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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全面发展,各类基础设施和经济主体的建设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到生

态环境的质量和均衡,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变得日益严峻,因此协同推进经济和环境的高质量发展

成为了我国全面发展攻坚克难的关键任务。在经济形势快速变化的大形势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应适当

兼顾重点的加大投入,发展以绿色长期可持续发展为主线的优化型生态环境产业结构,形成全面环保和

资源节约型的经济与环境发展格局。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生态环境的保护投入现状,然后探讨了我国生

态环境保护的发展趋势,以期为相关工作者的工作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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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政府工作的生态环境保护

报告指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三大攻坚

战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全国各地的生态

环境总体状态得到了关键性的改善。与此

同时,各城市的绿色发展水平有了显著性

的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制度和机制

改革得到了顺利的进行,并且解决了大批

的存在已久且影响较大的生态环境问题,

社会全体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得到了显

著的增强和提升,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逐渐

向着协调化的方向发展。 

1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投入现状

分析 

在我国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的大背

景下,国民经济中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

资金和人力投入逐渐增加,各个区域的

环境保护投资数量得到了较快的增长,

生态环境的保护项目纳入到了政府的

日常列支范围内。“十二五”以来,我国

的各个城市和区域在发展经济的同时

都将生态环境的资源承载力和生态环

境的资源容量的保障与提升作为了进

步的前提条件,逐渐开始重视经济创新

转型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

了环境保护对经济发展的保障作用,充

分利用了经济发展为环境保护创造的

条件,逐步推进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

增资和增力。 

根据我们国家的绿色发展理念影响

和规划,意味着在产业的政策环保引导

之下,长期以来处于落后形式产业生产

企业即将被面临整改或者淘汰的危险。

而且为了当前时期,城镇地区的生态环

境问题都不容客观,人们的环保意识、环

保措施都亟待提升和完善。而要想实现

绿色发展观念就必须加大对于生态环境

保护的投入。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国家越

来越认识到环境的重要性。“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口号不是说说而已,而是

要付诸于行动。近几年以来,我们国家的

生态环境保护投入在逐年的增长。

2017~2019年,我国的环境污染治理总投

资从8806.3亿元上涨到了9538.95亿元,

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额从

4946.8亿元上涨到了6085.75亿元,城镇

园林绿色建设投资额从2075.4亿元上涨

到了2390.23亿元,城镇排水建设投资额

从1248.5亿元上涨到了1727.52亿元,生

态环境保护治理投入总体上涨了8个百

分点,如表1。 

在2017年~2019年的城镇环境保护

和治理过程中,应用于工业污染源治理

的投资数目占总体的投资数目较多。但

根据相关数据来说,应用于工业污染源

治理的投资逐渐减少,充分的说明了工

业污染源的治理工作正在朝着高效能和

低花费的方向发展。说明那些高污染、

高能耗的企业也在逐步的转型升级,在

顺应绿色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实际

的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从744亿元下

降到了682亿元,其中废水项目的完成投

资从118亿元下降到了76亿元,废弃项目

的完成投资从522亿元下降到了46亿元,

总体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资金使用同

比下降了8个百分点。这个数据表明我们

国家的企业污染在逐年的递减,生态环

境问题在逐步得到完善和调节。如表2。 

表 1  2017--2019 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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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展趋势

探讨 

2.1长效化 

从现阶段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情况

来看,预计在2035年我国将会进入高收

入国家排名的行列,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的效果将具有长期的经济和社会作用,

但同时也会受到经济和社会发展因素的

多方制约,总体上有着较好较快的长效

化发展趋势。 

首先,我国的国民经济正处于速度

和质量双向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

的速度和质量正在直线提升,部分制约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要素正在逐渐浮

现,并且正在加重生态环境的系统性负

荷,这一定程度上延长了我国生态环境

保护长期的投入和工作时间,同时也促

进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管理的精细化

发展。 

其次,我国的交通产业能源产业和

新兴产业仍将处于长期需要创新和改革

的胶着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任务

的全面推进仍然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

同时也给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效果发挥

和质量提升的时间与空间,促进了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的长效化发展。 

2.2矛盾化 

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正式开始后,

我国的生态环境质量取得了显著的提高,

但其面临的形势依旧较为严峻和复杂。

我国的经济发展依然以重化工产业为主,

而重化工产业对于生态环境的消耗和排

放短期内难以得到根本性的消除,环境

污染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紧迫形势没有得

到根本性的改变,重化工产业的发展和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存在着根本性的矛盾,

但二者同时进行的必要性仍旧重要,因

此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逐步朝着矛盾化

的方向发展,会在矛盾的过程中逐步产

生和谐的协调因素,在困难中形成全面

的发展和运作体系。 

2.3协调化 

国家对于未来几年的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有着新的更高的要求,在绿色经济和

环境保护工作共同正常推进的情况下,预

计到2035年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基

本完成和环境的根本性好转,美丽中国的

绿色环境总体目标建设目标基本实现。美

丽中国的绿色环境总体目标既是我国社

会经济和文化的诗意表现,同时也具有深

厚的哲学和社会学含义,代表着人与自然

的高度协调和统一,生态环境的根本性好

转是美丽中国绿色环境总体目标建设的

前提和基础,同时也是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协调化发展趋势的重要特征。 

3 结语 

综上所述,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的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状况是相辅相成的

关系,要想促进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状

况的双向进步,就要在保障生态环境可

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绿色经济,在提

高经济增速的同时保障生态环境的安全

和均衡,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要在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长效化、矛盾化和协调化

的发展趋势下全面提高生态环境的空间

容量和资源承载力,促进自然与人类生

产生活的和谐化与健康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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