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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态文明是社会实践发展的现实需求以及全球人类和谐发展的共同目标。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将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了国

家战略的高度。甘肃省是我国西北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在推动全国生态文明建

设中具有重要作用。本文的研究与写作，以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分析为前提，

通过系统的梳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产生的背景和基本内涵，指出了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对甘肃省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导作用。文章共分为五部分，主要内容

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国

内外研究综述、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方法、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章，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产生的背景。本章系统的探讨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理论来源、实践基础。第三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概述。本章阐述了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容、基本特征以及时代价值。第四章，甘肃生态文明

建设的现状与问题分析。主要介绍了甘肃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推动甘肃生态文

明建设的发展机遇、甘肃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以及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第

五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提升甘肃生态文明建设质量的路径和对策。

本章，首先概括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甘肃的践行路径，其次介绍了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指导下推动甘肃省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对策。包括：完善生态文明建

设的体制机制、做好“碳达峰”和“碳中和”、充分挖掘特色产业优势、持之以

恒改善民生以及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工作。以期为甘肃省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

有价值的理论参考以及实践依据。

关键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生态文明 甘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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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not only the product of conform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but also the realistic demand of social

practice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common goal of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ll over the world.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elevated it to

the height of national strategy. Gansu Province is an important ecological

security barrier in northwest China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orts out the formation principle, development process,

rich content and theoretical value of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and at the same time, points out the important guiding role of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on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Gansu Province. On this basis, using scientific stand,

viewpoint and method, focus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gansu province,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with practice, analyzes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gansu province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of the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and summarizes the current problems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甘肃的实践研究

exi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still in gansu

province and the reason for the problem, based on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short board is put forward in jinp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under the guidance of gansu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irst of all, we should improve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Second,

we should achieve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and fully tap the

advantages of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Third, we should make persistent

efforts to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finally, we should strengthen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work.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valuabl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basis for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Gansu Province.

KeyWords: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Ecological

civilization；Gan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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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1.1.1 选题背景

马克思曾指出人与自然浑然一体，人与自然界产生关系相当于自然界与自然

界产生关系，因为人其实是自然界的一个要素而已，人并不是自然界之外的一个

物种类，而是自然界本身构成要素的一个物种类。马克思认为人和自然是合二为

一的，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相当具有生态性，同时也否定了资本主义的主客体二元

论，即人完全独立于自然之外，人是发展主体而自然界是客体，人与自然呈现为

敌对的状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奴役自然这一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

化产物，直接导致了工业文明所谓的“成果”即生态危机。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

世界中，生态问题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问题，也成为了一个全球各个国家

地问题。我国的一系列生态问题影响着我国人民的健康生活并且制约着我国更好

的发展。如何解决这一全球共同面临的危机已然成为一种国际共识。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的国际地位、影响力、话语权的不断提高，使我国逐

步走向国际舞台中央。在面对生态环境危机冲击的一些做法方面受到了全球其他

国家的热切关注。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全人类共同发展的广阔视野，从新时代背

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许多有关生态文明的相关话

语及理论思想。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各地政府、理论研究者以及相关学者在全面

贯彻党和国家相关政策文件以及重要会议精神中，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行了

研究取得了丰厚的理论成果。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内容的研究基本呈现

出清晰地脉络，但随着研究的深入，需要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理解其思想精华。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以及发展都是立足

于我国现实的实践要求的。从二零一六年至今，习总书记先后多次考察过我国多

个地方，如：重庆、山西、宁夏、江西等等，其围绕的一个中心主题就是生态文

明建设以及生态良好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在全国各地也稳扎稳打的开展中并且取

得了一定的成果。甘肃省地处黄河中上游，地域辽阔，省内各地气候类型多样，

自然资源丰富，历史文化悠久。在我国发展西北地区经济、政治、生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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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战略中具有关键作用。甘肃省的生态文明建设关系整个西北地区生态文明

建设的成效，同时对强化我国西部生态安全屏障也具有重要作用。此外，甘肃省

的生态文明建设也直接关系到本省的经济发展以及建设全面小康的成色。因此，

甘肃遵循生态可持续发展不仅是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遵循我国总体发展路线的体

现，同时也是促进本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之策。

1.1.2 研究意义

1.1.2.1 理论意义

一方面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发展。只有科学的理论才能更好的指

导实践，在经济全球化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下，生态问题不仅仅是某

一个国家某一个地区所面临的问题，生态问题是全球所面临的共同有待解决的问

题。同时，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不同，我国的生态环境又与其他

西方国家的具体情况所不同，只有符合我国具体问题的具体方案才是最合理的方

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在继承发展基础上形成发展的，是理论与实际情况相

结合的产物，符合我国的生态发展现状，在应对环境问题时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

用。本文通过梳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来为甘肃省的生态发展提供积极有效的建

议，有助于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另一方面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传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遵循理性思

维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剖析出生态发展的永续之道，他采用了丰富的语言特色，

表达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饱满。通过简练有力的表述，在阐释出人与自然之间的

关系同时提出了人应该如何正确的与自然和谐相处。
①
理论的深化与升华不仅仅

体现在头脑风暴，更加蕴含在社会实践之中，只有人人都主动了解以及付诸实践

行动，理论在被人民群众内化于心为外化于行才能使理论成为物质力量才能得到

更好的发扬与传承。通过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系统解读与研究有利于推动人

们准确全面的了解。

1.1.2.2 现实意义

一方面研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在科技发

展高速进程中，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现在的发展目标，之前的快速发展、先发展后

①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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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已经不符合现今我国的发展要求，要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贯彻新发展

理念，走生态发展之路。习近平总书记 19 年的甘肃之行，脱贫攻坚习总书记的

重点考察内容之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打赢脱贫攻坚最后的贫困堡垒离不开新

发展理念离不开绿色发展方式。同时也符合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习近平总

书记在八步沙林场，同职工一起劳动，指出面对困难要坚定信心不低头，敢于把

沙漠改造成绿洲，几代人坚守岗位甘于奉献，为生态建设贡献力量。甘肃生态文

明建设可以促进甘肃高质量发展，建成“美丽甘肃”，从而加快推进美丽中国的

建设。

另一方面为推动西北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独特的理论视域。我国整体的生

态文明建设对于各个省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统领和指导作用，同时，各个不同

省份的生态发展情况对国家整体的生态文明建设是有影响的。甘肃的生态文明发

展情况在地理情况复杂、气候多变的西北地区有一定的典型作用。甘肃的生态发

展发展对于整个国家贯彻实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也是有影响的，所以研究甘肃

的实践发展状况是有必要的。甘肃省位于黄河流域上游地区，地形复杂，属于温

带大陆性干旱气候。甘肃省的生态文明建设可以给其他处于干旱气候的地区提供

宝贵的建设经验，同时也可以给同处于黄河流域上游的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

实践经验。因此，甘肃省的生态文明建设给西北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丰富

的实践经验。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环境问题不仅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问题，环境问题具有普遍性，世界性。

所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把研究重心放在了生态方面，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

成果，这些理论成果给我带来一定的启发，同时也给我的研究与写作提供了一定

的思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2.1 国外研究综述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进行了比较系统全面的研究，对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发展以及丰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最早对马克思、恩格斯的

生态思想进行研究的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他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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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
①
，他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科技的高速发展从

而导致的物化关系进行了批判；霍克海默的著作《批判理论》中提到了自然和社

会之间的相互渗透作用以及不可分离性
②
；葛兰西指出“人与物质之间的矛盾通

过辩证的发展达到统一”
③
，意思是人通过劳动与自然发生关系。二十世纪六七

十年代，全球出现生态危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生态的重要性。二十世纪八十年

代末，涌现出新的学者，如法国的乔治.拉比卡、大卫.佩珀、詹姆斯.奥康纳等

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危机，并寻求摆脱生态危机的出路
④
。

国外众学者直接研究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或者是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研

究成果较少，他们主要的研究方向是追寻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下的矛盾即生态

危机的爆发根源及诱因，同时也脱离实践来描绘了社会主义，并且对社会主义生

产关系下的生态保护进行了设想。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显著的发展尤其是十八大以

来中国向世界呈现的中国速度，使一些学者把目光投向中国，展开了对习近平治

国理政思想的研究。一是将生态马克思主义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行了比较。

如美国学者大卫.雷.格里芬认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与西方有相似之处，二者订

立的发展目标相一致
⑤
。又如西方有机马克思主义学派认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在

习近平的指导带领下可以实现真正的生态文明。二是一部分外国学者着重对习近

平治国理政的某一观点的关注。主要在“一带一路”、“中国梦”等有代表性的观

点中。同时提出了“中国梦”与中国的民族复兴紧密相连。

综上所述，国外研究者对生态环境的相关的问题的研究有些方面很有借鉴价

值，值得我们总结与学习，尤其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出现生态危机的

根源的揭示方面的探讨，为我国研究者了解当今世界出现的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提

供了有益的指导。对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也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研究意义。但

是对具体内容研究的较少，因此，我们对于国外学者的研究要扬弃与发展不能盲

目照搬。

①[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03.
②[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113.
③[意]葛兰西.狱中札记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06.
④[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53.
⑤[美]大卫·雷·格里芬.生态危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69.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甘肃的实践研究

5

1.2.2 国内研究综述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围绕人与自然这个话题在关于生态发展方面发表了许

多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引发了理论界对生态文明思

想的研究。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出版了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的论述以及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重要精神的论著几十多部，学术期刊方面，从“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研究”、“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习近平治

国理政思想”等方面有大量的著作与期刊文献，各个研究者着手于不同的思考角

度，多样的研究视角，丰富的考察层次入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来源方面的研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

具有独特的理论源泉，深入挖掘考察其理论源泉，研究者们总结出其理论来源主

要是由三部分组成，包括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其中所蕴含的生态文明思想、中国

历代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实际实践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思想以及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表达的生态文明思想。国内众多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蕴

含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习近平生态思想的理论来源之一，如“天人合一”“道法

自然”等。主要研究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生态文明基础理论领域的潘家华教授所

著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中明确指出其思想的理论源泉之一

就是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文明思想
①
。《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全面的

介绍了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发展的理论来源之一是优秀传统文化
②
。宋献中、胡珺

发表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引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指出“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汲取了传统文化的精髓”
③
。王新山教授的文章《论中国古代儒家思想

中的朴素生态文明观及其现代价值》中提到：“以中国古代的孔子、荀子以及董

仲舒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蕴涵着丰富的朴素生态文明观，为当代社会生态文明建设

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石及理论原水。”
④
综上所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深根植

优秀传统文化土壤。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中张金俊提出：“习

近平的生态思想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生态文明思想一脉相承。”

①潘家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J].环境工程,2019(03):23-24.
②曹保印,尹武.当代中国生态文明[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③宋献中,胡珺.理论创新与实践引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J].暨南学报,2018(16):53.
④卜晓军,任保平.中国古代朴素生态文明思想及其实践[J].光明日报,2009(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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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所以，通过整理总结，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历代领导集体的相关生态文明

