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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民福祉， 关乎民族未来。 进入新时代以

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 着力

在思想、 法律、 体制、 组织、 作风等层面推动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的改革创新。 具体包括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 不断推进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创新发展、 建立健全生态文明领域党内法规体系、 健全完善

生态文明领域法律规范体系、 做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谋

划、 聚焦国内外重点领域开展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明确生态文明建设责任

制、 建设生态环保铁军等改革创新举措。 总之， 党始终坚持改革创新， 着力

完成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任务新要求， 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格局。
关键词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改革创新

［中图分类号］ Ａ８１； Ｘ －０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２０９５ － ８５１Ｘ （２０２３）
０２ － ００３５ － １０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科研规划项目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批准

号： ２０１９ＺＤＧＨ０１４）。
【作者简介】 孙大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硕士生导师，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７３２。
致谢： 感谢审稿专家匿名评审， 当然文责自负。
①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

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 第 １１ 页。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新时代十年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

革进行新的总结提炼， 其中就包括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 “我们坚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全

方位、 全地域、 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 污染防

治攻坚向纵深推进， 绿色、 循环、 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

史性、 转折性、 全局性变化， 我们的祖国天更蓝、 山更绿、 水更清。”① 究其原因

在于 “党从思想、 法律、 体制、 组织、 作风上全面发力， 全方位、 全地域、 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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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推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环境质量底线、 资源利用上线，
开展一系列根本性、 开创性、 长远性工作”①。 在此基础上， 我们党开拓 “美丽中

国” 新境界， 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深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

式现代化。

一、 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层面的改革创新

思想决定行动。 思想层面的改革创新对于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具有

引领作用。 进入新时代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

面领导， 在实践中确立并不断推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创新发展， 领导我们取得新

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重大成就。
（一） 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我们党经过百年艰苦奋斗而总结得出的重要历史经验， 也

是当前我们党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 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保证。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就是要发挥好党总揽全局、 协调各

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

出特点是党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形象地说是 ‘众星捧月’， 这个

‘月’ 就是中国共产党。 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 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

‘帅’， 车马炮各展其长， 一盘棋大局分明。”② 因此， 发挥好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有利于实现国家统一、 法制统一、 政令统一、 市场统一， 促进经济发展、 政治清

明、 文化昌盛、 社会公正、 生态良好。 进入新时代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始终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始终坚持勇于自我革命， 扭转了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

的党的领导弱化、 党的建设缺失现象， 全面加强了党的领导。 我国新时代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的全面领导。
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任务艰巨、 意义重大， 必须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 进入新时代以来， 我们党加强对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 整体

部署、 系统推进， 措施之实、 力度之大、 效果之显著前所未有。 “在 ‘五位一体’ 总

体布局中， 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 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

方略中，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 在新发展理念中， 绿色是其中一项； 在

三大攻坚战中， 污染防治是其中一战； 在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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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美丽中国是其中一个。”① 可见，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新时代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突出位置。 在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下， 地方各

级党委和政府更加注重加强领导班子建设， 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 不断提升新时代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能力。 基层党组织得以进一步健全建强， 战斗堡垒作用充分

发挥， 引导广大基层党员带头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在人民群众当中起

到了先锋模范作用。
（二） 不断推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创新发展

２０１８ 年，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提出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六项基本原则。 具

体包括：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

惠的民生福祉、 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

环境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其中，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属于科学自然观， 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属于绿色发展观，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属于基

本民生观， 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属于整体系统观，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

治保护生态环境属于严密法治观，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属于全球共赢观。 这六项

基本原则是关于在新时代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 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 怎样建

设生态文明的核心要义， 促进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实现重大飞跃。 随着新

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的不断深入，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科学阐释人与自然、
保护与发展、 环境与民生、 国内与国际等关系， 又新提出要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

的全面领导、 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 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深刻革命、 坚持把美

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等原则要求， 形成了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十个坚持” 的重要原则， 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达

