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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法案室主任翟勇在“2020 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

讨会”上作主题发言。 我刊特此刊发以飨读者。
翟勇提出, 随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确立, 生态环境法从以规范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利用

和局部生态问题为主的法律功能, 向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生物安全、 资源安全、 环境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方向拓

展, 向适应国家生态、 资源、 能源、 海洋发展战略方向拓展, 这使生态环境法的战略属性和自然属性得以充分显

现。 我国以往环境立法偏重于末端污染治理, 有关资源效率和生态保护的源头控制法律相对缺失。 党的十八大以

来, 这种局面得到重大改变: 一方面, 后端立法任务完成相对较好; 另一方面, 重视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的根源,
即资源利用不合理问题。 党的十九大以来, 党中央进一步明确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自然保护区为基础、 各类自

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全面建立高效利用资源制度, 为推进提高资源

利用效率立法奠定了重要基础。 总之, 自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方针、 党的十九大确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以来, 我国生态环境立法工作取得了重大进步, 立法质量、 数量、 技术、 方法以及法律功能等均有重大提升, 主要

表现在以下方面: 法律功能有较大提升; 法律数量不断增加、 法律体系更趋完善; 立法模式有较大提升、 更为合

理; 立法工作向注重源头控制转变; 从与国际法接轨转到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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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方针、 党的十九大

以来确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来, 我国生态环境立法

工作取得了重大进步, 立法质量、 数量、 技术、 方法以

及法律功能等均有重大提升。 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再次表明了加强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的生态环

境立法的重要性。

1　 法律功能有较大提升

随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

出, 生态环境法从以规范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利用和局

部生态问题为主的法律功能, 向维护国家生态及生物安

全、 资源安全、 环境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方向拓展, 向

适应国家生态、 资源、 能源、 海洋发展战略方向拓展,
使生态环境法的战略属性和自然属性得以充分显现。 诸

如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 核安全法的制定实

施, 生物安全法、 长江保护法的提请审议, 原子能、 南

极立法项目的确立等, 为国家相关战略发展和国家安全

提供了重要的法治保障, 奠定了重要的法治基础, 也使

得相关领域的工作环境和局面发生了良好变化。

2　 法律数量不断增加、 法律体系更趋完善

我国自 1979 年首次制定 《环境保护法(试行)》,

目前已有生态环境法律 30 余部, 内容主要分为规范生

态保护、 资源利用、 污染防治行为三大类。 除化学品或

者有毒化学品的相关法律尚未制定、 有关电磁辐射污染

防治立法尚有争议外, 污染防治类法律体系相对完善。
资源类法律数量较多, 但多以规范资源开发、 利用活动

为主, 有关资源利用效率、 开发利用资源后的恢复或者

修复生态、 资源战略储备等内容缺失。 生态保护类法律

则缺失较为严重, 仅有为数不多的相关法律, 而缺失有

关生态系统保护的内容。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进一

步全面依法治国方针, 增补了诸多立法项目。 从党的十

八大前后立法规划确定的立法项目数量变化, 可以看出

立法工作的重要进展: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项目总数 67 件, 环境资源类法律 4 件, 占比 3%, 完成

率 2%。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项目 64 件,
环境资源类法律 7 件, 占比 11%, 完成率 5% 以下。
2013 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项目 68 件,
环境资源类法律 11 件。 2015 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

立法规划项目进行了扩充, 由 68 件扩充到 102 件, 生

态环境类由 11 件拓展到 18 件, 占整个规划项目的 18%
以上, 完成率在 40%以上。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

法规划项目总数提升为 118 件。 未来我国生态环境领域

的法律将大大超出目前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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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立法模式有较大提升、 更为合理

以往一些环境立法项目注重引进国外新理念, 并根

据这些新理念进行立法。 但这类立法项目很多不适合我

国国情, 实施效果较差, 甚至有些几乎未能有效实施。
党的十八大以来, 立法工作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

作, 确定立法项目更注重从国情出发、 以问题为导向,
解决人民群众关注的重点问题, 立法模式更侧重法律的

可实施性和可操作性。

4　 立法工作向注重源头控制转变

我国以往环境立法偏重于末端污染治理, 有关资源

效率和生态保护的源头控制法律严重缺失。 党的十八大

以来, 这种局面得到重大改变。 一方面, 后端立法任务

完成得相对较好; 另一方面, 重视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

的根源, 即资源利用不合理问题。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进一步提出要全面建立高效利用资源制度, 为推进提高

资源利用效率立法奠定了重要基础。 矿产资源法修改增

加了有关矿产资源战略储备和恢复、 修复矿山生态的内

容。 野生动物保护法、 森林法、 草原法修改过程中, 大

量增加有关生态系统保护的内容。 新制定的长江保护

法、 生物安全法更是把生态、 生物安全问题作为立法关

注的核心和重点。 党的十九大以来, 党中央进一步明确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自然保护区为基础、 其他公园

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有关部门正在积极推进国家

公园法的起草进程。 湿地保护立法被列入立法规划和年

度立法工作计划, 相关工作正在积极推进。 解决源头问

题的法律不断制定和修改完善。

5　 从与国际法接轨到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有关重要指示, 立法机关加强

国内立法与国际法关系的研究, 对发达国家长期采取国

内法“调整” 国际法的立法方式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在涉外立法和与国际法衔接的国内立法中, 积极参与国

际规则的制定, 并做好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协调, 努力维

护国家利益, 相关立法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 补充了域

外专门立法的空白。

6　 小结

随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确立,
生态环境法从以规范污染防治、 资源开发利用和局部生

态问题为主的法律功能, 向维护国家生态、 生物安全、
资源安全、 环境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方向拓展, 向适应

国家生态、 资源、 能源、 海洋发展战略方向拓展, 使生

态环境法的战略属性和自然属性得以充分显现。 我国以

往环境立法偏重于末端污染治理, 有关资源效率和生态

保护的源头控制法律相对缺失。 党的十八大以来, 这种

局面得到重大改变: 一方面, 后端立法任务完成相对较

好; 另一方面, 重视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的根源, 即资

源利用不合理问题。 党的十九大以来, 党中央进一步明

确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自然保护区为基础、 各类自

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进一步提出要全面建立高效利用资源制度, 为推进提高

资源利用效率立法奠定了重要基础。 此外, 矿产资源法

修改增加了有关矿产资源战略储备和恢复、 修复矿山生

态的内容; 野生动物保护法、 森林法、 草原法修改过程

中, 大量增加有关生态系统保护的内容; 新制定的长江

保护法、 生物安全法, 更是把生态、 生物安全问题作为

立法关注的核心和重点。 总之, 自党的十八大提出生态

文明建设方针、 党的十九大确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

来, 我国生态环境立法工作取得了重大进步, 立法质量、
数量、 技术、 方法以及法律功能等均有重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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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i

 

Yong
 

pointed,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t
 

forward
 

the
 

principl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Xi
 

Jinping’ 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as
 

established
 

a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a’ s
 

eco-environmental
 

legislation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with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legislation
 

quality, quantity, technology, methods
 

and
 

legal
 

functions. I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legal
 

function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the
 

number
 

of
 

laws
 

is
 

increasing
 

and
 

the
 

legal
 

system
 

is
 

becoming
 

more
 

perfect; the
 

legislative
 

model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and
 

more
 

reasonable; legislative
 

work
 

changed
 

to
 

focus
 

on
 

source
 

control; turned
 

from
 

linking
 

up
 

with
 

international
 

law
 

to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rule-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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