思想是新时代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基础。王雨辰、陈富国

提到：“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在组成部分。”
②
刘

海霞、王宗礼指出：“习近平生态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的人与自然

同命相连的思想。”
③
综上所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具有中国自身特定文化气

息的智慧思想。

关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内涵的研究。一是民生理念，习近平的思想的

形成离不开梁家河插队做知青时与人民群众深入接触的岁月。从那时起他更加坚

定为人民服务，扎根群众，依靠群众的初心。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进行考察

走访，亲切聆听各个地方人民群众最真切的需求并且了解当地的人民群众的生态

环境状况及诉求，通过考察认真总结反思当下生态文明治理下的不足，充分认识

问题其后应用到实践中。总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饱含人民群众生态智慧的

同时也富含真切的民生情怀。在《习近平生态民生思想探析》中张永红教授认为：

“习近平总书记让民众感知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筑牢生态民生建设的根基。”

④
刘希刚提出：“习近平从中华民族和人类共同利益立场出发阐述生态文明的意

义。”
⑤
综合以上信息得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极其尊重以及重视民生诉求。二

是生产力就是发展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富含这一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提

到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持续发展的重要工程，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在这

一背景下，国内许多研究者纷纷把研究目光集中在生态生产力理念上。如，康沛

竹、段蕾在《论习近平的绿色发展观》中提到：“习近平深入阐释了‘绿水青山’

与‘金山银山’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⑥
徐水华以及陈漩在《习近平生态思想的

多维解读》中，提出了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的思想
⑦
。龚万达、刘祖云发表的《生

态环境也是生产力：学习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中也认为，习近平生

态环境力思想是对生产力理论的重要发展包含着生态环境具有生产力的属性
⑧
。

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的梦想与世界其他国家

①沈卫星,徐萌.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综述[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0(08):3.
②李妍欣.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的逻辑生成与科学内涵[J].南方刊论,2021(02):21-23.
③蔡静雯.习近平生态思想理论来源探析[J].经济研究导刊,2021(12):134-136.
④张永红.习近平生态民生思想探析[J].邓小平研究,2017(03):131-139.
⑤刘希刚.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初探[J].理论学习,2016(03):35.
⑥康沛竹,段蕾.论习近平的绿色发展观[J].东北大学学报,2016(04):33.
⑦徐水华.习近平生态思想的多维解读[J].思想理论教育,2016(03):29.
⑧龚万达.生态环境也是生产力：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J].求是,2019(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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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梦想息息相关”
①
中国是世界的组成部分之一，中国的民族复兴脱离不了良好

的国际大环境，同时中国的发展也会给其他各个国家的发展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张飞、李娜在其著作《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新文明》中指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具有宽阔的胸怀和开放的视野，突出了生态文明建设之历史担当的全球性，强

调应该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
②
赵可金、赵远在其文章《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中国智慧与世界意义》中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未来的走向
③
。

关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价值研究。众多研究者都在自己的研究中对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高度的评价对其理论地位和价值给与充分的肯定。有研究者认为

其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继承与发展，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现代化发展新

界定。有研究者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新时代新矛盾新发展下的人与自然的

和谐关系起了推动作用，并且对于当今世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黄承梁在《走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中指出：“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

是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共同思想财富。”
④

综上所述，国内研究者从不同的方向，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其思想理论

来源、理论内涵以及理论价值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学习研究，得到了丰富的理论

成果，形成了宝贵的经验价值，为我们今后进一步的学习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与此同时，为本文的写作也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为构建整个文章的整体架构提供

了启示及思路。但是，在目前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来看也存在一些问题，研究方法

有待丰富，整个研究框架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路径比较零散，在目前对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的研究没有达到理论深度完整的阶段，处于发展探索阶段，要强化研

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深度，最终实现系统化、体系化发展。

1.3.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1.3.1 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文从五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章，绪论。作为整个文章的开头，介绍了选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N].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②张飞,李娜.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新文明[J].思想理论教育,2014(02):16.
③牟永泉,杜敏,刘新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与价值意义[J].中国报业,2019(22):12-13.
④黄承梁.走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J].求是,2018(03):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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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背景以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研究的主要内容以及研究方法，文章的

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章，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行阐述，交代其产生的时代

背景以及理论来源、实践基础。第三章，梳理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内涵，

对重点理论进行解读。第四章，研究甘肃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与问题分析，简单

整理总结出甘肃生态发展的成就、机遇以及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第五章，提

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提升甘肃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与对策，介绍了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践行路径，在此基础上阐述了适合甘肃本地发展的路径与

发展策略。

1.3.2 研究的主要方法

文献研究法。研究透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要认真了解习相关讲话、批

示、文件以及专著等等，更需要全面的了解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相关著作，

并对掌握的资料进行分析整理，总结出自己的观点想法。在对原著资料掌握的前

提下，也需要关注其他作者的看法观点，因此也需要阅读大量的学术文章以及期

刊文献资料。通过对各种资料的了解掌握形成自身的理论观点。

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本文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指导方法，归

纳总结习近平关于生态思想的基本内容和指导性结论。正如列宁曾经指明的：“对

于社会历史发展问题的研究方法来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

所以本文在撰写的过程中会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法。在当前现有的文献资料中，对如何推动理论与不同

的实践背景相结合的研究较为欠缺。理论与实践互相影响，缺一不可，离开实践

的理论容易走向空洞不能指导社会建设，并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方法。本文在透

彻研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甘肃省自身的发展状况，因地制宜的提

出合理的方法策略，适合甘肃自身的发展。

1.4.创新与不足之处

1.4.1 创新点

本文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充分学习分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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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的前提下，灵活运用各种文献资料、他人的研究成果等，

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行全面的剖析。本文的创新点如下：

一方面是注重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通过习近平近些年考察全国各地的生态

文明建设成果等得到启发，结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发展情况在甘肃的落

实实践而展开论述，通过对甘肃省的实践研究而为全国其他因地理环境制约的地

区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借鉴。

另一方面是研究结论的形成不仅是个人对学术资料、现有理论的探讨，更是

注重实践发展状况，结合甘肃省各个地区因地貌和环境的不同，形成的不同的发

展状况，所制定的发展方略。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结合，可以更加全面充分了解

各个地区的发展状况，从而形成较为全面的理论成果。

1.4.2 不足之处

对任何理论的学习了解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会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体现在：

由于自身学习的环境、成长经历、所学学科的限制，会影响认知，会存在思考问

题理解资料的视角单一，不能做到全面分析；由于写作能力和学术水平的限制，

不能够系统全面的表达完整理论；再者，准备时间和准备的认真程度远远不及理

论的深度和难度，有可能会出现研究成果的不系统不全面的状况，对理论的宏观

调控和微观把握方面仍较为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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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产生的背景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

要而形成起来的。”
①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符合时代发展的诉求，也是人类社会发

展的智慧结晶。对其思想进行充分的学习与理解的前提,就是要深刻把握这三个

方面。本章主要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理论来源、实践基础对

其理论进行阐述。

1.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1.1.1 全球性的生态环境恶化

生态环境的恶化，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人与自然的关系被破坏。

在工业文明时代形成的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表现为人类对自然暴力的、强行

的征服，人与自然关系的遭到破坏。人与自然之间产生危机也是随着工业化大发

展的不断深入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过度开发，高度重视经济发展

带来的大量生产、大量的消费、大量的排放废弃等行为造成了环境污染。空气污

染、河流污染、土地污染等等都威胁人类的更好发展。在早期工业发达的城市都

有环境恶化的表现，如被称之为“雾都”的伦敦、德国的“红河”等。

其次，大范围的战争也对生态环境产生不良影响。战争不仅危害人自身，也

会危害大自然。从古至今，一旦发生战争都或多或少的破坏着自然环境，从最初

的短兵相接到后来的矛、剑和弓箭，在早期的这些战争对自然的破坏较小，是小

范围的影响。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各个国家的军事力量的提高，现代化的军事力

量大多使用威力更大的武器，20 世纪以来，相继出现了化学、细菌武器以及火

箭、导弹、核武器等等。在战争中使用这些武器，会对自然界产生难以想象的破

坏甚至可以说是威胁。如，二十世纪末的海湾战争期间的石油泄漏，严重威胁着

波斯湾的水体环境，以及在这片水域生活的各类生物的生存。据统计由于原油污

染海面致使五十多种鸟类灭绝，各种珊瑚受到污染，使整个海洋生物链受到威胁。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越南战争，由于美军使用脱叶剂使得大片森林遭到破坏同时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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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威胁着野生动物的生存。在二战期间，生化武器、核武器的使用，对人类以及

生态环境产生的破坏不可逆转，放射性的污染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生

态环境的恢复也需要很长的时期。战争不仅仅威胁着土地环境还威胁着水体环境、

大气环境、生物种类等等。

再次，生产生活的需求进一步扩大，对资源的需求也日益增多，对资源的过

度开采也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尤其是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日渐成熟，越来越多

的领域被开发出来，但是由于过度开采、过度使用以及不合理的开发使用对生态

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危害。由于全球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彼此相连，命运休戚与共，

一个国家的生态污染不仅危害自身也会影响其他国家的生态。譬如，影响深远的

切尔诺贝利事件，由于核电厂泄漏不仅仅使本国受到高放射性的核污染也使邻近

国家的生产受到威胁。对资源的过度开采严重影响着生态环境，不仅仅体现在核

能源的开采还体现在对海洋资源的开发，水资源、矿产资源的开采等等。如，由

于粗放式的采矿方式致使地质结构与地质环境发生变化，出现地面坍塌和滑坡、

海水侵入等；海洋捕捞业的过度运作、海洋油气矿产业的发展、海洋旅游业的发

展以及向海水排污等等都严重影响着海洋的整个生态环境。

1.1.2 国际社会对生态文明日益重视

人们也越来越多的关注环境问题，日渐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紧迫性与重要

性。全球各个国家的环境保护意识逐渐增强，很多国家已经不是被动的治理生态

破坏造成的污染，而是积极行动起来参与环境保护实践，改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

系，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第一次感到限制的必要性。”

①
人类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逐渐觉醒，不仅仅体现在学术界更体现在日常生产

生活之中。起初于十九世纪出现了最早的自然保护主义，以亨利.戴维.梭罗为代

表，他提出自然界具有生命同时自然界还是人与上帝沟通的中介。他的这一论述

在当时社会引起不凡的关注，其他各界学者受他的影响，也纷纷展开对环境保护

的研究。随着环境保护运动的进一步开展，不断地有更多的研究者加入，在这一

背景下各种各样的环境保护组织纷纷成立。其中罗马俱乐部的成果引起人们的广

泛关注，其选择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参数，其中包括人口、粮食、不可再生的自然

①何建明.文化—人类生存在地球上的主要意义[J].学理论,201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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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污染等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告诉大众地球是有极限的，人们要限制自身对

财富的无限追求，由此成为了环境保护运动史的里程碑。随后，环境保护运动越

来越成熟，国际性的环保运动组织先后成立，环境保护的相关国际会议召开，与

此同时还出现了各种国际非政府组织。同时，各地纷纷组织开展活动，引起民众

的关注，激发民众参与活动的热情，巩固民众基础。

“只有当所有人都把地球视为养育人类的家园，我们才能真正超越民族国家

实现更广泛的联合”
①
九二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后，全球各个国家都确立了“可

