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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针三十二字方针是: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

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 建国五

十年来，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特别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我

国环境保护工作更是取得了重大进展。从总体上看，全国环

境质量严重恶化趋势开始减缓，但是，环境形势依然相当严

峻，很多的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改变

，有的甚至还在加剧。在人类即将跨入21世纪之时，回顾我

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光辉历程，总结前进道路上的经验，对于

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努力

完成跨世纪的环境保护任务，把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全面推

向21世纪，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国环境

保护五十年历程回顾 1、萌芽阶段(1949～1973) 建国初期，由

于当时人口相对较少，生产规模不大，所产生的环境问题大

多是局部性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之

间的矛盾尚不突出。 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大跃进”时期

，特别是全民大炼钢铁和国家大办重工业时，造成了比较严

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

时期，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处于动乱之中，环境污染

和生态破坏明显加剧。在此期间，经济建设强调数量、忽视

质量，片面追求产值，不注意经济效益，导致浪费资源和污

染环境；一些新建项目布局不合理；一些城市不从实际出发



，盲目发展，加剧了这些城市的污染；为了解决吃饭问题，

一些地区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毁林毁草、围湖围海造田

等问题相当突出。 1972年6月5～16日，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

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

示，我国政府派代表团参加了会议。通过这次会议，我国高

层的决策者开始认识到中国也同样存在着严重的环境问题，

需要认真对待。 2、起步阶段(1973?983)) 1973年8月，国务院

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面规划、合

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

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保护工作32字方针和我国第一个环

境保护文件 ---《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至此，

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开始起步。 1974年10月25日，国务院环境

保护领导小组正式成立。之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

务院有关部门也陆续建立起环境管理机构和环保科研、监测

机构，在全国逐步开展了以“三废”治理和综合利用为主要

内容的污染防治工作。1973年11月17日，国家计委、国家建

委、卫生部联合批准颁布了我国第一个环境标准 ---《工业“

三废”排放试行标准》，为开展“三废”治理和综合利用工

作提供了依据。1977年4月，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和国务院环

境保护领导小组联合下发了《关于治理工业“三废”，开展

综合利用的几项规定》的通知，标志着中国以治理“三废”

和综合利用为特色的污染防治进入新的阶段。值此期间，60

年代提出的“三废”处理和综合利用的概念，逐步被“环境

保护”的概念所代替。这一时期，开展了重点区域污染调查

，制定全国环境保护规划，实行“三废”治理和综合利用为

特色的污染防治工作，开始实行“三同时”、污染源限期治



理等管理制度。 1978年2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

污染和其他公害。”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宪法中对环

境保护作出明确规定，为我国环境法制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

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

召开，在全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正

确认识我国的环境形势奠定了思想基础。12月31日，中共中

央批转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的《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

点》，第一次以党中央的名义对环境保护工作作出指示。我

国环境保护事业迎来了新的曙光。 3、发展阶段(1983～1995)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对环境保护工作给予了高度

重视，明确提出保护环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1979年9月，五届人大十一次常委会通过新中国的第一

部环境保护基本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

》，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开始走上法制化轨道。 1983年12月

，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明确提出：保护环

境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制定了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战略方

针：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

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的统一。这

次会议在我国环境保护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标志着中国

环境保护工作进入发展阶段。 1989年4月，国务院召开第三次

环境保护会议，提出积极推行深化环境管理的环境保护目标

责任制、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排放污染物许可证

制、污染集中控制和限期治理5项新制度和措施，连同继续实

行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排污收费3项老制度，使中国

环境管理走上科学化、制度化的轨道。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



发展大会之后，我国在世界上率先提出了《环境与发展十大

对策》，第一次明确提出转变传统发展模式，走可持续发展

道路。随后我国又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环境

保护行动计划》等纲领性文件，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我国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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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