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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fe Community of Mountain-River-Forest-Farmland-Lake-Grass” refers to 

the unity formed by the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management and utilization of various 

ecosystems of forest, farmland, lake and grassland under different sites and water 

conditions. As one of the regions with rich natural resources in China, Guangxi, while 

coordinating the systematic management of the Mountain-River-Forest-Farmland-

Lake-Grass System, has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the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the ecosystem. After clarifying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Mountain-River-

Forest-Farmland-Lake-Grass”,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specific strategies for the 

systematic management of the Mountain-River-Forest-Farmland-Lake-Gras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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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der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 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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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是指不同立地、水分条件下森林、农田、

湖泊和草原各种生态系统在合理有效地管理和利用下形成的统一体。作为我国

具有丰富自然资源优势的地区，广西不断加强对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统筹

山水林田湖草的系统治理。本文在明晰“山水林田湖草”理念及其内涵之后，

探讨了广西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具体策略，旨在为构建广西“山水林田湖草”

的生态保护体系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山水林田湖草系统；生态保护；广西

收稿日期：2019-12-17；录用日期：2019-12-23；发表日期：2020-01-07



·24·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探索广西生态保护新路径 2020 年 1 月

第 2 卷第 1 期

https://doi.org/10.35534/rvr.0201003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rvr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  前言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

关乎民族未来的大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1］。

针对关于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自然是

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系统。比如，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我

们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由此，“生命共同体”这一概念初露

端倪［2］。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山水林田湖是一个

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并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上做了更具体的阐述：“山

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

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3］。2017 年 8 月，中央深改小组将“草”纳

入山水林田湖同一个生命共同体［4］。随后，党的十九大把“统筹山水林田湖

草系统治理”写入报告［5］，设计并发布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总路线，说明我国

生态文明建设正在走向一个全新高度。十九大报告中还提到了“人与自然是生

命共同体”，这句话代标志着生命共同体思想的初步形成。可以说，“生命共

同体”思想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总结，又是指引科学理

论不断发展的“领航员”［6］。

2  山水林田湖草的背景与内涵

目前，我国环境问题突出，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步伐尚未达到统一。例如，

土壤污染的综合防治、水环境综合治理以及石漠化问题的凸显。如今这些问题

虽有所遏制，却始终未能真正做到蓝天、碧水与净土保卫战统筹兼顾。环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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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突出，生态环境受损，生态问题层出不穷。面对日渐紧张的生态局势，一种

创新型理念——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应运而生［7］。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是指在不同的立地和水分条件下，森林、农田、

湖泊和草原各种生态系统在合理高效地管理与利用下而形成的统一体［8］。一个

区域内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需要依托于该地区各个生态系统，这些生态系统之间又

是相互促进、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如农田主要向人类提供食物，然而一个健

康的农田生态系统的良好运转离不开森林、草原和湖泊对环境和气候变化的调节

作用。山水的保护是所有生态系统维持的根本［9］。可见，山水林田湖草担任着

生命共同体的角色，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环境基础。同时，人类作为山水林田湖草

生命共同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生物圈内的各个生态系统间存在着密切的共生

关系，因此我们对于这个共同体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忽视［10］。

3  广西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现状

广西八山一水一分田，生态优势金不换。2016 年 12 月，《广西水利发展

“十三五”规划》（桂政办发〔2016〕178 号）提出，要把山水林田湖作为一个

生命共同体，通过系统治理和生态修复等综合措施，不断改善水生态状况［11］。

2017 年，在“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下，广西农业综合开发工

作积极推动多规合一，实行高标准农田统一登记，将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第一

要务，建设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项目以及林业标准化示范基地项目。此外，

广西重点打造的左右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作为第二批国

家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之一，于 2017 年 12 月获得了中央下达

的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专项资金 10 亿元。该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左右江流

域革命老区（百色、崇左、南宁）的水环境保护与整治、土地整治与土壤改良、

矿山环境治理与修复等项目，旨在解决左右江流域水环境保护、生态环境修复

及土地整治、石漠化治理方面所存在的环境问题［12］。2018 年 4 月，广西积

极响应乡村振兴战略，在《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决定》（桂发〔2018〕7 号）文件中明确指出，必须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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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源头保护和末端治理机制，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推动乡村生态振