持续发展”的发展目标。在此背景下，各国政府和民众意识到加强生态保护以及

生态治理的重要性，在结合各个国家具体的国情的基础上，奋力探索发展与生态

良好的道路，经过不懈探索也取得了一些有益的成果，世界生态环境质量有所改

善。其有益的经验有：要坚持科学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理念，立法是保护生态

环境的重要保证，要努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实践的社会化，治理生态环境

要结合具体国情等。

1.1.3 国内生态环境恶化及人民对良好生态的诉求

随着进一步发展，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看到我国发展前景的同时，

我们不能忽略在改革发展初期，由于缺乏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我国的生态环

境现状不容乐观。现如今我国面临的生态环境恶化的威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

水资源污染、浪费现象严重。工业、第三产业和城镇居民生活的污水排放不合理

污染水源，根据中国环境公报公布的数据来看，饮用优质水资源已经变得非常难。

在一些自然环境特殊的地区还面临着湖泊枯竭、地下水耗干等状况，加剧了我国

水资源匮乏的现状。二是大气污染严重。在加快现代化进程中，各式各类的工业

手工业发展起来，同时各地区的生产以及生活所必须排放出的废气，很大程度上

超出了当地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大气污染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空气质量不达

标，严重影响居民的健康以及生态安全。三是土地污染严重。为了提高产量，大

部分农田使用大量化肥、农药等等，都对土地产生了污染，同时工业废弃材料堆

放也对土地产生污染。还有一些其他方面譬如森林面积减少、草原由于过度放牧

退化、耕地沙化、动植物多样性减少等等都是我国面临生态环境恶化的表现。

①埃德加·莫兰,地球.祖国[M].上海:三联书店,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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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人民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对生

活的品质要求也有所提升。在这样的发展需求下，人民对良好生态的诉求不断加

深，生态环境保护理念深入人心，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生态环境被破坏的危害以

及不可逆性。四十多年前解决了“温饱”问题，群众的需求就基本满足了，如今

更加追求质量，更加看重“环保”；四十多年前注重解决“生存”问题，如今人

们普遍追求“生活”以及“生态”。同时，人民的生态权利意识普遍增强，每个

人都明确可以享受高质量的生态环境权利以及保护所在地区的生态环境的义务。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更加追求健康绿色的生活方式。都想要生活在适合生

存、居住、发展的自然环境下，对环境质量要求越来越高。

1.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层之台，起于垒土”
①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

成与发展具有深厚的理论来源与基础。习近平总书记研究考察当代中国以及整个

世界各个国家社会发展问题，并且在继承的前提下善于结合实践，从而为马克思

主义理论增添羽翼。其内容涉及的领域很多，下面将从三个方面阐释其理论来源。

1.2.1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

1.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生态问题的论述中汲取养分

马克思恩格斯在关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切实利益的过程中，对自然问题也

给予了高度重视。采用辩证唯物主义积极有效的探索谋求整个人类解放规律和促

进社会发展之道，提出了解除人与自然对立和奴役的关系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在他们揭示资本主义本质和阐释生态危机出现的根源中，从本质上体现着

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通过深刻的批判“异化劳动以及肯定劳动价

值的逻辑之下”逐步地创立马克思主义。在这个不断创造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

已经深入到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性、辩证性上。
②
一、人与自然的生态关联。二、

人与自然的辩证关联。尽管自然界是先在的，但是，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

①春秋.楚.李耳,老子[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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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说也是无。在《资本论》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一方面是人和自

然的关系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另一方面废物的循环利用可以实现劳动的节约。

在东方文明的特殊性上，马克思论述了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对社会结构的影响。随

着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土地的退化问题以及农业不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严重。

①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1857-1858）》中强调传统公社关系以及土地非异化

关系的重要性
②
，这一观点被众多人类生态学家看作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发点。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揭露以及批判了在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

中，资本家对工人正常生活和工作的生态条件的剥夺，充分的展现出工业革命时

期英国的主要环境问题
③
。揭露出当时工人由于住宿条件差，生产生活环境恶劣

而出现的比较常见的疾病，肺结核、猩红热、伤寒等。以及各种各样的职业病更

是由于劳动的性质以及劳动场所的环境直接导致的后果。随着阶级矛盾的加剧，

反抗精神日益深入工人的内心，所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的产生以及发展是有强

烈的现实针对性以及鲜明的社会批判性。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

认为人和自然是生产的两个要素。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主要从辩证唯物主义

的角度展开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恩格斯不仅突出了尊重客观规律的重要性，而

且认为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是统一的。

从 1844 年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了共同创作。《神圣家族》中他们的观点

与鲍威尔完全抹杀人的生活的物质要素的思辨哲学不同，指出：在物质生产的基

础上，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以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形式展开的。人对自然的关系不仅

仅体现为自然科学，并且体现为人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其他理论形式的把握；将人

和自然的关系问题确立为唯物史观的一个重大主题。马克思恩格斯在生态文明方

面的研究给后人研究生态文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人们开始认识到自然的重要

性，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不能过度掠夺自然。不仅

如此，结合具体实践这些理论财富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理论来源。

2.吸取列宁主义中的生态思想

首先，列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说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7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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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他认为人与自然是辩证的关系，人与自然是不可分离的互相联系的一个整体。

“列宁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扫清了正确处理人类主体性与自然客观性之间关

系的唯心主义障碍，进一步运用辩证思想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①
列宁指出，

人类社会想要进一步的发展定离不开特定的自然基础，自然是客观存在的,人类

可以通过技术的发展来运用自然规律，但绝不能违背甚至取消自然规律的作用。

列宁提出由于生产发展、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人类的需求逐步扩大，野心

也越来越大，对自然进行无限制的索取，会受到自然的惩罚。

其次，列宁以人民群众最真切的利益为出发点。资本主义在进入帝国主义阶

段后，更加肆无忌惮的展现出其贪婪的一面，在这个发展阶段，不仅加强了对无

产阶级的压迫更是对自然资源进行无限制的掠夺以及破坏。在对本国的资源破坏

掠夺之后通过资本输出以及武力入侵的方式达到对全球其他国家自然资源的疯

狂掠夺，形成的结果就是全球范围内大面积的生态危机现象的出现。资本主义国

家依赖掠夺“许多国家以至全世界所有的原料来源”
②
来缓解本国出现的生态危

机压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首先造成了本国以及被侵略国家的环境污染，其次

由于过度的压榨使得工人的生产生存环境极其恶劣。因此，列宁提出现今世界面

临的严峻的生态问题的主要责任人是资本主义国家。

最后，列宁指出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对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十月革命

后俄国国内的社会经济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发展状况不好，国内国外处于危急的

局面。列宁提出了要勤俭节约，拒绝浪费，不管国家处于哪个时期，政府首先要

做到带头勤俭节约。由于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农村劳动力越来越少，土地所需要

的自然肥料也越来越少。列宁指出要通过合理的利用自然资源来发展社会主义生

产力，进行一系列的环保教育以及成立环保组织协会，设立自然资源保护区。在

深刻的反思了资本主义生产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后，他指出无产阶级在利用现有自

然资源来发展社会的同时要重视保护人类生存所依赖的自然环境。

1.2.2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历久弥新、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的

①邵光学,刘娟.列宁生态思想及其实践[J].系统科学学报,2016(04):48-52.
②列宁全集(第 1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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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发展以及社会风俗和人们日常的生活方式等等。不仅在中国古代产生深远的

影响,造福当时的国人，更是延绵不绝为当代我国文化以及思想的发展提供了道

德基础以及理论前提。

1.“天人合一”思想

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发展主流的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之中具有非常

重要的影响，被多个朝代奉为正统的文化思想。在当时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不

容小觑的作用，优秀的文化思想往往是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儒家思想蕴含的

丰富的优秀理念至今仍然作用于当今社会的发展。通过深入的考察和研究我们可

以发现，传统的儒家思想中饱含丰富的生态文明理念。在这些丰富的文化思想理

念中，对当今社会发展影响最突出的就是“天人合一”思想。

“天人合一”思想集中体现了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诉求，包含人际关系

和天人关系以及人类秩序等等的学说。“天人合一”思想贯穿儒家整个生态思想

的发展进程之中，不仅是儒家思想的基础更是中国古代生态发展的思想精华。孔

子在《说卦传》中明确的主张人和自然是要和谐共生的，要做到和谐，人、天、

地缺一不可，同时也是世界秩序有序发展的内在原则。三者之间既是对立存在又

是统一发展的，即相互斗争与相互依存并存。
①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子钓

而不纲，戈不射宿”
②
都是孔子主张的“仁爱”原则运用到人和自然的关系中，

提出一定要遵循自然的生长规律，在对待社会和自然间的万物时都要坚持“仁爱”

之心。此外，孟子在《孟子.离娄上》中提出“诚”不仅仅是为人的原则也是爱

万物的标准，既表现出自然规律，又体现着社会的行事原则，我们对待自然与人

类社会都要坚守“诚”。
③
汉代时期，董仲舒又进一步发展了经典的儒家学说，提

出了“天人感应”。进一步的完善了人、天、地三者之间的关系，不仅继承了孔

子的“仁爱”，又发展了孟子的“仁民”。
④
宋代张载提出了要像对待自己的亲人

一样对待自然，应该给与自然更多的关心与爱护。他说：“乾称父，坤称母；予

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

吾与也。”
⑤
他意在说明我们人类的本性就是爱护大自然，天与地就如同我们人类

①四书五经[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
②四书五经[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
③孟子·离娄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④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⑤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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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身体，体与地表现出的力量就如同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性格一般，我们要向

热爱自己的身体一般保护我们的大自然。由上述可知，“天道”以及“人道”的

合一一直是传统儒家学说的重要思想。

2.“道法自然”思想

以老子、庄子等为代表的经典道家思想和儒家文化一样对为我国思想文明发

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在接近三千年的发展进程中，道家思想深刻的影响着我国人

民的心理、思维、文化精神等等，乃至今日仍然不可忽视其作用。“道法自然”

思想对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较大的影响。

老子是道家学说的奠基者，他以万物的起源和归宿为基点，展开对人与万物

的关系的阐释。他认为，世间万物的本源和起始点就是“道”，万物的生成与发

展不能抛开“道”而谈论，并且是万物运动变换的根基，影响着万物的复归。从

道德经中我们可以看出，老子与孔子不同，并不是以“天地”作为万物生成的本

源，而是认为“一”是万物发展的根源。在关于“自然”的研究中，老子提出“自

然”是顺其自然，无为发展不是人为的干预其发展，人是属于自然的一部分，自

然界囊括了一切，其中的万物都是自然而然的形成与发展的，世间的万物都是自

然界的产物。人、天、地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都要遵循自然界的规律发展，同

时都有自身运转的变换方向以及规律，是按照本性运动存在的。“有物混成，先

天地生”、“大道泛兮，其可左右”这些思想都明确展示出老子所认为的人是自然

界的一部分，人并不能主宰万物的发展，同时，人的发展一定要遵循自然的规律。

他明确提出反对人类对自然无止尽的侵略以及破坏。道家除了老子，还有庄子、

列子都展现出生态方面的思想，都展现出要顺应自然本身的运转规律，人和万物

的平等性。

3.“众生平等”思想

佛教是古天竺在东汉前后传入中国，在与我国本土文化进行交流碰撞后，成

为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佛教文化。佛教在我国古代的封建统治中占有一席之地，

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大量的关于尊重生命以及保护生

存环境的诸多思想，虽然都是以直观的朴素的方式表达其思想，但也足以展现出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人类的思想诉求。