到新的高度。②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秉承唯物论、 系统论、 整体论等科学方法论， 是指导新时代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创性理论。 第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我们秉持马克

思主义唯物论的世界观， 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 “天人合一” “道法自然” 的历史智慧

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 从人民福祉、 民族未来的维度和高度出发， 重

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 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第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我们秉持系统论， 按照系统工程的思路， 建立健全生态文明

制度体系， 统筹协调、 同步推进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 第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我们秉持整体论，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

体， 增强全社会的生态文明意识， 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共建美丽的地球家园。 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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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我们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这

也为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 中国智慧， 创造了人类文明新

形态。

二、 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法律层面的改革创新

法律是治国理政之重器。 法律层面的改革创新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

设实践提供法治保障。 进入新时代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依规治

党、 全面依法治国理念应用于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当中， 建立健全

生态文明领域党内法规体系， 健全完善生态文明领域法律规范体系， 形成强有力

的法治约束。
（一） 建立健全生态文明领域党内法规体系

坚持依规治党是党要管党、 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 也是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

领导、 保障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原则。 进入新时代以来， 我们党已经形

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并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始终坚持依规

治党的原则， 初步建立起生态文明领域的党内法规体系。 生态文明领域党内法规体系

包括党章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关原则要求。 党章在党内法规体系当中处于根本大法

的地位， 是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总依据和总遵循。
党的十八大首次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写入党章， 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
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将 “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 “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

保护制度” 等写入党章， 并在党的二十大最新修订的党章中继续沿用。 在党章的指

引下， 我们党在生态文明领域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例如， 中

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１５ 年印发的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

办法 （试行）》， ２０１６ 年印发的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 ２０１７ 年印发的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规定 （试行）》， ２０１９ 年印发的 《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工作规定》， ２０２２ 年印发的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 等。 这些

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既指明了工作方向， 又提出了

具体要求。 总之， 生态文明领域党内法规体系的建立健全切实提高了我国生态环境领

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有利于我们全面系统、 规范有序地推进新时代社

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随着生态文明领域党内法规体系的建立健全， 我们党也构建起了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 制度建设的 “四梁八柱”， 进一步扎紧了制度之笼。 这些制度主要包括： 生

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 耕地保护制度、 水资源管

理制度、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污染物

排放总量控制制度、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 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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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补偿制度、 国家生态保护红线制度、 生态环境保护责任终身追究制度、 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制度、 中央环保督察制度、 河湖长制、 林长制、 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测

制度等。 通过这些制度， 我们党提出了解决资源消耗、 环境损害、 产能过剩等问题

的具体措施， 纠正了以往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 压实了生态文明建

设的政治责任。
（二） 健全完善生态文明领域法律规范体系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进入新时代以来， 我们党把全

面依法治国纳入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予以全力推进， 并将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理

念应用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不断健全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的法律规范体系。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规范体系中， 宪法是根本法， 具有最高效力。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１ 日，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 将生态文明建设写

入宪法， 从而确立了生态文明建设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当中的根本地位。 我国还修

订、 制定生态文明领域法律法规。 “十三五” 以来， “ 《环境保护法》 《长江保护法》
等 １３ 部法律、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等 １７ 部行政法

规完成了制修订。 目前， 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作为主要执法部门的生态环境法律共

１５ 部， 占现行有效的相关法律总数近 １ ／ ２０。 生态环境行政法规到本月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为止为 ３２ 部”①。 除此之外， 我国还批准和参加相关国际环境条约， 颁布了大量

的有关生态环境的司法解释等。 宪法、 法律、 行政法规、 国际条约以及司法解释的制

定、 修订， 进一步保证了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基本实现有法可依。
随着生态文明领域法律规范体系的健全完善， 我国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建设重点领域、 新兴领域的相关法律规范存在的空白区和薄弱点也不断得以填补

和强化， 进一步织密法治之网。 这些法律规范具体包括： 促进绿色发展、 循环发

展、 低碳发展的法律规范， 自然资源产权方面的法律规范，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方