兴［13］。为建设漓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自治区自然资

源厅在 2019 年初步编制了《桂林漓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实

施方案（2019—2023 年）》，该方案策划了土地综合整治工程、矿山生态环境

修复工程、流域水环境保护治理工程、污染与退化土地修复治理工程、生物多

样性保护工程和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6 大类工程，担负着促进漓江流域生态

保护和修复治理的重要任务［14］。

为建设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促进水生态治理事业的发展，广西将继

续大力实施生态保护和修复，抓好左右江流域革命老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

和修复。通过实施漓江生态保护和修复提升工程，守护好甲天下的桂林山水［15］。

探索多元化的水生态治理投入稳定增长机制，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水生态

治理的借贷投入，建立健全PPP机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水生态治理［16］。

可见，广西在着力建设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同时，也对山水林田湖草进

行着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坚持因地制宜，坚持保持特色，精心“编

制”生命共同体的治理“教材”。

4  存在问题

4.1  生态环境问题突出，人为干预严重

就目前而言，广西部分地区的实施主体对“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

念的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的核心要义理解不深，对生态保护方面所

存在的相关问题还不够重视。以广西左右江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

工程为例，从陆域来看，土地利用类型转化剧烈，村镇化等开发活动导致人工

用地增加，自然区域大量减少，给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添加了许多压力［17］。

从水域来看，农业面源污染、部分河段水质较差、城镇污水处理设施不完善、

水库水源污染等突出环境问题亟待解决［18］。水系过度人工化问题凸显，河

湖等水源涵养空间被严重侵占，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下降，进一步加剧了山水林

田湖草的水生态空间破碎化的程度［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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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相关体制机制有待完善，缺少重点统筹

在治理山水林田湖草的过程中，生态系统治理能力有待提升的问题仍普遍

存在，主要表现为实施主体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综合治理的创新意识、主

动性较弱［20］，对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的创新技术和政策研究不够深入。

另一方面，多部门全社会的协同联动机制亟待健全，具体表现各部门在责任落

实与考核、资金使用管理、工程实施监督等方面的工作体制机制仍有不合理之处，

缺乏长效管理。可见，在区域之间、部门之间联防联控和协同共建机制都迫切

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与加强［21］。此外，有的地区还存在未能够统筹兼顾

重点工作的问题，对保护修复与产业发展、脱贫攻坚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重

点工作缺乏统筹考虑。总的来说，要想建立一个与生命共同体理念协调统一的

创新体制机制，就必须要打破当前各部门“各自为战”的工作模式。

4.3  资金使用安全性和效益有待提高

当前，由于生态文明建设资金需求大，生态环境市场管理困难、融资困难，

所以资金的投入是山水林田湖草项目建设能否取得有效性的基础。因此，政策

规划的完善、财政资金的支持尤为重要，二者是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

程必不可少的推动力［22］。但是，现今不少试点地区与治理山水林田湖草有

关的项目、资金和绩效考评等还有待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财政资金的安全性仍

存在一定的风险。比如，在部分试点地区，由于缺乏贯彻因地制宜的思想，导

致财政资金不合理分配、资金使用效益延迟的情况，致使工程绩效目标的推动

力较弱。如果实施主体对资金使用不到位，一味将资金平均分配，或未针对关

键区域开展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最终导致部分地区资金不足的问题，工程进展

难以取得成效。

5  发展对策

5.1  坚持顶层设计，科学规划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开展山水林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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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离不开科学规划、统筹兼顾和整体施策的基本原则。

首先，要考虑山水林田湖草间各类生态要素的内在联系，以生态系统的空间差

异性为依据，对各要素的作用进行仔细分析，使生命共同体生态保护修复区域

的空间分布得以明确［23］。接着，针对如何进行山水林田湖草系统的保护修复、

为何保护修复以及何时保护修复等一系列问题展开研讨探究，科学划分保护修

复工程的实施范围，设计一套适时适宜的实施方案，包括具体项目布局、优先

示范区片、主要建设内容、实施计划安排等［24］，使流域水环境质量得到较

好的改善，水系渗透条件得到进一步优化，从而达到恢复河流自然水循环的目的。

最后，对山水林田湖草试点地实际工作进展进行严格考察，及时总结建设经验，

制定并推出针对于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的技术标准或规范。此外，也可结合

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山水林田湖草相关的综合产业，达到开发与保护并进、

建设与修复并存的效果，以增强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

5.2  坚持综合整治，加快体制改革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既要注重工程实施，也要注重机制体制建设。随着

