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讲环境友好型社会与生态湖南建设 PDF转换可能丢失

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95/2021_2022__E7_AC_AC

_E5_8D_81_E4_BA_8C_E8_c25_495499.htm 16届5中全会首次提

出“建设友好型社会”，着力解决解决发展与环境矛盾的一

项重大决策。 一、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论创新 1. 历史

来源（是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① 从国际层面 是认识的不断

深化而形成的。 60年代：环境问题凸现； 70年代初：环保征

程探索； 92年：环境友好的理念； 0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首

脑会议对“环境友好”的认可（全方位）； 04年：日本首次

提出“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 ② 从国内层面 资源环境的基

本国策和现代化建设战略决定了建立友好型社会的迫切性、

重要性、内在要求。 将环保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95期间，

关闭80000多家高耗小企业）； 循环经济理论和实践，寻求环

境与经济的统一（贯穿生产、消费全过程）； 走新型工业化

道路（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提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 2. 

认识基础（环境保护的科学途径） ① 末端治理的局限性 “先

污染后处理”的方式是不行的，是传统生产链的一个延伸。 

② 源头和过程控制的片面性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环境问题

从区域性、局部性向全球性扩展，从单一分散向整体性、复

杂性演化。 ③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整合性 环境问题是一个多层

面、多维度、多因素、非线性的复杂问题，是自然问题，也

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技术问题，也是文

化观念问题。它们相互交叉，相互影响，需要一场人类环境

革命。 3. 科学内涵 ① 经济发展要以环境容量为基础 ② 人的

活动要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准则 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



与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存共融。 ③ 社会发展要以

绿色科学技术为动力 绿色科技是指科学、技术、经济、社会

高度协调的科学技术群，也就是经济效益好、环境污染少。 

④ 人与环境友好要以环境文化为指导 人以文化的方式生存； 

广义上说，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新的环境伦理观和社会价

值观。 环境文化是人类新的生存方式，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的生存方式。 4. 主要内容 以人与 自然和谐为目标，一环境承

载力为尺度，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的

系统工程，是政府各部门和经济社会各层面都要去做的事情

。 ① 组成 环境友好型技术；环境友好型产品；环境友好型产

业；环境友好型学校；环境友好型社区等。 ② 内容 ① 有利

环境的生产和消费方式 ② 无污染或低污染的技术、工艺、产

品 ③ 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无不利影响的各种开发建设活动 ④ 

符合生态条件的生产力布局 ⑤ 少污染与低损耗的产业结构 ⑥

持续发展的绿色产业 ⑦ 人人关爱环境的社会风尚和文化氛围 

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建设生态湖南的必然选择 经济的快速

增长、人口的不断增加，生态问题更加突出，环境压力日益

增大。 1. 大气污染、酸雨增多 ① 大气污染 原因在于：一是

排放增多，二是吸附能力下降。主要有：工业废气（煤和石

油燃烧）、家庭、公共场所的燃料燃烧、机动车排放的废气

等。 ② 酸雨增多 PH值小于等于5.6的降水。广义上，扩大为

下降的酸性物质。全省酸雨率高达72.6％ 2. 水污染严重 水是

生命之源，水是生存之本，水是生态之魂。 ① 长江中上游对

洞庭湖的污染 ② 湖南本身产生的污水 主要有工业废水，我省

的十大优势产业都是集中在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等

高污染产业； 还有生活污水，我省只有40％的城市用经过水



污染处理系统，农村就更惨。 还有农村面源污染，农业尤为

明显，是流动的污染，存留着农药和化肥等。 3. 固体废弃物

污染 主要有： 工业废弃物：数量多，处置率有待提高； 生活

废弃物：缺乏科学的处理方法； 医疗废弃物：公共安全隐患

严重，每年超过3万吨。 4. 耕地质量下降 ① 现状 低产田比例

上升，有26.83％的耕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② 原因 施用化

肥不当、冷落了有机肥、土壤酸化严重、耕地占优补劣、农

业面源污染、水土流失损毁等。 5. 生态功能脆弱 生态功能退

化、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湿地生态系统受到破坏、水体生

态系统的自然调控能力减弱，外来物种入侵、威胁本土物种

安全。 三、建设生态湖南需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 1. 统筹规划 

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发展是硬道理，保护是硬要

求，发展与保护有矛盾，创造发展与保护双赢。 ① 加快实现

三个转变 ②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③ 实施绿色解决核算 ④ 加强

环境影响评价 ⑤ 形成环境成本价格机制（谁污染，谁出钱）

2. 突出重点 着力解决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安全的突出问题。 ① 

以饮用水安全和湘江治理为重点，加强水污防范 ② 以控制和

削减二氧化硫排放为重点，推进大气污染防治 ③ 以解决生产

、生活垃圾的处理为重点，促进市容、村容整治 ④ 以防治土

壤酸化为重点，提高土壤质量。 ⑤ 以提高绿化的质量和效益

为重点，加强水土保持。 3. 调整结构 建立以循环经济为重要

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 ① 抓技术 ② 抓过程 ③ 抓转型 ④ 抓

治理 4. 安全节约 积极倡导环境友好的消费方式。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