面的法律规范， 有效约束资源开发行为方面的法律规范， 生产者环境保护责任方

面的法律规范， 生态补偿和土壤、 水、 大气污染防治及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

的法律规范等。 从内容上看， 这些法律规范既包括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方面的

法律规范， 又包括关于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行为方面的法律规范； 从目的上看， 这

些法律规范都是为了严格要求各级党和政府开展各项工作不能只追求经济总量的

增加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 还应该考虑到为此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 降低资源

消耗、 减少环境损害、 提高生态效益。 在此基础上， 生态环境保护部门严格依法

执法、 严格追究责任， 解决了一些地方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执法不严、 违法不究

的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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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体制层面的改革创新

体制改革释放强大生机活力。 体制层面的改革创新是推动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建设实践不断发展的力量之源。 进入新时代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

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 对导致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不平衡、 不充分的

体制弊端着力调整改革， 取得显著效果。
（一） 做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必须注重系统性、 整体性、 协

同性。 长期以来，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 很大程度上与体制

不健全有关。 进入新时代以来， 我们党高度重视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

设计和整体谋划， 坚持从全局的角度、 运用统筹的方法深化体制改革。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９ 日， 习近平总书记就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向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作说明时指出：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 加强各

项改革关联性、 系统性、 可行性研究。”① 为此，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 “加快生态

文明制度建设”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之一。 可见， 我们党已经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融入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协同推进新型工业

化、 信息化、 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 把 “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作为经

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
关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整体谋划体现在中共中央、 国务院分别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和 ９ 月发布的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和 《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两个重要文件当中。 这两个文件相辅相成， 不仅明确了深化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 理念、 原则等总体要求， 而且具体列出了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的内容和目标。 其中， 体制改革的内容包括完善国有林场和国有林区经营管理

体制、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 有序推进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以及生态文明领

域科技体制、 财税体制改革等。 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形成产权清晰、 多元参与、 激励

约束并重、 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为此， 需要着力解决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

度、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 空间规划体系、 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 资源有

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 环境治理体系、 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 生态文明绩

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存在的问题， 推进生态文明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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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聚焦国内外重点领域开展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我们党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与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的创新结合起来， 重

点推进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 在国内，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点领域包括

新型城镇化、 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 创新驱动发展等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领域， 也包

括生态系统保护、 修复和生态补偿、 开发保护黄河和长江等大江大河、 发展绿色金

融、 培育生态文化、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实现碳达峰和碳中

和、 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等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专门领域。 也就是说，
我国既注重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纳入国家重大战略规划当中， 又注重通过一些专门项

目、 具体工作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总之， 就是注重从多维度、 多层面促进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不断取得新成效， 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

格局。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因此， 我

国积极与世界许多国家围绕促进绿色发展、 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开展了多层次、 多形

式的交流与合作， 注重在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中促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在国际上，
我国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点领域包括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共同

打造绿色 “一带一路”、 合力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等。 在这个过程中， 我国主动

承担大国责任、 尽显大国担当。 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在不断拓展生态文明建设国际交

流与合作空间的同时， 始终不忘维护自身的生态安全。 我国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发布 《关
于全面禁止进口固体废物有关事项的公告》， 决定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全面禁止以任

何方式进口固体废物。 从中可见， 我国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决心之大、 力

度之大前所未有。

四、 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组织
　 　 和作风层面的改革创新

　 　 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是强化党员干部责任担当的关键所在。 组织和作风层面的改

革创新是将党关于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决策部署、 制度安排和法律法

规等落到实处的重要法宝。 进入新时代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生态

文明建设责任制、 建设生态环保铁军， 推动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规范有

序发展。
（一） 明确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

虽然， 我国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取得前所未有的显著成就， 但是要

从根本上消除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 根源性、 趋势性压力难度较大， 要彻底解决

重点区域、 重点行业污染问题任重道远， 如期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任务艰巨复

杂。 因此， 各地区各部门及全党同志要强化责任担当， 坚决担负起生态环境保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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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态环境问题治理的政治责任。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１８ 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