广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稳步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资源作为重要的生产要

素，需从可持续发展角度，从整体出发的高度，对各个生产要素进行统一的管

理和保护，达到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进行集中统筹治理的效果。因此，建

立生态保护与修复资金保障、生态保护红线管控、工程项目绩效评价等制度势

在必行［25］，在生态学理念长期指导下，进一步完善广西全流域生态补偿制

度、森林生态补偿制度和湿地生态补偿制度，始终与流域地区脱贫工作紧密结

合，使得脱贫工作迈上新台阶。其次，统筹土地、城市和生态保护三方面，确

定建设用地控制线、产业区块控制线、基本农田保护控制线、生态保护红线“四

条控制线”，并统一纳入系统信息管理平台进行监管［19］。此外，亦可建立

健全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公众参与机制，设立流域生态系统保护与治理的

社会监督委员会，选择群众、媒体、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方代表组成，提高全

社会参与流域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的积极性。总体来看，机制体制建设是“山

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能够长期有效开展的重要保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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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发挥自然修复作用，减少人为干预

在山水林田湖草中，各自然要素主要是通过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过程

互为依存、互相作用，并有机地构成了一个生命共同体。其中的某一要素一

旦出现异常，往往会对整个系统产生影响。生态系统是一个具有自净化属性

的系统，如果人工干预程度超过了其自净化能力，生态系统也将发生不可逆

转的退化。因此，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治理虽需要人工参与，但不能

违背自然规律，而是要尊重自然性，尊重文化和地域性，重视生态保护修复

的系统性、整体性、功能性，继续采取生态保护与自然恢复并重的方式，顺

应时代发展，加强生态安全意识。例如，采用生态护岸、自然弯曲河道等修

复技术进行水生态修复，尽量地保持环境原生态，坚持可持续发展，而不是

单纯采取点对点污染治理和用水泥硬化河道等传统方法［27］。总之，实施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既能够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有利

于构建科学合理的生态安全格局。

5.4  坚持统筹使用财政资金，保障工程实施

要进行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就需要立足当前现有的资金渠道，整

合财政资金，避免交叉、重复，从而形成稳固的资金合力，优先支持山水林田

湖草生态修复项目［17］。因此，可通过整合使用清洁小流域、国土整治、农

村环境综合整治、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等现有资金，合力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保护

修复工程的实施［28］。发挥社会各界在山水林田湖草保护修复中的作用，将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拓展成为各界可投资，可管理的公共平台，通

过 PPP 等模式引入社会资本，集思广益，积极组织社会各界参与工程的前、中、

后阶段，确保长期发挥效益［25］。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可以制定出弹性较强，

符合当地政治生态条件的绩效考评制度，根据地方情况分配国家扶持资金；更

新市场机制，促进行业内部良性竞争，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实行政府主导的招标、

投标管理。在建设中，财政部门也应发挥职能作用，加强资金监管力度，定期

对项目进行跟踪问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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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束语

“苍苍森八桂，兹地在湘南。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篸。”现阶段，国家

大力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化治理，历史机遇已经走到了我们的面前，建设美

丽广西，不仅需要山水林田湖草的支撑，也需要绿色发展方式的实施，科学制

度和政策的引导，更需要生态文明理念的深入人心。将“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

共同体”的理念牢记于心，举广西全区之力，全力完成建设山水林田湖草的重

点任务，才能够更快更好地打赢广西乡村振兴攻坚战，广西的百姓才能享受生

态红利，过上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

基金项目

桂林市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计划项目（20190205）；广西乡村振兴战略与实

践丛书（生态卷）（CSBZ20180004）；桂林市可持续发展重大专项（201801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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