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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历朝历代都把生态和生存问题作为“王者之本事”、“人主之大务”来对待。3000年前古人
创立的“天人合一”这一古老而经典的生态学理念中就已融汇了古人希求与自然合谐共处、与天地同
生的美好向往。然而，在人类物质文明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数千年的垦殖开发和屯兵征战，加之上百
年的列强掳掠，致使许多珍贵自然资源的数量在减少，质量在下降，我国的生态安全一次次地受到重
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又不得不在极低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快速推进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
进程.由于人口的急剧增长，为尽快摆脱贫困，实现经济利益的短期突升，人们不惜违背自然规律，在
“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口号下与天斗、与地斗，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的开发。终于，当狂风夹
着黄沙弥漫天际，当江河混杂着污浊不再清流，当山崩、地裂、海啸摧毁着人类的家园⋯⋯，当人类
对自然的每一次胜利都招致了自然界的报复，人们才真正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着的前所未有的资
源与生态危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全民
环境意识不断增强，环保投入稳步增加，各地加大了生态保护和建设力度，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
得了很大进展。但是，由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矛盾仍在激化，我们对一些重要资源的过度开发还
没有完全禁止，政策上存在的某种偏差，特别是一些地方的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在对待生态环境
问题上还存在一些误区等，均对本已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安全构成威胁，新的生态破坏时有发生，并
愈来愈趋于复杂化。一方治理多方破坏、点上治理面上破坏、边治理边破坏、治理赶不上破坏的局面
仍未扭转，各种人为破坏活动始终是造成生态破坏的主要原因。　　1996年以来，我国确定了污染防
治与生态保护并重的工作方针。《国家环境保护“十五”计划》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又进一
步确立了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与任务，提出了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小康目标的各
项措施。为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力度，充分体现生态环境保护“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的原
則，环境监察工作必须实现从单一工业污染源监察向工业污染源监察与生态环境监察并重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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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帮助各地开展生态环境监察试点工作，使全国监察人员适应环境监察工作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中
国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办公室编写了《生态环境监察工作指南(试用)》。《生态环境监察工作指南(试
用)》对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及发展趋势、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和保护内容等进行了介绍，对生态环境监
察的概念、开展工作的指导思想、执法依据和监察内容等进行了了阐述，同时对生态环境监察工作提
出了要求。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环境保护“十五”规划》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切实做好
重要生态功能区、重点资源开发区、生态良好区和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加大生态环境执法力度，努
力遏制生态恶化趋势，开创全国生态环境保护新局面，国家环保总局决定于2003年至2005年在全国开
展生态环境监察试点工作，以促进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并重方针的实现。
《生态环境监察工作指南(试用)》可作为全国环境监察人员持证上岗培训、考试的教材，可作为生态
环境监察试点地区提供参考，也可作为生态环境管理、生态环境监察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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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我国生态环境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发展趋势  第一节 我国生态环境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土地退
化趋势未得到根本改变    二、水生态安全受到严峻挑战   三、森林植被、草地资源退化的局面将难以
在短期内逆转   四、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五、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六、矿产
资源开发加剧生态破坏   七、海岸带生态破坏严重，近岸海域水质下降  第二节 我国生态环境发展趋势
  一、中东部局部生态环境有所好转，但整体形势依然严峻   二、西部生态环境将面临更大压力第二章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和主要任务  第一节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第二节 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内容
与要求   一、对重要生态功能区实施抢救性保护          二、对重点资源开发区实施强制性保护    三、对
生态良好地区实施预防性保护    四、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 第三章 开展生态环境监察  第一节 生态环
境监察的概念及特点    一、生态环境监察的基本概念   二、生态环境监察的特点   第二节 生态环境监察
的指导思想与工作原则    一、生态环境管理体系    二、开展生态环境监察的指导思想    三、工作原则   
第三节 生态环境监察的工作任务与目标   一、生态环境监察任务   二、生态环境监察工作目标  第四节 
生态环境监察的依据   一、开展生态环境监察的法律依据   二、生态环境监察的事实依据   三、生态环
境监察的主要程序与方法  第五节 生态环境监察的主要内容和工作重点    一、“三区”生态环境监察   
二、资源开发与建设项目的生态环境监察   三、农村生态环境监察   四、城市生态环境监察   五、海岸
及近海生态环境监察  第六节 生态环境监察工作部署和要求   一、工作部署   二、工作要求   三、工作
措施 附录  一、开展生态环境监察的执法依据与处理条款  二、生态学基础知识   三、与生态环境监察
有关的重要文件  四、生态环境监察的相关标准  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名录（截止2002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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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提高认识，加强领导一方面要提高环境保护部门与环境监察机构对加强生态环境监察工作的认
识，另一方面要争取党委、政府与其它部门对生态环境监察的认识和重视。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开展
生态环境监察的重要性，把生态环境监察王作和生态保护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建立生态环境监察
制度、机制与加强执法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地方生态保护与生态环境监察的法规建设。　　2.突出
重点，力求实效　　各地要以加强重要生态功能区、重点资源开发区、生态良好区的生态保护工作为
目标，结合当前存在的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和生态破坏案件，严格执法，查处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行
为。　　各地环保部门应积极与有关部门协同开展生态环境调查，确定本市、县生态监察的重点，可
以资源开发项目和开发建设活动（包括草原、湿地、矿山、土地资源等）、自然保护区、旅游景区（
含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以及文物保护单位、水利风景区等）、生态功能区、海岸地区、
非污染性建设项目（包括水利水电、交通建设、生态建设等）、小城镇建设、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农
村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及畜禽养殖等生态环境监察为重点内容。　　3.加强队伍建设管理，形成工
作机制　　充分发挥环保部门统一监督管理的职能，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合作，加强环保部门内部的协
调，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生态环境监察工作的开展。试点地区要成立由政府领导牵头的领导小组，环
境保护部门要成立专门的协调机构，环境监察机构要有专门的班子与人员负责生态环境监察工作。切
实加强基层生态环境监察队伍建设，抓好基层现场执法装备与技术手段建设，加强生态环境监察工作
制度、工作程序和行为规范的检查落实，规范执法文书和档案管理，不断提高管理水平，从机构、人
员、装备、经费等各方面保障生态环境监察工作的有效开展。　　4.加强生态破坏报告工作，提高应
急处理能力　　严格执行环境污染事故报告的有关规定，加强跨地区生态破坏事件上、下游通报工作
和联防工作。各地设立举报电话和生态保护奖励基金，进一步健全外部监督机制。切实加强生态破坏
事件应急调查处理工作，提高应急处理能力，及时妥善处理好各类事件。对重点可能造成生态影响的
隐患单位进行排查，逐一落实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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