佛教一贯主张众生平等，人和自然界是不能割裂开来的，人与动物、花草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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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等都要和谐相处。正如《大乘玄论》中提到的：“不但众生有佛性，草木亦有

佛性”。由此也可以看出，佛教众生平等的主张。再者，慈悲也是佛教的基本思

想之一，“慈”是爱护众生使其快乐，“悲”是与众生感同身受，怜悯、爱护众生，

并为其去除苦难。《妙法莲华经》里面写到不仅要救其生死更要护其生存。
①
此外，

佛家还提倡要戒杀活物，尊重万物万生，保护整体的生态平衡。除此之外，佛教

还有：“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众生”、“同体”等等都体现出佛教的“众

生平等”思想。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如：《周易》之中记载了周人处理人与自

然关系的思路以及方法；《吕氏春秋》之中详细记录着根据季节的变换和生产的

发展以此来保护自然；墨家的节俭以及朴素的生态思想都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

都对后世的生态思想的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也

有借鉴意义。

1.2.3 西方生态理论的合理之处

“我们要尊重各种文明，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创造性发展。”
②
习近平在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表达了各种文明都具有其优秀的地方，我们发展本国文

化要广纳良言，吸收借鉴西方优秀的文化成果。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吸收借

鉴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同时，

还以开放的胸怀广泛接纳西方生态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对其进行批判的借鉴与发

展。西方国家最早进入工业文明社会，其经济发展产生的不良后果也较早的突显

出来，因而，西方学者较早的意识到生态建设的重要性，西方国家在保护环境等

生态思想的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形成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理论体系。这些丰富的

理论成果给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一些比较有价值的参考。

1.绿色政治理念

在上世纪中期，较早进入工业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陆续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环

境污染，这些环境污染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引起了民众对环境的关注。在这个阶段

“绿色政治运动”应运而生，这些政治运动的价值追求就是要求做到各个国家、

地区以及阶级充分协调发展实现生态和谐。主张展开对毫不节制发展经济的资本

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78.
②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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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国家进行批判，同时也反对“官僚主义”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主张生态和

谐，反对各种形式的污染，不主张过度开发以及使用核能源；要求做到公平公正，

实现各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温和的变革；并且提倡消除国际间的冲突以及霸权主义

和强权政治。绿色政治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现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等矛盾的大背景下

产生，虽然这些主张没有很好的得到实现，但是却激起了民众保护环境的参与欲。

2.生态马克思主义

随着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生态并且多角度多层次的探索生态发展，在这样

的背景下很多西方学者把目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立场下的生态探究。他们提倡不

仅仅通过经济手段，更要从深层次的社会制度变革以及生产方式的改变来改变现

今面临的生态危机，形成一系列完整、系统的理论。

阿格尔提出了“异化消费”的思想。首先，异化消费不仅造成生产活动中的

生态环境污染，而且使人思想观念歪曲，影响人类更好的全面发展。在这种现象

下，人们更加重视对物的占有而忽视本身所真正需要的东西，本末倒置的提高了

物的重要性而忽略作为主体的人的存在，随着消费的发展，这种异化的现象愈演

愈烈。其次，异化消费的形成与资本主义对经济发展的无限追求是密不可分的，

与有限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产生不可转化的矛盾。“资本主义由于不能向人们

提供缓解其异化所需要的商品，而维持其现存工业增长速度，因而将触发这一危

机。”
①
阿格尔的这一表述就明确的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与生态系统的不可转化的

矛盾。最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主要就体现在生态危机方面，消费异化成为

了资本主义社会最为突出的异化想象。人们不以自身发展实际需求为依据，而是

把金钱作为衡量发展的标准。根据消费的程度来评判是否幸福，人们企图通过增

加消费来获得社会地位以及人们的尊重，消费水平的高低成为了衡量是否拥有丰

富财富的标志。

福斯特提出的“生态革命”思想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与生态相矛盾的，

提出要进行社会革命来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社会。他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中

就指出了人类和整个地球的生态都面临着严重的威胁。许多学者站在不同的角度

提出了许多化解危机的方案，福斯特认为全球大部分学者虽然认识到了生态危机

的现象以及危害，但是并没有从本质上认识到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也就不可能

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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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实质的解决方案。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对经济发展的需求，对自然资源源源

不断的掠夺，在这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不可逆转。只有进行生态革命，变革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带来的生态危机问题。他进一步提出

了生态革命的两种类型：生态-工业革命以及生态-社会革命。生态-工业革命是

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基础的绿色革命，目的是为了满足巨大的经济发展以及资源

需求，并没有触及革命的本质，是不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的。生态-社会革命是

建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真正需求的角度上，转变人类对自然的掠夺的观念，借鉴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做到人类与社会都可持续发展，真正达到和谐发展。

除此之外，还有莱易斯提出的“控制自然”思想以及奥康纳的“双重危机”思想

等等，这些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提出的解决生态危机的思想以及方法

都是认识到生态的重要性以及从社会发展需求出发，寻求人类可持续发展。尽管

各种思想基于的出发点以及诉诸的利益不同，但都有其精华成分有其合理的地方，

值得借鉴。

1.3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描述表明实践基础对于人和人

类的自我认识，对于人的自我完善和人类解放具有重要价值。新中国成立以来，

基于我国社会发展现状的前提下，创新地提出了系统的适合我国实践发展的生态

文明思想理论，并且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付诸实践。

1.3.1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的生态实践

1.毛泽东的生态文明建设

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全国各个方面都需要从基础开始建设。以毛泽

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当时我国的现实情况，制定了一系列适合现阶段

发展的建设计划，其中生态建设也得到了突出体现。

首先，毛泽东关注到了最重要的民生问题，在当时生产力发展不充分、环境

艰苦的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了要勤俭节约拒绝铺张浪费，在他的思想以及各种会

议和讲话之中都可以看出他对资源节约的重视。毛泽东提倡的要根据现实的生产

力情况节约资源让最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价值。同时把浪费与贪污划为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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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危害，他向党内同志提出要求：“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人民团体

工作的党员，一经发现利用职权实行浪费和贪污，都属于严重的犯罪行为。”
①
浪

费看似没有危及国家财产、人民生命，但是其危害是长久性的，带来的影响也是

不可想象的，所以要坚决抵制浪费行为。“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句大家耳熟能详

的民间谚语也体现了勤俭节约观念深入人心。

其次，毛泽东关注到农业发展是当时社会经济建设的主要发展方向，提出了

要重视影响农业发展的水利建设。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国多次召开关于兴修水

利工程的会议，全国各地展开了修建水库的项目，解决了我国由于气候类型不同

导致的土地干旱问题，也解决了多雨多灾害地区洪水泛滥，影响人们生产生活的

问题。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在现在仍然发挥作用的水利工程都归功于毛泽东时期

带领全国人民兴修水利的功劳。

最后，毛泽东在深刻反思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过度发展工业带来的环境

问题，以及苏联片面的工业化道路对国民生活的负面影响。1956 年在《论十大

关系》中总结了之前的经验和教训，要求不能走苏联的片面化的工业道路，不能

忽视轻工业以及农业的发展。现阶段要注重发展农业，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以及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再做出调整。提倡节俭、兴修水利以及重视农业发展等都展现

出毛泽东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做出的贡献。

2.邓小平的生态文明建设

邓小平，在继承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中所包含的

生态智慧的前提下，充分考察我国当时的实践基础，指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

能忽视生态建设。首先，他根据国情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制度。他提出：“环境

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②
他高度重视政府在保护环境,发展生态的过程中

的重要地位。如:制定环境管理制度等。同时，他还强调了企业在环境保护中不

可忽视的作用，他明确地指出了想要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离不开良好的生态环境。

在生产过程中要减少浪费现象，提升产品质量也是对资源的节约，同时要注重绿

化、美化、消费心理的变化。主张以开放的心态向国外优秀企业学习企业经营以

及生态发展经验。在对政府、企业提出要求的同时也呼吁大众积极参与到保护环

境的行列之中，倡导人民积极参与植树造林、绿化环境。其次，他指出农业生产

①毛泽东选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②邓小平文选（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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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态保护密不可分，要协调好生产力与环境承受力之间的良性发展。只有发展

生态科技才能更好的解决资源不足、农村环境、经济发展与生态协调之间的种种

问题。农业在我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科技兴农也是必须走

的道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同样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
①
最后，突出使用法律

手段来保护生态环境。在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邓小平深刻的认

识到了建立健全法律制度的重要性。生态安全除了政府主动引导，企业坚持配合，

民众积极参与以外，法律制度也必不可少，我国初步建立起系统的有关生态保护

的法律制度。邓小平关于生态建设所做的努力给我国的生态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同时也提供了很好的理论经验以及实践基础。

3.江泽民的生态文明思想

江泽民非常重视可持续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问题，一直以来的工作

重心都围绕着环境、资源以及人口。他虽然没有明确的提出“生态文明”这个概

念，但是在他的思想以及工作中体现着丰富的生态理念。他结合我国人口多，增

长速度快，环境压力大等国情，指出了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必要性以及紧迫性。

制定了具体的方针与政策，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量以及提高人口素质的方针，做

到人口与自然可承受力的协调发展。在环境保护方面，提出了环境保护与污染防

治相统一，认为要从源头展开治污工作，借鉴国外优秀的治污防污经验开展治污

工作推进清洁生产 。同时在全国各地建立了生态保护区以及生态功能区，为以

后的生态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破坏资源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改善资源环

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②
江泽民站在生产力的角度，

来体现出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性，从而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保护自然的必要性以

及扭转一贯的盲目发展生产的观念，同时也体现出自然在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地

位不可动摇。与此同时也说明了维护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实质上也是在发展生产

力。他站在统领全局的高度上，充分认识到保护自然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关键地

位，推进的一系列政策以及实践都为生态文明建设夯实基础。

4.胡锦涛的生态文明思想

胡锦涛不断地与时俱进，结合国际生态发展大势并且根据我国在进行生态文

明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生态

①邓小平文选（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
②江泽民文选（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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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建设方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所谓科学发展观，其核心思想是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注重经济社会与自然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①
胡锦涛提出的科

学发展观包含了丰富的生态思想。从建国以来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经济

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为了尽快发展经济我国采取的发展政策只注意到经济社

会的发展而忽视了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保护，所以，随着发展进程的推进，

出现了许多环境问题。在此基础上，胡锦涛提出必须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

理念，只有以科学的方式发展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为生态文明

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以及保障，也为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发

