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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国舫院士对如何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工作提出建议 

     沈国防院士在全国政协分组讨论会上发言节录： 我完全拥护朱镕基总理作的有关
“十五”计划草案的报告。这个报告方向正确，高屋建瓴，脉络清晰，朴实无华，是指导今
后多年工作的重要文献。 
    我想就有关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问题讲一些看法。 
    在“九五”期间，生态环境建设问题受到了充分的重视，国务院公布了《全国生态环境
建设规划》，相继上了好几个生态环境建设工程项目，特别是1998年开始的天然林保护工程
项目和2000年新上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项目，都具有深远的意义。这充分说明国务院对这个
问题的重视，特别是朱镕基总理高瞻远瞩，亲自倡导，有力支持，在这方面功不可没。 
    在“十五”计划中，生态环境建设继续摆在了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中把生
态环境建设放在了优先的地位，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重要决策，必定会受到广大群众的拥
护。 
    以前每次向政府提意见，都是提对这个或那个领域的支持力度不够。现在看来，支持力
度够不够，主要是一方面看真实的需求究竟有多大，另一方面看国家财力又有多大。把这两
方面结合起来看“十五”计划中对生态环境建设的力度应该说是够大了，相对于国家经济实
力来看，做到这点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用好这笔钱，真正取得足够大的
实效。这里有几个环节值得注意，一是各主管部门和各个地区都要有好的规划，把钱用在最
需要的地方，用得科学合理。不要搞形式主义工程或什么人的政绩工程，要珍惜把每一分钱
用在刀刃上。二要对生态环境建设工程投资进行全过程的监督审计，不允许瞎花，不允许挪
用堵窟窿。在报账过程中不允许弄虚作假，要有真实的生态效益指标来体现。三是各个生态
环境建设工程项目必须协调运作，以体现综合治理的原则。现在涉及生态环境建设的项目有
很多，除了上述天保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还有几个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防沙治沙工
程、水土保持工程、草原建设工程及生态县建设工程等等。但是这些工程都是分别由不同部
门主办，在建设过程中部门分割，互不协调的情况大量存在，重复花钱，效益不能互补，取
不到综合优势，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本来各级计委应当处于协调各项工程的优越地
位，特别是县一级。遗憾的是在一些重点建设县的计委主要忙于自己抓工程项目，而没有发
挥各主管部门的积极性。自己又不在行，就外聘退休人员当顾问。这样的办事机制是否合
适?值得考虑。 
    顺便再说一个问题，那就是林业部门的地位问题。林业部门是实施生态环境建设的主要
部门，这是公认的。在新世纪里，它的任务就更重了。由于林业部门承担的任务重，涉及面
广，既要与广大基层和千家万户打交道，又要对林产业的发展进行指导，加强林业主管部门
的位置显得很重要。因此，针对中国在世纪之交的具体情况，我们曾连续几年建议恢复林业
部的建制或把国家林业局升格为国家林业总局。有些理由就不在这里细说了。这个问题好象
从上到下都有了共识了，就是需要最后一把推力来实现。我们恳请朱总理在这个问题上早作
决断，再予支持，对今后全国生态环境将会有很大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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