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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典草案设置生态保护编，包
括一般规定、生态系统保护、自然
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物种保
护、重要地理单元保护、生态退化
的预防和治理、生态修复7章，转
变以往以单一生态要素为保护目标
的立法思路，突出系统保护理念。

其中生态系统保护一章，主
要 是 整 合 规 定 森 林 法 、 草 原
法、湿地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
法、海岛保护法中有关生态保护
的内容，同时增加江河湖泊、荒
漠生态系统的专门规定，提升生

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 法 典 草 案 新 纳 入 江 河 湖

泊、荒漠两种生态资源要素，强
调对它们应当同其他生态要素平
等看待和保护。”汪劲说。

在他看来，现有法律对水质
和水量的保护较为明确，但水生
态的保护有待加强。法典草案
把“江河湖泊”纳入生态系统保
护，更加重视保护水生态，体现
了 综 合 治 理 和 系 统 治 理 的 思
路，有助于实现水资源、水环
境、水生态统筹治理。

看点三：
立法保护江河湖泊、荒漠生态系统

生态环境法典草案首次亮相
有哪些看点？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
不觉、失之难存。法典草案在生
态保护编中，就“自然资源保护
与可持续利用”设立专章，强调
在做好保护的同时加强对资源的
合理利用，最大限度发挥自然资
源的价值，使高质量发展和高水
平保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我们要建设的是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生产发展、生
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全国人
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吕忠梅说，“推
动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这
是法典编纂的显著特点。”

明 确 耕 地 数 量 、 质 量 、 生
态“三位一体”保护，永久基本
农田实行特殊保护，加强黑土地
保护……在土地资源方面，法典
草案吸纳了我国近年来为保障粮
食安全、强化耕地保护以及在土
地资源利用方面着力加强的重点

政策和创新举措。
“把几类主要自然资源开发利

用方面的环保约束和管控制度予
以明确，并把一些在部分地区实
践探索且卓有成效的做法、规则
上升为法律制度，有利于更好实
现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北京大
学法学院研究员巩固说。

他 表 示 ， 对 于 其 他 自 然 资
源，包括森林、草原、野生动物
等，草案对其开发利用的关键制
度作原则性规定，以表明其不仅
是生态系统或物种，还兼具资源
属性，在保护为主的前提下可依
法合理利用。

巩固建议，下一步要重点关
注未利用地的生态保护与合理利
用，细化利用规则，健全管理体
制 ， 支 持 、 鼓 励 契 合 自 然 条
件 、 具 有 良 好 综 合 效 益 的 利
用，对合理利用形成良好激励。

看点四：
正确处理发展和保护的关系

法典草案中绿色低碳发展编
引人关注。草案在现行清洁生产
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能源
法等法律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
决议等基础上，建立健全绿色低
碳发展相关法律制度。

绿色低碳发展是解决生态环
境问题的治本之策。中南财经政
法 大 学 法 学 院 教 授 张 忠 民 表
示，草案在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
之外，将绿色低碳发展单独成
编，是生态环境法治的一项重大
创新。

“以循环经济为例，现行循环
经 济 促 进 法 相 关 条 文 多 为 鼓
励 、 支 持 性 质 。” 张 忠 民 表
示，“基于我国资源有限、人口众
多的现状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大趋

势，必须提升制度刚性，为绿色
低碳领域执法、司法等提供更为
有力有效的规则。”

记者注意到，在应对气候变
化章节中，草案对开展国际合
作，参与、贡献和引领全球气候
治理，加强气候变化领域的人才
队伍建设和技术交流合作等方面
内容作出规定。张忠民表示，中
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应对气候
变化方面的国际承诺以及履约需
求等，也将在此体现。

相关专家表示，以绿色低碳
发展编为标志，生态环境法典编
纂充分回应时代之问，推动构建
中国绿色低碳发展法律体系，为
世界贡献环境法治建设的中国智
慧和中国方案。

看点五：
绿色低碳发展单独成编

4月27日，备受关注的生态环境法典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草案分为5编，包括总则编、污染防治编、生
态保护编、绿色低碳发展编、法律责任和附则编，共1188条。

继民法典之后，首次亮相的生态环境法典草案有哪些重要看点？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和业内人士。

翻开厚重的法典草案，总则
编第一条立法目的中，“保障公众
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引起不少
专家的共鸣。现行环境保护法明
确“保障公众健康”，此次法典草
案 增 加 公 众 的 “ 生 态 环 境 权
益”，被视为一大亮点。

“法典草案把保障公众健康和
生态环境权益作为立法目的之
一，写在第一条，是非常难得
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劲
说，草案的一系列制度设计，彰
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尤
其在污染防治编中体现得最明显。

商 贩 在 住 宅 楼 下 开 烧 烤
摊，熏得窗外、电梯间、居民衣
服上都是油烟和异味，这个难题
怎么破？为解决类似“窘境”，法

典草案对餐饮服务项目、露天烧
烤以及服装干洗和机动车维修等
活动进行了规定。

华侨大学法学院院长刘超表
示，油烟、恶臭、噪声等是近几年
生态环境领域群众投诉较为集中的
问题。针对老百姓“家门口”的油
烟、恶臭等顽疾，此前大气污染防
治法作出了相关规定，此次法典草
案进行了系统整合，以更好地推进
问题解决。此外，过去一些政
策、规章制度当中已有规定，但法
律尚未明确的经验做法，这次也写
入法典草案之中。

在专家看来，法典编纂将从立
法角度为解决这些老百姓急难愁盼
问题提供更有力的法律依据，更好
保障公众的生态环境权益。

看点一：
明确保障公众“生态环境权益”

记者注意到，草案污染防治编
共 设 置 9 个 分 编 、 36 章 、 525
条。污染防治编首先考虑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三大污染防治攻坚
战，其次是固体废物、噪声、放射
性污染源的治理，然后设置“其他
污染防治”分编，对化学物质、电
磁辐射、光等新领域污染防治问题
作出针对性制度规定。

刘超介绍，近年来广受关注
的新污染物，来源主要是有毒有
害化学物质的生产和使用。国务
院办公厅2022 年已经印发 《新污
染物治理行动方案》，进行针对性
治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
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 中

则明确要求加强“电磁辐射环境
管理”。一些地方也正在进行光污
染治理的相关探索。

对此，生态环境法典草案规
定 加 强 化 学 物 质 污 染 风 险 管
控、建立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新
污染物协同治理和环境风险管控
体系、电磁辐射污染防治监督管
理体制、电磁辐射设施分类管
理、光污染防治等制度措施。

“法典草案在常规污染物之
外，高度重视新型污染问题。”刘
超表示，这一分编根据新的情况
和实际需要进行编纂，体现了立
法机关对人民呼声和现实立法需
求的及时回应。

看点二：
关注化学物质、电磁辐射等新领域污染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