展方案。

综上所述，中国历代领导人通过吸收借鉴马克思主义思想精华以及结合中国

实践基础为生态文明建设所做的努力，给我国发展生态文明奠定了良好的实践基

础，使我国对生态文明的认识由浅入深不断深入。

1.3.2 习近平的基层工作积累的丰富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的基层工作对他的领袖素质培养、农村农业农民环境认知、家

国情怀的形成发展起到很大作用。知青岁月的七年，是习近平人生道路的重要阶

段，在梁家河的七年为他的人生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系好了“人生第一粒扣

子”，为他的领袖素质的培养奠定了基础。在陕北的黄土高坡，与群众同吃同睡，

与农民一起劳作，在深刻的体验了农民生活的真实环境后，他决心扎根农村，立

志造福农村。在随后他担任梁家河村支书时，致力于解决农民最关心的生活吃水、

用水，农田灌溉等水利问题。后来带领当地村民前往绵阳学习沼气技术，给村里

建成全省第一个沼气村，利用资源循环的思想，不仅解决了农民的照明以及做饭

的问题还给农作物提供了优质的天然肥料。实施了一系列利国利民的好政策，造

福当地村民的同时，也丰富发展了自己。七年的知青生活，习近平更加贴近生活，

真实的了解农村的方方面面，为后来的生态文明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在河北省正定县三年多的工作生涯，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的萌芽阶段，

同时正定县也是他最开始从政的地方。他发现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提出了

要大力发展旅游文化，建设公园，邀请剧组来当地拍摄等的措施，让原来靠农业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甘肃的实践研究

24

生存的县城转而依靠旅游业发展。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也维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以绿色友好型旅游业带动经济更好的发展。同时，在村庄里修缮房屋，建垃圾池

以及厕所，文化中心和休闲俱乐部，改善了当地村民的生活面貌。在此期间，他

深刻地认识到人类不能无止尽的开发资源，要首先考虑保护资源。农业与经济、

技术、生态环境联系密切，从以往发生的水土流失以及、土地肥力下降、环境污

染等越来越可以看到生态环境恶化，以及生态的重要性，农业早已与其他生产紧

密联系。所以后来习近平提出了“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①
。在正定县

的生活使他进一步认识到生态的重要性以及初步形成了一些生态思想。

在随后的十七年中，习近平亲自组织参与了福建省的现代化建设工作。他结

合当地的实践特色，提出了要走发展大农业的方式，提倡规模经营。在多山多林

的闽东，他指出了发展林业的重要性，他运用生态的思想指导实践，发展林业的

同时保护林业资源，做到良性循环。随后提出了“城市生态建设”其中的保护好

城市绿化和环境保护，给福州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之后，又提出了“建设生

态省”的构想，在他的带领下建立规章制度，展开一系列措施，福建省成为了我

国第一批生态省建设试点。这些在福建的生态实践措施，为其思想的形成奠定了

实践基础。2000 年到 2007 年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省开展工作，在这期间，

他提出了许多新思想和新论断。比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从青年时

代的知青生活以及后来在河北正定县的工作经历，到后来的在福建主持工作，在

浙江展开生态实践，都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不可或缺的实践经验。

1.3.3 习近平在全国的考察聚积的实践特色

2019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位于我国西北地区的甘肃省，在敦煌研究

院同有关专家、学者和文化单位代表座谈时，他强调敦煌文化不仅充分的展现出

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更是体现出我们民族包容开放的胸怀，今天我们铸造文化自

信，既要保持民族特色更要开放融合，吸收借鉴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同时要加

强文物保护工作，打造良好的景区生态环境，对其周边的生态环境保护与保护文

物同样重要。地区生态环境好了，文化发展、文物保护就自然简单一些。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丹马场时，到达马场后亲切的询问当地“牧马人”，马

①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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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种，草原的草种，生活状况等等。自 2017 年中央对祁连山国家自然保护区

生态环保问题发出责问通报后，在经过多方努力，严格整改以及各方面的修复治

理，现今，我们的“母亲山”也正在逐步的恢复。习近平总书记在当日考察时指

出 ，保护好祁连山的生态环境，对我国保护国家生态安全至关重要。随后，考

察八步沙林场的治沙造林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的情况。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古浪县

八步林沙场寸草不生、狂沙肆虐，侵蚀着村庄以及农田。经过“六老汉”矢志不

渝、拼搏奉献，科学治沙、绿色发展，使得这里生态环境有所改善。“都说江南

好，黄河之滨也很美嘛，很舒适。”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兰州市时亲切的与人民

群众交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必然是要到兰州的，他俯瞰了黄河主干道的防

洪工程，并且详细的询问了解了兰州段的水资源保护以及水环境治理情况，他指

出要继续在保护水体健康方面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习近平总书记从 2016 年考察宁夏时关注西北的生态安全问题，在青海考察

提出了要牢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2017 年考察山西指出要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

念；2018 年考察海南时关注当地的生态建设问题；再到 2019 年在雄安新区考察

时提出了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考察江西省指明贯彻绿色发展，到内蒙古赤峰

等地考察，以及甘肃省的兰州、祁连山、山丹马场等等；2020 年考察了浙江安

吉县，陕西秦岭，山西汾河，新疆等地。习近平总书记通过对全国各地进行考察，

不同实践情况的地区实施不同的具体方案，创新的提出及发展生态文明思想，从

而形成总的生态思想。这些各具特色的地区提供的实践，丰富了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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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概述

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都与特定的时代密不可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亦是如

此。其思想根植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基于社会发展

的基本诉求，符合人与自然发展的基本规律，构建成为内容合理丰富、逻辑思维

严谨的科学理论体系。

2.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容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容指导社会生态建设实践更好的完善与发展，

在指导生态建设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国家发展战略以及社

会生产实践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良

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一系列关于生态文明

建设的新论断以及新思想，逐步构建成为较完备的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

2.1.1“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经济发展观

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传统的工业价值奉行的是 “人类中心主义”价值

论，主张人是统治者、主宰者和自然界的主人，重视人的价值否定自然的价值。

在这样一种价值的引领下，工业文明社会毫无顾忌的向自然索取，过度开发掠夺。

与此同时，自然界也成为了人类释放废弃物的绝佳场所，肆无忌惮的将自然视为

“垃圾场”。这种现象持续发酵，直至自然的承受能力出现问题从而表现出各种

环境问题来警醒人类，人类开始慢慢地关注生态环境，关注自然界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

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①
这一论断一经提出就在社会各界

引起良好的反响，既指出了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又阐明了生态与发展经济之

间的关系，还提出了发展生态对推动经济发展的显著作用。在 2015 年 3 月的中

央政治局会议上，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把“坚持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发展观正式的编入进了中央文件，以下简称“两山论”。

①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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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论深刻的阐明了，环境是人类不可或缺的宝贵财富，要转变传统的思想观

念。

恩格斯指出，传统的经济学认为是由人类的劳动才创造了财富，恩格斯赞同

威廉·配第的生态经济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
①
。认为人类

借助外力使自然资源变为物质财富满足人类自身的生活需要。“两山论”一方面

指出生态环境为人类提供的物质资源以及其他财富本身具有经济价值，另一方面

也明确的指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人类社会发展赖以依存的自然资源，同时

是一个日益增值的过程，这体现出它的生态经济学基础。与此同时，“两山论”

也是生态世界观、价值观的生动表现。现代的生态学把世界分为“人—社会—自

然”，“两山论”的理论内涵展现出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和谐共处最终实现

共赢的目的，这也是在衡量经济发展以及生态环境良好运作问题上的一个突破。

自然生态环境实现“绿水青山”只有通过人的适应改造的过程最终达到“金山银

山”，这一过程是在尊重自然发展规律以及和谐的、可持续的、良性发展的过程。

“两山论”首先阐明了自然价值与自然资本的理念，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

不能仅仅注视着外在价值，而忽视其内在价值，内在价值的增值效果往往会更加

利于社会整体的发展。自然生态的价值不仅仅是触手可及的外在价值，如:满足

人类生存生产发展所需的发展资料，更具有不可忽视的内在价值，即保持生态的

完整、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要做到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良性统一。

“两山论”的提出就阐明了自然价值以及自然资本的价值，树立了良性循环的价

值理念，要求做到重视内外价值的统一。同时指明了生态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重

要地位，在人类发展进程中，自然环境提供了原始的生存以及生产资料以及所需

的劳动对象，同时，人类本身也是属于整个自然系统的一部分。绿水青山的自然

环境满足人类的需求，充分认识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以及保护自然资源，才能使

经济良好发展与自然资源良性循环。

2.1.2“环境就是生产力”的科学自然观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②
这一论

①威廉·配第.赋税论[M].北京:商务印刷馆,1978:163.
②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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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的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了生产力的高度，同时阐释了保护生态环境与

保护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也是对保

护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思想内涵的丰富。传统思想认为生产力是人类具有的特殊的

征服以及改造自然的力量，这种观点片面的强调生产要素中的人力忽视自然界的

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身就是生产力”
①
。这一论断

符合我国社会现阶段所处的基本国情，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保护环境从而达到良

性循环。这也避免了我国走上资本主义国家先发展后治污的老路，从而实现经济

利益、社会利益、生态利益的协调发展。

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过程之中的人与自然是同时起作用的，提出了自然生产

力和社会生产力的概念。自然力是自然界物质本身所具有的能力，如水能、风能、

地热能等等，它们只有通过“人力改造”才能发挥其本身的力量。马克思的“劳

动自然生产力”为习近平形成发展的“环境生产力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环境生产力理论”首先阐述了生态环境就是生产力的理论，指明生产力要素其

中一项重要要素就是生态环境。从新中国刚刚成立直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学界

普遍夸大人力的作用而忽视自然界本身的作用，把生产力归纳为人类单方面的向

大自然索取的能力，容易导致人与自然完全对立。此外，对劳动对象分析是不足

的，缺乏对现代生产力的整体理解。如后来在我国出现的“人定胜天”、“向自然

开战”都是源自于这种认识。一方面人类错误的认为自然资源是可以无限再生的，

另一方面又认为自然环境的自我净化能力是无限的，可承载的废弃物以及人口等

等都是无止尽的。在这种错误的思想的引导下无节制的开发、使用、浪费资源，

从而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的出现。习近平总书记深刻的认识到了传

统理论下发展生产力的弊端，他丰富了“生产力理论”，提出了“环境生产力论”，

从根源上阐明了生态环境与生产力的关系。

2.1.3“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基本民生观

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已经上升为党和政府的政策高度，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

步以及生产力的显著提高，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及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出现了许多之

前没有注意的问题。基于这一大背景，习近平总书记从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

①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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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诉求出发，创造性的提出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

普惠的民生福祉”
①
民生观。这一民生观从理论上深层次揭示了生态环境的民生

性质。

马克思的指出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有着天然密不可分的关系。现今社会高度

重视环境治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拥有丰富的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良

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不仅仅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同时也提升了他

