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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生态文明，维护生态安全
Buil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maintain 
ecological security
■文 / 刘长松  

尽管当今世界局部地区仍然面临战争威胁，但非

传统安全问题对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影响日益严

峻，生态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发展构成严重威胁，生

态环境安全已上升到了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的高度，

成为影响国家安全和区域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良好

的生态环境是国家生存和发展所需的必要条件。党的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

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

需要。针对当前中国面临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要贯

彻落实现代化强国建设“两步走”的战略安排，亟需加

快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维护生态安全，重新建立人类

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生态平衡，在满足经济社会持

续发展需求的同时，保护生态系统提供生态服务和生

态产品的功能和能力。

一、生态安全问题的由来及其科学内涵
作为一种新型安全观，生态安全的内涵逐步清

晰，并开始逐步为世界各国所接受。生态安全问题源

于人类对资源的过度索取，导致自然生态系统承受了

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持续的人口增长、环境污染加

剧了生态系统的脆弱性，破坏了生态系统的恢复力，

生态威胁和资源战争引起的环境退化，引发生态安全

问题，继而引发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生态环境退化

会引发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不安全。1988年，针对环

境污染事故造成的严重危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次

提出环境安全概念。1989年，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

所（IIASA）首次明确将生态安全界定为：人的生活、

健康、安乐、基本权利、生活保障来源、必要的资源社

会秩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

199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开展了生态

环境指标研究，并提出了压力—状态—响应（PSR，

Pressure-State-Response）评价模式，对各国遭受

的生态环境压力进行全面评估。1998年，联合国发布

《生态安全与联合国体系》报告。2000年，联合国召

开生态变化、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文化会议，明确指出

生态安全是国家乃至国际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生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可持

续发展、人类安全密切相关。生态安全是指人类的生

存环境，不论范围大小且不受外界条件、状态甚至变

化的影响，能维持自身正常的生存及发展的状态。生

态安全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良好

的生态服务功能。生态安全具有内在关联性，生态系

统不仅面临来自外部的环境压力，还面临内部不同生

态安全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不同层级的生态安

全问题相互交织。狭义的生态安全是指自然和半自然

生态系统的安全，强调生态系统自身的完整性、健康

度和可持续性。广义的生态环境安全是指人在生活、

健康、基本权利、生活保障、资源保障、社会秩序及适

应环境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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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狭义的生

态安全是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生态服务和生态产品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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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全球生态威胁和局部地区资源争夺等问题

突出，全球环境变化，如干旱、洪涝、大面积空气污染

事件成为影响生态安全的重要因素，人口、资源和环

境问题已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人口增长及

伴随的资源竞争和跨界移民问题会引发严重的冲突，

发展中国家的贫穷陷阱可能会加剧武力冲突和非法

移民问题，环境退化可能使发展中国家更容易陷入资

源竞争引发的军事冲突，甚至面临文明的消失，如玛

雅文明的消失主要就是气候变化和自然环境问题导

致的。生态安全是复合性安全，强调生态系统对人类

所提供的完善生态系统服务或人类的生存安全；生态

安全具有整体性和全球性，全球生态环境系统相互连

通，生态安全各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相关影响，局部生

态环境遭受破坏，都可能会引起全球性环境问题。随

着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各方面发展变化，生态安全在

不同时期表现不同，具有动态性特点。生态安全具有

地域性，各地区面临的问题也不同，需要采取的措施

也不同。生态安全强调生态系统自身的健康、完整和

可持续性，一方面，生态安全要求自然生态系统能够

保持健康完整，环境质量较好，能够保证人类社会的

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生态安全的实现是一个动态过

程，需要通过不断改善脆弱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相处。为减轻人类社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

需要将生态安全问题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制定

与实施当中。

二、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

突出生态安全问题
2000年，中国发布了《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

明确提出了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的目标，并强调生

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曲格平先生认为

生态安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防止生态环境的退化对

经济发展基础构成威胁，主要指环境质量状况下降和

自然资源减少、退化削弱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

力；二是防止环境问题引发公众不满，如部分地区生

态环境与气候变化等环境条件要素改变导致的被迫

移民，会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看，生态安全主要包括四个层面：一是生态安全是生

态环境自身处于良性循环，不会出现环境恶化且能满

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二是生态安全指资源环境与经

济社会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

不强；三是生态安全反映资源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价值；四是生态安全具有长期性和战略性。

中国快速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消耗了大量

的资源和能源，也产生大量的污染物，给生态系统带

来了巨大压力，城市化进程、重化工业发展带来的自

然环境破坏、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污染等突出环境

问题，导致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质量下降，引发城市

发展危机。随着中国城市大量物质能源消耗与人口流

入，城市生态系统还面临水资源短缺、人口高度密集、

绿地缺乏、大气污染严重等突出问题，面临的主要生

态安全风险如下：

一是常规环境污染导致中国城市生态安全面临

较大风险。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加快，中国城市

环境污染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工业生产、交通运输

和居民生活排放的CO2、SO2、NOX等有害气体和

颗粒物，是引起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2017年《中国

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中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

市中，239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占70.7%。以

PM2.5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占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的

