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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态文明建设从现在和长远看，已经成为我们党转变发展理念，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
在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变化会议之前，我国就宣布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
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
考核办法。
这种布置，被国外媒体盛赞为中国向世界亮出的“低碳路线图”。
我国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增强全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加快形成
低碳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

　　生态文明理念还远没有牢固树立，生态文明实践也在摸索之中。
该书的出版为社会各界提供了一本深入学习生态文明理论，把握生态文明实践的重要参考资料，很有
意义。
张文台同志为该书的出版付出辛勤的劳作，预祝该书胜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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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文台，1942年7月生于山东胶州，汉族，研究生学历，上将军衔。
1958年入伍，历任班长、排长、团政治部干事、宣传股长、主任，团副政委、政委，师副政委、政委
，集团军副政委、政委，济南军区副政委、政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等职。
中国共产党十三大党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八、九、十、十一届连续四届代表，全国人大十届和十一届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

　　在5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从事过军事、政治、后勤、教育和资源环境保护等工作，积累了丰富的
理论和实践经验。
先后发表重要文章百余篇，重要文章被多次转载并被中组部、中宣部、中央党校、国防大学和军事科
学院编入改革开放重要文献，在军内外理论界和艺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主编和撰写过《江泽民国防思想研究》和《“三个代表”党员读本》；著有《来自实践的领导艺术》
、《来自实践的思想政治工作艺术》、《百名书法家书录张文台将军诗词三百首》、《病中抒怀》、
《哲语论修》、《讲堂文思录》等10余本著作。

　　作者多次参加国际、国内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高层次论坛会议，尤其是在G8+5、国际应对气候变
化立法者论坛等国际交流中，提出了诸多独树一帜的见解和观点；实地深入一线开展调研，连续7年
率领中华环保世纪行新闻采访团进行调研采访，足迹遍布全国20余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总结实践经
验，掌握了大量翔实的一手资料积极宣传环保理念和知识，应邀到各大机关、企事业单位、高等院校
演讲授课，获得了各方的一直好评。
2009年荣获“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特别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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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科学立法，完善法律制度
　第二节 严格执法，保障生态安全
　第三节 环境司法，维护生态正义
　第四节 强化监督，保障法律实施
第四章 绿色的产业经济体系
　第一节 大力发展绿色经济
　第二节 积极倡导循环经济
　第三节 高度重视低碳经济
　第四节 打造绿色经济体系
第五章 先进的科技支撑体系
　第一节 高度关注绿色壁垒，提高技术创新水平
　第二节 引进消化吸收创造，构筑绿色科技体系
　第三节 发展和培育面向未来的新能源及其技术
第六章 生态的企业运营体系
　第一节 强化企业社会责任
　第二节 企业社会责任及其承担
　第三节 绿色企业是发展绿色经济的主体
　第四节 绿色财富观是生态文明时代的理性选择
第七章 繁荣的生态文化体系
　第一节 建立全民生态文化教育试验平台
　第二节 完善生态文化宣传教育引导
　第三节 拓展生态文化建设领域
第八章 广泛的社会参与体系
　第一节 树立“生态文明，匹夫有责”的生态公民观
　第二节 强化思想意识加大全社会自觉参与
　第三节 推进机制建设确保全社会广泛参与
第九章 跨区域的协调运作体系
　第一节 区域生态合作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第二节 加强区域立法协作，创建政策协调机制
　第三节 强化跨区域联合执法机制建设
　第四节 借鉴与超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
第十章　国际化的交流合作体系
　第一节 推进生态文明国际合作主体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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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突出生态文明建设国际合作重点战略
　第三节 生态文明建设国际合作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附录
　·打造绿色屏障建设生态文明　
　·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生态文明——关于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思考
　·浅谈低碳经济发展的几个主要问题
　·太湖治理初步形成了七个长效机制
　·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科学发展
　·儒将人生生态情怀
　·发展绿色经济　建设生态文明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思路与新举措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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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4.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实现一种崭新的制度设计和实践选择 科学
发展观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公正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生态文明更加强调
了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基础上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调整，新的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
因此，我们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研究设计一整套评价包括经济、社会、生态
和人全面发展的指标体系，力求将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资源节约、人民福祉等结合起来
，作为地方政绩的综合考核指标，以便在实践中有所遵循。
 （二）建立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综合评价体系的基本要求 1.科学确定评价主体 科学确定评价主体
，即解决由谁来评价的问题。
科学合理地确定评价主体，必须坚持群众公认的原则，发扬民主，最大限度地扩大群众参与的范围。
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到底如何，不能单由上级组织和上级领导说了算，还必须看群众的公认
程度。
这里的群众，应该是包括各级相关的领导在内的、各个层面参加的群体，从而建立起一个全方位的、
立体式的考核评价体系。
这种评价主体的设置，不仅可以有效克服干部政绩评价只由上级组织和上级领导说了算的弊端，较好
地解决干部政绩考核评价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能引导干部切实注重群众公论。
 2.科学设置评价内容 科学设置评价内容，即要解决评价什么的问题。
只有科学合理地设置考核评价内容，解决好评价什么的问题，才能使评价有的放矢，才能使评价结果
更准确地反映领导干部的工作实际。
在具体操作中，既要看经济建设的成果，又要看社会进步的成果；既要看当前的发展，又要看发展的
可持续性；既要看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又要看生态建设的成果。
惟其如此，才能促使广大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做到求真务实，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自觉地坚
持科学的发展观。
 3.科学设计评价方法 科学设计评价方法，即要解决怎么评价的问题。
科学构建考核评价的方法体系至关重要。
考评方法的构建，应着重考虑两个因素：第一，要按照“突出工作实绩”的原则，合理确定“德、能
、勤、绩、廉”五项考评内容的不同比重，既不能以点代面、以偏赅全，也不能面面俱到、不分主次
。
第二，要按照考评主体与考评对象的“知情度、关联度、责任度”关系，合理确定评价主体中不同层
面的“群众”对于评价对象评价的不同比重，使各方面的参与权和意愿都能得到有效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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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态文明十论》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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