们的健康水平。相反，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不当出现了许多生态问题，进而

引发了一些民生问题。由此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良好的生态环境在给社会成员提

供了生存以及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资料保障的同时也是保障人民健康、幸福生活

的重要前提。

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会制约一个国家、社会的发展，更会影响着人民的健康，

这种影响不是短暂的而是持续性的非线性的，对人们的身心健康的破坏是不可逆

的。马克思、恩格斯曾明确的批判资本家过度追求经济发展从而压迫工人，对工

人的身心健康产生的严重影响。他们对资本家的这种行为深恶痛绝，认为这是对

自然界的蔑视和贬低。正如马恩著作中的论述：“私有财产下形成的自然，是对

自然界实际的贬低。”
②
表明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们健康生存与持续发展的重要

基础，也表明了一切的发展都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这是在当今社会发需求之上的

对民生发展的深刻思考。

2.1.4“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的严密法治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的同时，也开始建立一些适合

我国发展国情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以及相应的法律体系。“经国序民，正其制度。”

③
国家的治理以及民众安定的发展离不开法律制度的健全，生态环境方面亦是如

此。当前，我国在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制度建设以及法律体系仍然不健全,

存在一些问题，如体制不完备、机制不健全等等。主要是由于生态建设方面的理

论相对落后、生态环保方面的执法力度不够、关于破坏生态环境的惩处方面司法

体系不完备等等。这些相关的问题影响着我国生态环保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要实

①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313.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③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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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生态良好有序发展，归根到底要建立健全法治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思想的指

引下，各项法律法规制度逐步完善、出台。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仅涉及到环境，它

涉及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建立严密的法治观，就要深化生态文明领域体制机制改革。随着我国经济的

发展也逐步认识到生态环保的重要性，已提高到制度层面。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的

首要任务要加强体制机制的建设以及完善。由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从制度

上保障生态红线”、“建立责任追究制度”
①
等等。在党的十八大之后，生态保护

在我国的发展进程中成为最为突出的方面。自然资源在人类生存与发展以及社会

进步中占有基础作用，有效的利用开发资源以及避免资源的过度浪费，实现资源

的可持续发展在生态环境建设中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习近平提出，在资源用途

机制方面提出要完善监管制度，实行全国统一的空间管理制度。其次要严守划定

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以环境可承受的最低限度来规避生态红线区内不符合生态环

境保护要求的人类活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以及生态功能的完整。最后要实行资

源有偿使用制度以及生态补偿制度，通过一些强制的手段来实现生态保护，实现

谁污染谁承担、谁破坏谁赔偿，最终使制度落实到实处。

建立严密的法治观，就要加快生态文明法律法规体系建设。“要深化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尽快把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建立起来，把生态文明建设纳

入制度化、法制化轨道。”
②
首先要以法治理念以及法治方式来推动社会生态的建

设，其中的一个基础环节就是修订环境保护法。立法是基础，可以有效保障有法

可依、违法必究、执法严格。目前我国在自然环境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区、生

物安全管理等方面的相关立法还欠缺，急需填补相关生态安全法律方面的空白，

同时还要注意各个法律制度之间的协调性，坚持协调发展与时俱进。在执法方面，

要加强执法环节的严谨度，提高实际操作过程中的执法力度，加强各方面的执法

监督与监管。

2.1.5“山水林田湖草就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治理观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山水林田湖草就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将人类活动

①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393.
②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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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自然生态紧紧联系在一起。习近平创造性的使用“命脉”把人与山水林田湖

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生动阐释出山水林田湖彼此之间的合理配置以及系统发展对

于人类社会友好发展的重要性作用。2017 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将“草”

纳入山水林田湖同一个生命共同体，变成了“山水林田湖草”突出了“草”在保

护生态系统中的中重要作用，进一步的完善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也进一步唤

醒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马克思、恩格斯表达出人类的生存以及发展都离不开自然，人类的命运与自

然休戚与共，与自然界中其他的生命体有着密切的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

命共同体”思想是在实践与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丰富

以及发展。他认为人类的活动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满足

人类自身生存以及发展的需求的基础上形成的。

“生命共同体”思想首先实现了生态唯物论以及生态辩证法的统一。唯物论

角度来说，自然界的山水林田湖草等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是人类存在的前提

和条件；而人类是自然属性以及社会属性的统一体，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辩证法角度来说，山水林田湖草等都是构成自然界的要素，缺少任何一个部分，

都会影响自然界的整体性。人的生存也离不开山水林田湖草，人类离开了其中的

任何一个部分同样不能有序发展。“生命共同体”思想通过唯物论以及辩证法的

结合，使自然界真正的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其次，“生命共同体”思想实现

了生态价值观和道德观的统一。生态价值引领生态道德，生态道德起到一种对生

态价值的补充作用，我们普遍以“崇尚自然，珍爱生命”为道德准则，认为破坏

生态环境的行为为恶，尊重保护自然的行为为善。“生命共同体”思想以道德为

出发，启发人类关爱生命以及珍爱自然，用“善”的行为准则来对待自然界万物，

实现生态价值以及道德的统一。“生命共同体”不仅仅表现为一种科学的理念，

更体现出人们尊重自然保护生态，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实践。

2.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特征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丰富的哲学性、思想性以及实践性。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其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以及与时俱

进的时代特征。贯彻“四个全面”以及“五大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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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含丰富的思维理念以及科学方法论；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市场，与时俱进秉承

宽阔的国际视野，为全球生态环境的保护奉献中国精神以及中国智慧。

2.2.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

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的论断站在历史观的角度指明了人民群众的

重要地位。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继承了经典作家的这一思想，提出要以人民为

中心，要把满足人民的基础需求作为党执政的追求及目标。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

也是建设一个人民生活舒适健康的生态环境，其核心同样是以人民为中。习近平

总书记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过程中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

首先是始终坚持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发展领域，生态文明

的建设进程中同样贯彻“以人民为中心”这一基础立场。满足人民群众对生活的

美好向往的需求以及重点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生态环境问题，保障好大众的

生态权益。其次把生态环境上升到了民生的高度，从中国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

历任政治家思想家都非常关注民生问题 ，对民生的理解一般主要是对人民的基

本需求方面的理解。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民需求的日益丰富，民生涉及的领域

也越来越宽泛。在社会发展初期为了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在物质资料并不充裕

的时期以及受到生产力发展不充分的制约的情况下，无限制的开采，生态环境遭

到严重的破坏，反过来种种现象也严重的影响经济的发展，进而也提出了严峻的

民生问题。在这一大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生态的民本思想以及人与自然

之间的内在联系。最后将生态文明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已进入新时代，温饱问题已经解决，总体上实现了小康，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

这也对生态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民更高层次的需求在党和国家的执政理念

中得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治理是关键”
①

突出表现了国家对人民生态需求的重视，也进一步表现出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与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

2.2.2 注重发挥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作用

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其中，坚持绿色发展，就是坚持“绿水青山就

①习近平.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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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注重处理好人与自然共生的问题。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理念相辅相成。

首先创新发展是我们发展的核心，生态文明建设同样不能没有创新活力。习

近平总书记在众多会议上反复指出，创新是发展的关键，推动理论、制度、科技

以及文化等各方面的创新发展。在我国有些地区为了发展，通过牺牲生态资源来

满足人们的生产发展，造成环境恶化、生态破坏等现象。只有通过创新才能更好

地实现生态良好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通过改革创新，让贫困地区的土

地、劳动力、资产、自然风光等要素活起来，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

变股东，让绿山青山变金山银山，带动贫困人口增收。”
①
所以创新生态文明建设

新理念，统筹制度、管理、文化等方面创新，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提供源源不

断的新力量。

其次协调发展理念为生态文明建设筹划新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协调

发展、绿色发展既是理念又是举措，一定要落实到实处。生态文明建设涉及领域

广，需要各个环节协调发展，正确处理好整体与部分、社会与个人、中央以及地

方发展等各个方面。发挥协调发展理念的作用，积极促进各方面统筹发展，补短

板找差距全面建成生态文明社会。让绿色发展理念迸发新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要通过技术革新减少浪费以及污染，做到可持续循环利用，使绿色科技贯穿于

生产发展全过程。

再者以开放发展理念凝聚生态建设新合力，在全球休戚与共的大环境下，每

个国家以及不同地区命运息息相关，生态问题也是各个国家共同关注的重要领域。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世界其他国家的参与，世界生态文明的发展也同样需

要中国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村，应该牢固树立命

运共同体意识，同舟共济。在全球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面前更加应该以开放发展

理念凝聚各国发展力量，共同营造全球生态和谐。

最后以共享发展理念开阔生态文明建设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坚持

“以人为本”的建设核心，坚持生态文明建设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

切成果由人民共享。生态环境的质量影响着人民的生活质量以及生活水平，生态

文明建设应由人民共同努力，其成果也全民共享，树立共享发展的理念，可以更

①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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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实现生态共享，真正做到由理念转变为现实，切实推动美丽中国的建设。

2.2.3 蕴含了丰富的科学思维方法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科学的思维方法有助于提升办事效率。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科学思维方法。习近平生态文

明建设思想也蕴含了丰富的思维方法。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贯穿的科学思维方法增

强了生态文明建设工程的科学性、主动性以及创造性等，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一大显著的理论特征。

首先蕴含了丰富的底线思维，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要坚持生态

文明建设的底线思维，明确生态环境保护空间底线，来实现可持续发展。习近平

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生态红线思想是生态环境保护的警示线，也划定了社会经济

发展底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能一味地发展经济而忽视环境保护，不能将简单

的经济增长视为唯一的衡量发展好坏的标准。其次蕴含了丰富的法治思维，法治

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保障。同样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法治思维不可少，我

国当前的生态文明领域的法治制度以及执行度欠缺已经成为制约生态文明建设

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生态领域加强法制，不仅要建立健全法治体系，完善法律法

规，同时要加强执行度。所以，政府要不断加强环境督查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

依法严格处理。我国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建设生态文明要灵活运用法治思维。最

后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贯穿其中。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辩证思维的重要性，

也多次对辩证思维进行阐述，同样的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中也蕴含着丰富的

辩证思维。“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①
理念充

分体现着辩证思维。传统的发展忽视环境的作用，实现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实

现共赢。此外，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也无不体现着辩证思维，采用矛盾分析

法解决出现的问题，在解决生态问题时，抓重点抓关键。人类发展所需要的自然

资源和大自然有限的资源是永恒的矛盾，在认识到这一固有的事实后，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①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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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秉承宽阔的国际视野

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只有国家间相互合作才能有效地解

决环境问题”
①
。面对生态环境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全球生态文明建

设的国际合作，要强化大国担当与大国责任，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

近平的这一论断为全球各个国家处理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和智慧，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秉承宽阔的国际视野。

首先提出了世界是一个互相联系的发展整体，生态环境保护不单单是一个国

家自己所能完成的，各个国家应该合作起来，共同面对这一难题。由于发展的不

同，每个国家的发展实力导致的经济发展情况有所不同，经济发展好的国家应该

以身作则，主动担负起相应的国际责任，为全球的生态环境治理贡献力量。“同

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②
等

观点的提出无不彰显出习近平总书记在面对生态问题时秉承的国际视野。习近平

总书记在面对全球生态问题时坚定地表现出中国的大国担当、大国责任，在指出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的同时，表达出中国对改善自然环境的责任和承诺，为

