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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问题是政治学最为核心、最为关键
的命题。美国政治学者福山称这类问题为“国家
构建”(state-building)。国家治理之所以具有如此
巨大的价值，是因为“软弱无能的国家或失败国
家已成为当今世界许多严重问题的根源”。[1] 新
的历史时期，我国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在
“国家构建”问题上的纲领性决策，反映了我们
党对国家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崭新认识，是对马克
思国家与社会学说的重大发展。“绿色”代表生命、
环保、节能，具有无公害、健康的意味，是生态
环境特有的颜色。绿色治理，不仅是环境保护的
重要举措，也有益于人的健康生活与发展。因此，
我们必须坚持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绿色向
度。对此，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绿色
发展，着力改善生态环境”。[2]

一、理论溯源：全球绿色治理思想的提出

绿色治理思想的产生，经由了以下范式的变
迁 : 先是思想意识层面的“绿色政治”思潮；然
后是世界各国政府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实施“绿
色行政”；最后是由于现实生态环境问题的极端
复杂性，客观上要求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实
现“绿色治理”。

（一）第一阶段：“ 绿色政治” 思潮的产生

绿色政治是 20 世纪 60-70 年代兴起于西方国
家的新政治运动，其目标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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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治理问题是政治学最为核心、最为关键的命题。绿色治理的提出经历了“ 绿色政治” 思潮
的产生、“ 绿色行政” 的实施和“ 绿色治理” 新范式的出现三个阶段。实施绿色治理是推进当代中国国家治
理现代化的必然逻辑和现实选择，因为绿色治理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基本目标和基本途径。
推进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构建绿色协同治理体系，提升绿色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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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处，反对传统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实现
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着力强调人类整体利益和子
孙后代利益。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开始，欧美发
达国家公众开始广泛关心环境问题。1962 年，美
国海洋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发表《寂静的春天》，
揭露批判人类对自然的严重污染，热情讴歌生命
世界，强化了公众的环保意识，一种新的生态观
念开始萌生。20 世纪 60 年代末新左翼政治理论
猛烈抨击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在其中阐发着对人
与自然关系的新理解，可以说构成了另外一个理
论基点。新左派社会主义对生态政治运动的哲学
理论基础进行了拓展，其中提出了市民参与、自
我管理与公正分配等思想，这些政治主张与后来
的绿色政治的基本原则密切相关。客观地评价，
这个时期的政治理论实现了对自己理论的拓展，
要求把环境问题容纳其中；但这种容纳中，环境
问题处于从属地位。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生态
环境问题被全球公认为普遍性的问题，标志性事
件有 1970 年第一个地球日的庆祝、1972 年人类
环境会议的召开、环境法等学科及其研究的兴起
等。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发表，
其中明确指出：环境危机已经成为人类未来生存
的危机，工业化导致的资源过度消费与人口急剧
膨胀正在破坏整个地球的生命支撑体系。这一成
果的公布，立即引起了世界各国政府与国际社会
的普遍关注，并从下面两个方面有效影响和有力
推动了绿色政治思潮的发展：一方面，对人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