74.2%。中国城市垃圾的产生量年均增长8%-10%，大

大高于发达国家城市每年3%的增长速度。中国接近

三分之二的城市面临垃圾围城问题。目前，中国城市

生态环境问题向农村蔓延的趋势明显，城市周边地区

承担着向中心城市供给资源的任务，以及承担中心城

区生产、生活所产生的垃圾、污水等处理设施，致使城

市周边地区水体（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土壤、大气

污染问题更为突出，严重影响了城乡一体化发展。

二是土地利用变化导致中国自然生态系统的功

能与结构受损。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导致中国城市土

地利用状况与城市开发前相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建

设用地面积不断扩大，城市及周围地区自然物种更加

稀少，原生植被演化为次生植被和人工植被，物种多

样性大大减少，植被覆盖率大大降低。沿海地区的生

态系统，包括湿地、海滩、咸水沼泽、红树林沼泽以及

依靠其生存的动植物，因城市土地用途变化而受到较

大威胁。近年来，随着国内海岸城市的快速扩张，密集

的开发活动破坏了沿海的生态系统，海岸线开发加剧

海岸侵蚀，城市化带来了人口密集、绿地缺乏的效应，

为维持高度密集人口的生产生活，必然会侵占更多的

土地，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更大损害。

三是环境污染导致公众健康损害。城市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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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有机化合物、重金属、有毒产品都集中存在于

食物链和大气中，并最终将威胁人类的健康。城市化

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引起了一系列环境的连续变化，如

城市热岛、雾岛、城市荒漠等，这些变化对城市居民的

健康和生活方式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长

期的、潜在的。流行病学研究证实，70%-90%的人类

疾病与环境污染有关。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不得不面

对来自空气、饮用水、食物、噪声乃至辐射等环境污染

胁迫，哮喘、心脑血管疾病及癌症等现代城市病发病

率逐年递增，呼吸系统疾病、职业病、公害病等引起的

死亡率已占总死亡率的90%以上。

四是土地开发使城市主要生态用地趋于破碎化。

城市化进程使得中国生态用地面积不断减小，建设用

地侵占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导致生物栖息地萎缩

以及破碎化、孤岛化程度的加剧。中国生态资产不断

减少，河流和湖泊经过不断的人工改造，逐步演变成

人工管理下的工程化系统，建设用地以及人工绿地的

生态服务功能弱。针对上述问题，亟需建立保护生态

资产、增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供优质生态产品的

生态安全格局。

三、提升生态安全水平的对策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的事业。要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

负责的态度和责任，真正下决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

把生态环境建设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

代，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这为解决中国的

生态安全问题指明了方向。风险管理理论要求权衡风

险等级与减少风险的成本、收益，解决过高的风险防

范成本与社会可接受的风险水平之间的矛盾，针对当

前中国面临的突出生态安全风险和关键问题，要借鉴

国际生态文明建设和风险管理的先进经验，通过采取

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实现以较低的经济代价来促进

国家生态安全水平的显著改善。

一是构建生态安全格局，保护生态资产。高强度

的土地开发使得城市生态用地趋于碎片化，生态资产

不断减少，生物栖息地逐步萎缩并出现孤岛化问题，

河流湖泊逐步演变成人工管理的工程化系统。因此需

要建立保护栖息地、增加景观连接度、保护生态资产

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生态安全格局，通过对城镇建

设用地开发进行有效管控，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开发建

设对环境造成的压力，维护生态环境系统的稳定。 

二是划定生态红线，因地制宜实施分级管控。

2011年，《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意见》

中明确提出要在重要生态功能区、陆地和海洋环境敏

感区、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红线，《国家环境保护

“十二五”规划》以及新修订的 《环境保护法》也相继

提出要划定生态红线，实行严格保护。生态红线是国

家和区域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主要保护重要生

态功能或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域的持续发展。生态红

线划定应首先考虑区域的生态重要性，在生态保护对

象与类型划定的基础上，还要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

划、生态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空间规划等多项

规划相衔接，通过叠加分析综合形成国家或区域生态

红线。生态红线划定要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和生

态环境管理能力相适应，预留适当的发展空间，科学

确定生态功能红线的范围与面积，确保区域生态服务

功能得到有效保护。

三是实施建设用地空间管控，维护生态系统健

康。建设用地空间管制作为一种有效的增长管理模

式，可以帮助解决城市发展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实

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同步发展。保护和恢复城市

生态系统的基本功能，有助于满足城市居民的生态产

品需求，实现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与有序开发，可采

取的有效措施是把建设用地空间用途管制引入城市

规划与建设管理，探索建立空间准入机制，针对区域

内土地资源的开发建设实施控制引导，按照土地开发

建设适宜性程度的不同，积极对接主体功能区规划中

的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

四个分类，实施分类开发与有效保护相结合，引导和

控制区域城市开发建设的有序发展。 

此外，建设用地空间管控还要考虑将城镇建设用

地与构建生态安全格局相结合，优先考虑生态环境保

护，探索引入产业生态环保准入标准，再进行建设用

地的合理安排，将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融入城市规划

源头，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和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

最大限度地降低城市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

坏，维护生态环境系统的稳定，不仅为未来经济社会

持续发展保留空间，也强化了国家生态安全的保障能

力。

作者单位：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

作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