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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之一，环境污染

问题日益严重，成为制约该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京津冀地区环境污染的跨界性和复杂性需要三地政府加

强协同治理，而立法协同是实现协同治理的重要手段。

通过立法协同，可以统一三地环境治理标准，促进环境

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京津冀地区环境质量整体提升。

研究背景与意义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方面，近年来我国学者对京

津冀地区环境污染治理的立法协同问

题进行了广泛研究，提出了许多有价

值的观点和建议。

国外研究方面，欧美等发达国家在环

境污染治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其立法协同的实践对我国京津冀地区

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国内外研究现状表明，京津冀地区环

境污染治理的立法协同问题已经引起

了广泛关注，但相关研究还有待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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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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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问题

通过对京津冀地区环境污染治理的立法协同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出

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推动该地区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如何构建有效的立法协同机制，统一三地环境治理标准？如何协调三

地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如何借鉴国内外

先进经验，完善京津冀地区环境污染治理的立法体系？

研究目的与问题



京津冀区域环境污染治理
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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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地区实施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

通过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监测和统

一执法，协同应对大气污染问题。

大气污染联防联控

加强水源地保护，推进水环境治理和生态

修复工程，提高水环境质量。

水环境治理

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实施土壤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加强土壤环境风险管控。

土壤污染防治

环境污染治理政策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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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施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京津冀地区大

气环境质量得到显著改善，PM2.5浓度逐年下降。

大气环境质量改善

水源地保护和水环境治理工程的实施，使得京津

冀地区水环境质量得到稳步提升。

水环境质量提升

通过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实施，土壤环境风

险得到有效管控，保障了农产品质量和人居环境

安全。

土壤环境风险得到控制

环境污染治理效果评估



京津冀地区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立法

协同不足，缺乏统一的环境保护法律法

规和标准体系。

立法协同不足

环境污染治理中存在执法监管不力的问

题，一些企业违法排污行为得不到及时

有效的制止和惩处。

执法监管不力

京津冀地区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区域

协作不够紧密，缺乏有效的协作机制和

平台。

区域协作不够紧密

环境污染治理技术创新不足，一些关键

技术和设备依赖进口，自主创新能力有

待提高。

技术创新不足

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立法协同的理论基础与实
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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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在立法过程

中相互协调、合作，共同制定、

修改或废止法律、法规、规章等

规范性文件的活动。

立法协同的定义

包括立法主体间的协同、立法内

容的协同、立法程序的协同以及

立法监督的协同等方面。

立法协同的内涵

立法协同的概念与内涵



国内实践经验
我国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已经开展了立法协同实践，通

过制定区域性的环保法规、建立联合执法机制等方式，有效推动了区域环境污

染治理工作。

国外实践经验
欧盟在环境领域开展了广泛的立法协同实践，通过制定统一的环保法规和标准，

建立跨国界的环保机构等方式，实现了成员国之间在环境治理方面的深度合作。

国内外立法协同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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