｉｓ ｎｅ ｃｅ ｓｓａ ｒｙ ｆｏｒＣｈ ｉｎａ ｔｏｂｕｉｌｄ ｅｃｏｌｏｇ ｉｃ 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ｐａｔ

？

ｔ ｅｒｎ ，ｃｏｎｔ ｒｏ ｌｐｏ ｌ ｌｕ ｔ ｉｏｎｓ
，ｐｒｏｔｅ ｃｔ ａｎｄｒｅｓ ｔｏ ｒｅｅｃｏｓ ｙｓｔｅｍ ｓ

，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ｅｃｏｓ ｙｓｔｅｍｓ ｅｒｖ ｉｃ ｅｓ ，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ｃ ａｐａ ｃｉ ｔｙｏｆｅ ｃｏ
－

ｅｎ ｖｉｒｏ ｎｍ ｅｎｔ ｔ ｏｓｕ ｐｐ
ｏｒｔ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ｓｏｃｉｅ ｔｙ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ｅｃ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 ｓ ｅｃｕ ｒｉ ｔｙ ，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ｒｖｉｃ ｅ
，ｐｏ ｌｌｕｔ

ｉ
ｏｎ ｃｏｎｔ ｒｏｌ

，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 肖 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