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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破坏是人类面临的重要问题,然而环境问题却一再为我们

所忽视。自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

开人类环境会议以来，一眨眼35年过去了，我国的环保问题

却并不尽人意，很多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其中资源环境破

坏和社会各种制度不完善成为环保建设过程中的最大两个障

碍。 2、资源环境的破坏来源：考试大 资源环境问题已日渐

成为制约各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首先，资源储存量是一

个国家发展的基础和核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

会稳定。另一方面，资源开采利用又与我们生存的环境质量

息息相关。因此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是实现人

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关键，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

步伐的加快，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资

源与环境已日渐成为制约中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1]

。 2.1资源消耗来源：www.100test.com 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和

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在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人类极大地

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提

高和需要,人类开发利用资源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 我国是

一个资源大国，地幅辽阔，各种自然资源在总数上跻身于世

界前几名。可是，由于受到传统发展观点的影响，我们认为

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量的“三高”原则是实现经济技术

腾飞的法宝。因而这种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一直没有得到改

变，掠夺式开发使资源储备量锐减，使资源开发利用处于一



种混乱无序状态。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我国成为一

个自然资源紧缺、供需矛盾日趋紧张的国家。 2.2环境污染 环

境污染与治理是中国环境保护最重要的领域。中国的环境污

染包括大气，海洋，淡水，土壤，固体废弃物，噪音，辐射

污染等七类，污染面从城市蔓延到农村，从发达地区扩大到

欠发达地区；形成点源、面源共存,生活污染与工业排放叠加

，新旧污染与二次污染相互复合，环保冲突事件时有发生,尤

其是工业发展所产生的污染，呈现出逐年加剧的趋势。如果

不选择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继续保持对环境污染和资源

粗放型开发保持不予重视的态度，我们为资源环境问题买的

单会大大抵消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效益。环境污染投资总额

占GDP的比重，呈逐年上涨的趋势。 3、环境问题产生的社

会根源 3.1法律不健全来源：www.100test.com 目前我国已经出

台的有关能源、环境的各项法规制度名目繁多，研究结果政

策建议更是林林总总，但是仍然不能扭转我国目前环境恶化

、能源使用效率低下的现状，主要问题是法律法规不健全。 

首先表现在法律不够与时俱进。《环境法》自颁布以来至今

已18年多了。这么多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不适应新的形势发展的要求，这也给一些污染户们钻了空子

却无法予以惩治。 同时法律中一些条款只是制定了基本原则

，却不具备实施条件。一些主要的环境法律尚有空白，立法

的缺失，使人身健康以及所涉及的环境保护问题缺乏必要的

法律依据[2]。 3.2监管制度不完善 在许多地方，往往因地方

经济保护的干扰，一些排污大户同时是利税大户，轻易便能

轻易避开法律追究。比起加速实现工业化，我国政府对环境

保护显得不够重视，因此环境保护的法制、体制、机制都存



在一定的滞后，环保投入明显不足，特别是当经济发展和环

保发生冲突，往往是后者服从前者。或是由于一些政府官员

的地方保护主义和个人利益，使得国家环境政策难于得到有

效地执行。许多地方官员为了提高当地GDP而对其污染企业

实行地方保护主义。 3.3缺乏技术支撑来源：考试大 开发大幅

度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共性和关键技术的能力不强，生产工艺

技术和装备水平还不能适应大幅度提高资源利用率的需要。

而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部门是专业性要求很强的部门[3]。可

是我国地方环保部门特别是基层环保部门的人员结构却不能

适应这种要求，所以，即使有了法律作为武器，环境问题依

然频频发生，基层环保部门素质不高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3.4

公众环保意识薄弱 2006年1月15日，《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

》正式对外公布。公众的环保意识总体得分为57.05分，环保

行为得分为55.17分，环保满意度得分为60.2分[4]。公众环保

意识薄弱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人民大众长期以来形

成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即在中国政府才是环境保护的主导

因素。因此,逐渐形成了一种依赖感，认为环境保护仅仅是国

家的事,与自己没有关系。 4、现阶段应采取的环境保护对策

4.1完善立法,健全法律法规体系 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必然引起传统的环境保护观念的转变。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

的价值理念，在污染治理方面应当反对先污染后治理的思想

，法律的制定要确立预防为主的理念，在环境资源法律保护

方面，应树立整体环境资源观,用整体观点去看待自然资源各

个要素之间的关系。 在加强环境保护执法和司法的力度方面

，要健全环境执法责任制，理顺各个执法部门之间的关系，

明确各部门的执法责任和权限。对于法律有明确规定而执法



不力的，应该由有关机关予以监督。尽可能地防止行政权力

缺位、越位现象的发生。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4.2优化

能源结构以提高能效采集者退散 提高能效和开发利用清洁、

可持续能源的根本在于科技进步，既要继续扩大技术引进的

力度，又要提高我国的技术创新水平。在环保事业蓬勃发展

的今天，我国环保科技的发展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发达

国家的经验证明,对循环经济关键技术的投入，提高了资源的

有效利用率。因此政府可以鼓励开发和应用有普遍推广意义

的资源节约和替代技术，如洁净煤、煤层气利用，绿色照明

、再制造等。 相关推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社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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