推动全球生态绿色发展以及经济转型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次指明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合作，积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

理念。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地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并通过双边外交以及多边外

交来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同时为了更好地推动全球治理合作，提出了“打造绿色

丝绸之路”、“转变生产以及生活方式”等，G20 杭州峰会达成的绿色共识也为各

国加强合作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在推

动全球自然环境治理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理念超越了狭隘的各个国家浅显

的利益，站在整个人类的生存安全以及整个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为各个国

家携手共同打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也提供了合作方向以及合

作原则。

2.3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我国国情，秉承开阔的国际视野，适合我国当前的

①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155.
②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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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需求，具有理论性、科学性以及现实性，是一个理论完整、逻辑严谨的科学

体系，在充分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思想精华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我国发展以及世界

各国发展现状，基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形成了一系列的新认识新理论，对

于当前我国处理环境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2.3.1 丰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科学完备的理论体系，其思想

的核心内容之一也包括生态文明思想，马恩经典著作中虽然没有明确的使用过

“生态文明概念”，但其思想向人们阐释了人与自然的重要关系，体现着马克思

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光芒。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的生

态问题进行分析，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的新内涵，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一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生态文明思想，开辟了新境界。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人类，改善

生态环境就是造福人类”
①
等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将经济建设和保护环境结

合起来，强调通过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生态文明建

设纳入到社会主义建设总任务中来，将生态建设提到新的高度，在很大程度上丰

富发展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创新性的思路以及理论在生态文明建设中

也必不可少，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考察以及调研，在结合我国发展情况的基础上，

提出了生态文明发展状况关乎人类文明兴衰。习近平提出的：“生态兴则文明兴，

生态衰则文明衰”
②
这一观点将生态建设与人民福祉紧密地联系起来。此外，习

近平总书记还提出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突显出生态建

设的经济作用。

2.3.2 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良好生态诉求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更加注重精神需求以及生态需求。生态文明建设

是为了谁，发展成果由谁共享，这是现阶段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发展中需要明

①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394.
②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397.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甘肃的实践研究

37

确的主体问题。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探究，创

新性的提出了新论断、新思想，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文明思想。习近

平总书记明确的指出了人民的真切需求是我国各项建设事业的使命，满足人民的

需求是我们前进的方向，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就是要满足人民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诉

求。

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恶化对居民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人民已经不满

足于低层次的生态需求，人们呼吁高层次的生态需求。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

党中央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方法。如：“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人

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①
等等。其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助于保障社会经济持

续发展，如果一个国家、人民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以及自然资源遭到破坏，其经

济发展必然会受到影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兴则文明兴”
②
等新思

想，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发

展理念，重视人民关注的环境问题以及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家园都体现了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积极回应人民的诉求。

2.3.3 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中国贡献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各个国家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并且逐渐

渗透到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全球性挑战，越来越引起人们

的广泛关注。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人们对工业文明的发展理念以及发展

方式进行了不断反思，并且开始认识到发展经济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在这一

大背景之下，习近平提出了新理念新观点，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生态环境保护行动，

积极参与全球生态危机治理，积极主动地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发挥应有的力量，

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中国贡献。

首先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中国理论，主要有：一、全球在应对环境问

题时应该坚持“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是从关注人自身发展需求

的角度出发，更加关注人类整体利益，将生态文明建设与人类命运紧密连接，从

而为当前的生态建设提供理论指导。二、全球生态建设要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①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313.
②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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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要在环境所能承受的范围内进行资源的合理利用，秉持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树立绿色发展模式才能有效推动经济转型发展。三、全

球的生态环境保护应该坚持“世界各个国家责任共担”。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复

杂的系统工程，关乎每个国家的前途以及整个人类的命运。其次为全球生态文明

建设提供中国方案，在全球生态危机治理的过程中，要坚持平等的伙伴关系，每

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发展需求不同，在面对发展不平衡的矛盾面前，我们应该坚

持平等相待、共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同时，在生态环境危机治理过程中要坚持开

放创新，发展快的国家应该主动承担应有的责任，利用先进技术减轻环境压力，

同时要帮助发展慢的国家进行环境治理。总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球的生

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中国智慧、贡献了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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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甘肃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甘肃省位于我国的西北方位是高原交汇处，同时是黄河以及长江上流水源补

给区，不仅在西北地区乃至全国生态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甘肃地理位置的特殊

性决定了它具有复杂的环境特征，成为我国西北的生态安全屏障。甘肃省的生态

文明建设不仅关乎当地的经济以及社会建设，更是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重

要作用。

甘肃省的生态建设贯彻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领导方针，同时结合本地生态特

色，加快全省各个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步伐，推动实现生态良好发展的国家安全

屏障综合试验区建设，在进一步缓解环境以及资源约束力的压力方面具有重要意

义。随着甘肃省生态建设稳步推进，从黄河沿岸到祁连山脚下，从白雪皑皑的雪

域高原再到质朴的黄土高坡，一幅幅美丽生动的秀美山川逐步展现在全国人民面

前。

但是甘肃生态文明建设中也存在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发展以及完善。比如：

土地荒漠化仍然困扰着当地居民，沙尘暴频繁发生，森林草场遭到破坏，水源涵

养功能减弱，水土流失等问题。在通过对仍然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分析后，提出

建议，可以为甘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指导。

3.1 甘肃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

甘肃省在贯彻党中央领导下逐步开展省内生态建设，遵循生态建设的系统性

以及完整性，遵循生态发展的内在规律，以提高各个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推动

全省生态健康发展为目标，积极推进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较为突出的发展

效果。如生态产业实现了多点突破、污染防治也初步展现成效、生态环境保护以

及监督工作稳步推进等等。

3.1.1 生态产业发展多点突破

在深入贯彻党中央的领导，根据不同发展情况的市县推行不同的发展方略，

如：干旱地区积极发展耐旱抗冻的经济作物，地形复杂大片土地较少的地方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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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依山林业，草原面积大的地区发展畜牧业等。在发展特色产业的同时积极推

进各个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落实生态建设的基础上以发展甘肃省特色的十大生态

产业为基点，能动的将“两山论”与经济发展有机的结合起来，努力实现甘肃省

的绿色发展。在吸取祁连山生态破坏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高度重视生态在经济

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发展经济时兼顾生态建设，以达到良性发展。在发展中放眼

全国优势政策，如：抢占“一带一路”发展先机，在政策的支持下更好的开展经

济以及生态的发展。积极推动全省的生态产业链的形成以及产业体系的构建，转

变传统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创新与活力使传统产业焕然一新，使不利于生态

发展的传统老产业转变发展方式形成新的发展优势，成为推动全省经济发展的有

力推手。

“十大生态产业”的开展不仅仅是带动甘肃省整体的经济发展的推手，更是

保护生态践行绿色发展的风向标。经过合理的发展生态产业链，目前甘肃省的十

大生态产业发展状况较为稳定且达到多点联合发展，实现多点突破，在做好脱贫

攻坚以及生态保护的基础性工作的前提上，转变不利于环境良性发展的传统产业

发展方式，调整重点发展的产业链以及产业结构，培育新动能转化旧动能，发展

实体经济都有一定的成效。至今，甘肃省已经确定了多项亿元总投资大项目，以

期带动全省发展。石油勘探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大储量油田建设进程加快进行

中。生态园区也在全省生态发展中起到重要推手作用，如：白银市的银西生态园。

河西走廊的清洁能源建设工程进一步完善，光伏发电以及风电项目稳步推进。如：

敦煌位于高原地区，具有丰富的风力以及光热资源，其开展的光热发电项目实现

大面积并网；全省各个地区的弃风以及弃光率整体下降，呈现良好趋势，由 2016

年最高的百分之四十三和百分之三十下降到百分之七和百分之四。省内重点的现

代农业产业园经济效益良好，产区内农民收入逐渐增加，农业产业园规模扩大产

品类型增多，在国家现代产业园区中占有重要地位。如：定西市安定区、临洮县

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同时，健康的文化旅游业实现快速发展，重点景点的游

客接待量呈上升趋势，其中接待国内外游客人次逐渐增多，在游客增多的同时实

现了景区收入增多，分别增长百分之二十四和百分之三十。省内重点景区获得国

家殊荣，如：张掖被评为我国 5A 级景区。十大生态产业已初见成效，实现多点

突破，要继续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全省进一步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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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污染防治初见成效

我国出现的污染严重影响着生态环境的良好发展，同时也制约着生态文明建

设的进程。甘肃省在贯彻党中央的领导下积极推进污染防治并取得一定的成效，

在使环境得到改善的同时也带动了全省的发展。坚持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

不断优化调整四大结构，稳步改善空气质量，部分城市的黑水以及臭水治理初见

成效、居民区的优质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取得良好效果、产业区以及农林区的土壤

污染治理与修复工作稳步推进,同时推进重点领域污染防治任务的落实。

近年来，甘肃省在全国开展污染防治工作的带领下，坚持重点解决好水资源

的污染防治工作，着力打好碧水保卫战实现各个地区的水资源治污防污工作，有

效的完成了本省多个地级和县级地表水和饮用水的水源地环境整改问题，达到水

资源规定的标准，之前省内重点关注的黑水以及臭水经过处理实现水源变清水质

变好，同时通过国家验收标准，在各个乡镇建立污水治理厂，对污水进行集中收

集以及治理，数量达到一百多个。 同时，重点关注污染严重整改较难的区域以

及产业项目、特殊季节性的污染源。如：重点关注钢铁行业的排污量以及污染项

目的整改效果，完成整体改造，实现低污染物排放量。同时建设煤炭等容易造成

污染的资源配送网络以及使用后残渣的收集及处理。整个省积极使用清洁能源，

转变传统的资源使用习惯，同时完成清洁能源改造工程，全省完成改造约八十多

万户，建立全网监测环境点，实现网络监控、定点监测、自动识别，给全省的空

气环境质量保驾护航。建设大气监测站，通过分组实现各区域全面监控监测，从

原来的人防变为机防，提高准确度以及监测效率。全省的各个方面污染防治同时

开展，共同发力，逐步改善环境以及空气质量，污染防治初见成效。

3.1.3 生态环境保护积极推进

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带来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近年来，甘肃省积极响应政策，

开展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不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全省各个地区以及环境部门

坚持全方位生态环境修复治理，推行整体化保护与修复一体开展，实现生态的良

性发展。重点完善黄河地区的生态走廊建设，形成完善的生态屏障“四屏一廊”

即：河西走廊地区的内陆安全屏障、秦巴山地之间的安全屏障、黄河上游安全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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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陇东陇中安全屏障。草原草场退化、沙化面积减少治理率达到百分之五十左

