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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及其相关法律责任制度开始着重于环境污染的预防和控制。由于生态保护红线的特殊性,生态红线对生态环

境进行严格保护,禁止所有活动破坏超出生态保护红线的区域,实施生态破坏行为的人应承担相应的责任。相关政府部门要加强生态保护红线与

环境法律制度的融合,并注意二者之间碰撞产生的创新,切实落实生态保护红线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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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态保护红线与《环境保护法》的制度碰撞 

从《环境保护法》的角度来看,难以实现适应生态环境的系统特征。当

前,针对自然环境的特定环境要素制定了两种类型的法律制度,例如污染预

防和自然资源保护,而没有考虑到自然生态环境的完整性和各种生态因素

的相互依赖性。在大自然的引导下下,形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需要许多环

境因素。 

生态保护红线以环境要素为监管目标,分散生态管理。《生态保护红线

管理办法》指出,环境保护部负责生态保护红线的描绘和协调,并进行全面

评估,评估,监测和预警,而水资源部负责生态保护红线中的河流,水库,海

滩和灌溉渠。同一条红色生态保护线可以跨越不同的行政区域,并且水平

划分空间破坏完整性。结果是:另一方面,对每个部门的生态保护红线区域

的关注与监管方法的差异化导致整个生态系统被划分为权力,设定目标并

围绕责任区域实施管理。尽管红线陷入一个怪圈,但生态系统的总体目标

是毫无意义的,而生态红线区域内各个部门之间的权力和职责分配却严重

不足。权力主体不是生态保护的明确责任。 

2 生态保护红线对《环境保护法》的制度的革新 

《环境保护法》建立了包括环境因素在内的大规模环境法律体系,并

建立了多个管理部门,为实施环境管理,各部门制定了相关的环境标准,并

增加了应对环境风险的设备数量。生态保护红线作为保护环境的基础。但

是由于反复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每个部门很难整体上考虑监管效果。 

3 生态保护红线在环境法律制度中的融合 

3.1生态保护红线和环境法律制度的共同原则——风险预防原则 

风险预防原则在生态保护红线系统的设计中非常重要,生态保护红

线用于保护国家生态安全和维护环境安全。就风险而言,环境问题中所

出现的风险是不容忽视的。因此,生态保护红线可以在环境出现问题之

前进行有效地预防。这种风险预防的原则与《环境保护法》不约而同的

互相契合。 

3.2生态保护红线和环境法律制度的共同对象——生态承载力 

《环境保护法》是针对生态承载能力的法律。生态环境支持着地球上

所有生物的生存、发展和活动,维持生态系统的可持续运输是确保生态系

统中各种生物的正常生长和发展以及人类可持续发展的 基本条件。如果

没有资源供应,资源和环境能力将受到限制。生态红线对与环境承载力的

态度也是如此。 

因此,在危急情况下,生态保护红线利用生态承载力方法准确计算出

保护区的范围,以确保生态安全,保证生态环境及其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

生态运输能力是指生态系统的自我维持和控制能力,资源和环境子系统的

能力,需要维持的社会和经济活动的强度以及固定生活水平的人数。生态

承载力可分为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和生态承载力。一个系统承载资源

的能力直接取决于如何使用资源,结果可能会因使用资源的方式而异。在

生态保护中减少资源是基于足够的资源承载能力的原则。换句话说,在不

损害生态系统的前提下,生态保护红线和《环境保护法》都考虑了资源和

环境的双重利益,都对环境承载力较为重视。 

3.3生态保护红线和环境法律制度的的共同基础——耕地 

上世纪末,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化进程不

断加快,导致了耕地面积开始快速减少,在当时已经严重威胁着中国的粮

食储备和耕地生态系统安全。面对饥饿和贫困,政府非常重视土地和粮食

的生产,因此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研究了土地可以通过应用生态支持能力

来支持的人数。 这是《环境保护法》中“红线”的首次实践,从概念化到

实际描绘都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并使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指标来保护农田

和粮食安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生态保护红线”并以《全国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纲要》的形式决定。 

耕地红线是根据自然资源的使用,从广义上讲属于生态保护的红线类

别。尽管没有引入生态保护红线的综合系统设计,但耕地红线在区域补偿

方法,边界原则、边界程序和绩效评价体系方面为红线的制度安排提供了

宝贵的经验。因此,在思想,方法和经验上充分准备了现行环境法体系下生

态保护红线的实施,为整合《环境保护法》的新型生态保护红线系统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 

4 结语 

总之,在《环境保护法》中,生态保护红线的重要性已经明确定义,不

再将单个环境要素的破坏或污染作为衡量标准,而是将重点放在生态系统

和生态空间的完整性上。在系统保护,立法理念和控制方法上,生态保护的

红线已经更新,但并没有取代或影响现有的环境法律体系,而是主要与现

有的自然保护规划体系相结合,以进一步保护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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