会上所指出：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是本行政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第一责任

人， 对本行政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负总责， 要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 重大问题亲自

过问、 重要环节亲自协调、 重要案件亲自督办， 压实各级责任， 层层抓落实。”① 为

此， 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 强化责任落实， 对那些真抓实干、 干出成效的

党员干部进行奖励， 对那些保护生态环境失责失职的党员干部实施最严格的考核

问责。
为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和生态环境问题治理责任制， 我国建立中央环保督察

制度， 加强监督考核。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就甘肃祁连山生态破

坏、 陕西秦岭北麓违建别墅、 青海木里矿区非法开采等典型案例作出指示批示， 有

关地方和部门严肃查处和追责了一批失职渎职人员。② 与此同时， 党也注重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管理和生态环境问题治理责任的制度建设。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 日， 习近平总

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环境保护督

察方案 （试行）》 《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 《关于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

离任审计的试点方案》 《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 等一

系列政策文件， 确立中央环保督察工作机制。 中央环保督察经过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的首轮试点、 ２０１８ 年的整改情况 “回头看” 以及 ２０１９ 年开始的第二轮

中央生态环保例行督察， 取得很大成效。 在此基础上，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中共中央办公

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 明确了加强生态文明

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定位， 提高了政治站位， 进一步强化了监督考核、
督察问责。

（二） 建设生态环保铁军

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建设一支政治强、 本领高、 作风硬、 敢担当， 特

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 特别能奉献的生态环境保护铁军， 这是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

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系统全体党员干部的殷切期许和政治要求。 我们党高度重视生态环

境保护系统组织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 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 新组建的生态环

境部整合环境保护和国土、 农业、 水利、 海洋等部门相关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执法职

责、 人才队伍，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力量得以极大增强。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深入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教育引导生态环保系统的党员干部做到信仰坚定、 对党忠诚、
严于律己、 甘于奉献。

作为生态环保铁军要有铁一般的作风。 在党中央严格监督考核下， 地方各级党委

和政府进一步整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的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坚决治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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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防治攻坚战中的不担当、 不作为、 慢作为， 在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中的滥作

为、 “一刀切”、 “层层加码”， 在生态保护监管中的 “数字环保” “口号环保” “形象

环保” 等问题。 一些地方生态环境问题多发频发、 当地党政负责人反倒升迁重用的

情况一去不复返了， 形成了 “绿水青山” 式的政治生态。 良好的政治生态又涵养了

生态环境保护系统全体党员干部的责任意识、 担当精神，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也注重

主动为敢干事、 能干事的党员干部撑腰打气； 由此形成了良性循环， 不断开创新时代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

五、 结语

我们党很早就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 进入新时代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将生态环境

保护作为践行初心使命的重大政治责任。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 我们党全方

位、 全地域、 全过程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推出根本性、 开创性、 长远

性的重大战略部署， 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发生历史性、 转折性、 全

局性的重大变化， 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正确性和先进性。 党的二十

大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 我们必须站在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走中国式生态文明建设道

路。 这就要求我们要始终坚持加强党对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 各

级党委政府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 坚决担负起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

设的政治责任。 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

要。 要始终坚持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 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

济体系， 走出一条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要始终坚持把共

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基本原则， 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

体。 以此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更进一步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

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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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ｎｇ ａ ｇｏｏｄ ｊｏｂ ｉｎ ｔｈｅ ｔｏｐ⁃ｌｅｖｅ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ｋｅｙ ａｒｅａｓ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ｌａｒ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ｃｏ⁃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 ｉｒｏｎ ａｒｍｙ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ｈｏｒ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ｅｃｏ⁃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ｈａ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ａｄｈｅｒｅｄ ｔｏ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ｉｖｅｄ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ａｓｋｓ
ａｎｄ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ｅｃｏ⁃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ｎｅｗ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ｔｈ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ｅｘｉｓｔ
ｉｎ ｈａｒｍｏｎ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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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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