右，湿地环境保护得，湿地面积呈稳步增长趋势。黑河流域实现多年不干涸，湖

水面积不断扩大。安全屏障、草原治理、河流湖水保护等方面保护措施积极推进，

环境保护成果显著。

甘肃省近年来稳步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在重点地区开展试点工程建设，

森林、草原一体化生态系统保护工程。荒漠生态恶化的到初步缓解、湿地修复取

得良好成果、农田保护与修复稳步进行。目前试点项目完成效果良好，整体已完

成工程项目投资近七十多亿元，占总投资的百分之九十，多个城市被国家命名为

示范城市，如：张掖市、平凉市等。各个区域实现协调发展，城区建设规划加快

实施，同时带动生态保护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也稳步推进，随着全省重点生态工

程的推进，截止目前为完成造林量以及义务植树，森林覆盖率都有所提升。累计

治理沙化以及退化草原面积五百多万公顷。并且落实全省实施退牧还草，补播改

良以及建设人工饲草，重点地区的草原生态退化范围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恶化

面积逐步缩小。沙化土地的植被平均覆盖率整体提高达到标准水平，荒漠化和沙

化总体呈现减轻态势，全省湿地总面积稳步提升。整个省区域内的环境保护修复

工作稳步推进，初见成效，进一步推动了全省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加快。

3.1.4 生态环境监督稳步进行

生态环境建设进程的推进不仅仅需要制定良好的生态环境保护机制、治理发

展机制还需要完备的生态环境监督。在落实生态建设的过程中难免出现应付以及

投机取巧的现象，需要有效的监督检测来实现生态建设良性开展，在不断满足人

们生态需求的同时提高生态质量。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发展整体，不能割裂开来

治理，要统一监测监管，在完善政策的同时提高标准，建立评估机制以及预测预

警机制，达到预防控制污染环境现象出现的效果；改革传统的自然保护地的监管

检测，设立智能识别系统对自然保护地的全面监控，完善生态红线监管系统，定

期定点进行测量以及入网记录，继续加大对省内重点地区、重点流域以及海域的

监管检测实现协调发展，甘肃省环境气候较丰富自然资源特点不同由此生物多样

性明显，要加强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深入推动生态文

明示范建设，为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全国范围内生态环境得到良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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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以及美丽中国的建设目标提供坚实保障。

甘肃省贯彻中央方针政策重点开展生态督查反馈对生态问题进行整改，巩固

发展已有的生态治理成效，落实各级各方面攻坚责任，严格落实岗位职责担当要

求，对主要负责人进行终生问责，体现保护主体的责任，重点完善各个方位的工

作合力。在落实好“红黑榜”制度，宣传先进,、鞭策后进的同时。贯彻国家环

境保护督察制度，将生态保护工作开展、具体责任的实施等情况纳入生态督察的

总范畴，对问环境题严重的区域展开全面、系统、高效的专项督察，不断传导压

力，倒逼责任的落实，完善生态监督执法制度。完善各领域监管制度措施，依法

依规开展生态保护监管。与此同时，通过非现场监管、大数据监管、无人机监管

等应用技术，强化对破坏湿地、林地、草地等的监督。强化对湿地生态环境保护、

荒漠化防治的监督。坚决杜绝了生态修复工程实施过程中的形式主义。

3.2 推动甘肃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机遇

甘肃省素来给人们带来的刻板印象是黄沙漫天、土地贫瘠、经济发展落后，

传统历史民族文化丰富多样，有全国著名的敦煌莫高窟、嘉峪关等旅游景点，还

有兰州牛肉面等等，除此以外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比较少。而事实上甘肃省是有

后发之力的潜力股。甘肃有着富饶的自然资源，通过整合零散的自然以及人文资

源，让大众广泛参与开发与保护资源，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让甘肃省以新面

貌、新发展、新机遇展现给世界。“一带一路”建设是甘肃最大的发展机遇。同

时，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以及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的建成都给甘肃生态文明建

设提供了发展机遇。

3.2.1“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一带一路”建设是甘肃最大的发展机遇。甘肃曾经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

道，造就了古丝绸之路在甘肃沿线一颗颗耀眼的明珠，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

深入落地，甘肃通道的作用将越来越显得十分重要。据统计，涉及“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贸易占比高，其中民营企业数量占比达到百分之八十，主要涉及农产

品、机电产品等低附加值的产品，整体外贸的开放水平、发展水平处于比较低、

比较小、比较散的阶段，必须抢抓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历史机遇，研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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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路”建设中的战略定位和主攻方向，充分发挥国家向西开放重要的通道作用，

为具有国际视野的开放性民营企业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支持外向型民营企业

做大做强，做强实力，以更加开放的胸怀和魄力，广泛吸引科技、资金、人才等

现代经济发展要素，聚焦甘肃，进一步开创甘肃对外发开放的新格局，打造“一

带一路”投资兴业的新高地。

甘肃省地理位置有优势，围绕省会兰州市开展建设联通西南西北的交通枢纽，

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西北方位的关键战略枢纽。充分发挥甘肃省科技基础优

势，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建设科技主导的经济产业、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大力推进

产品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致力于开创西北地区的创新基地以科技创新带

动整个西北地区整体实力。甘肃省位于丝绸之路的关键地区，要积极利用发展优

势，建设沟通国内经济贸易的信息港，通过收集并整理整合信息，形成以甘肃为

纽带建立联通中西亚以及南亚和一些中东欧国家的信息集散地，拓展信息技术的

应用领域，实施互联网带动整个地区发展实现智慧城市建设，全面打造以甘肃省

为支点的信息枢纽战略地位。

3.2.2 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

我国首次提出对西部进行大开发的战略以来，给西部地区的发展带来了许多

优惠发展政策，使西部地区得到了持续发展，给西部地区向发达的东部地区靠拢

提供了机会，也为全国整体发展提供了契机。如今，我国迎来了新一轮的西部大

开发战略，也为西部地区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2020 年 5 月 17 日，

《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的提出说明了新一轮西部

大开发战略的开展，提出西部发展要统筹贯彻新发展理念，形成大保护、大开放、

高质量发展的全新格局。

甘肃省要发挥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通道、节点作用，坚定贯彻“两山论”坚

持绿色发展带动全省经济可持续发展，利用好清洁资源以及清洁能源大力发展好

循环经济。积极探索低碳产业发展路径，主动推进资源循环利用，减轻工业发展

带来的环境压力。同时加快城市水电改造、加快城镇污水处理以及处理污水网络

的覆盖问题。进一步解决生态环境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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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的建成

甘肃省目前积极配合国家发展政策，目前有三个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分

别是甘肃省河西地区种子基地和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苹果种植基地以及兰州市

新材料外贸转型升级基地。河西走廊地区有着特殊的光照资源以及良好的发展环

境，利于作物优质生长，建设作物生长生产基地，能够促进甘肃省与全国种子市

场及国际种子市场的完美接轨。种子企业经济效益的源泉，吸引了国内外大批知

名种业企业落户甘肃省及河西地区。目前天水特色苹果产业链已经形成，整体种

植面积已高达二百八十多万亩，其中花牛苹果走出国门畅销世界各国，与美国蛇

果产销相当可与其进行抗衡，花牛苹果平均产量已达一百万亩以上，苹果总产量

二百多万吨。鲜果贸易形成了从苹果种植、采摘、分拣、加工、包装、销售的完

整产业链，实现了每个环节均有合适的技术以及网络支撑。

位于甘肃省的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的建成，可以很好地拉动甘肃的经济建

设以及文化建设、生态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协调发展。促进当地产业结构转变，发

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从而进一步的推动生态文明的建设与发展。

3.3 甘肃生态文明建设仍存在的问题

甘肃省有着特殊的地理环境，是三大高原的交接处，是我国生态安全屏障的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具有重要的作用。虽然甘肃

省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近年

来，甘肃省的生态问题严重影响了整个省的经济以及社会发展，例如，历史遗留

的生态问题亟需治理，水土流失、植被破坏等自然灾害和生态环境问题影响生态

以及经济的发展。甘肃省的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如：基础设施

能力亟待提升、全面小康指标短板明显、生态环保形势不容乐观等等。

3.3.1 基础设施能力亟待提升

甘肃省的生态环境建设基础设施虽然在进一步完善，但是基础设施能力仍然

亟待提升。需要继续积极争取国家政策和资金支持，继续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

程和三北防护林工程，对所有天然林资源进行全面有效管理，不断加强工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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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林建设管理和重点林区基础设施建设。城镇生活区产生的废弃污水、生产生

活垃圾、以及电池等危险废弃物处理及黑臭水体治理项目发展不完善，要积极建

立专项资金库，应对城镇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重点建设污泥无害处理项目实现

二次利用，建设配套设施实现污水、中水去污处理节约水资源，全省各个地区向

兰州、定西等五个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学习经验，实现全省贯彻实施生活垃圾

分类。煤炭减量替代、重大节能工程和循环经济发展项目发展缓慢，要加快设立

节能环保产业投资基金，实施以清洁能源代替传统煤炭资源消费模式、同时建立

资源能源综合管理、完善城市以及乡镇道路基础设施提高照明率、实现网络监控

下的系统节能。目前一些重点基础设施已经建设完毕，但系统化的锅炉改造工程

以及节能资源代替石油资源的基础设施没有完全建设完毕。争取国家支持大宗固

废综合利用项目建设，按期建成兰州市示范基地。积极推进兰州市、平凉市崆峒

区资源循环利用基地建设。

3.3.2 全面小康指标短板明显

目前，甘肃省的一些城市发展缓慢，农村发展仍然存在问题，成为全省发展

的短板。农业发展方面：农业转型升级缓慢、农业主要产业竞争力不够、农村劳

动力知识水平落后、科技发展缓慢；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全面覆盖有待

完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不充分；农村交通发展落后，人们出行不便、货物

运输难，整体产业链不完备，没有形成完备的生产销售链条式发展渠道。交通运

输方面：全省交通运输没有形成网络化覆盖，没有建成系统的立体型综合客运枢

纽，民航机场数量较少没有全面覆盖各个城市，同时机场航线网络架构不完善，

小城市建设的支线机场数量较少、容易出现亏损严重的现象。经济发展方面：传

统产业链条更新较慢容易出现产能过剩现象，并有各类企业生产的产品结构较为

单一，产业结构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以及出现产业行业之间架构不配套；科技含

量高的新型产业发展不完备，在整个工业产业中占比小，不足以带动产业的整体

发展。这些都制约了全省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进程。要尽快做到补齐全省各个

行业产业发展短板，逐步缩小各地区城乡建设区域差距，逐步完善并且优化产业

结构，从而提升各个产业层次，进而全面扩大各行业有效供给，增加和激活消费

群体的有效需求，提高经济发展地整体性和协调性以及统一性，实现甘肃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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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转型发展，全面贯彻落实小康社会。

3.3.3 生态环保形势不容乐观

甘肃省是资源大省，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也同样受自然的制约，生态环保

形式不容乐观。如：森林资源面积总量不足，森林分布范围不均，树木质量不高；

草地退化面积逐年增大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部分地区土地沙化问题严重；水土

流失面积扩大形势依旧严峻；多地生态灾害频发等等。甘肃省整体的草原面积有

限其承载压力大，体现为超载率仍然较高，草原退化现象明显，退化面积占比大。

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全省草原生态局势整体恶化，草地沙化、盐碱化仍然存

在，由于草场生态的不良发展，草场面积减退，生态系统趋向脆弱。土地沙化问

题对省内的经济发展以及生态保护不利，如：甘南高原地区部分湿地面积减少，

水源涵养和调蓄功能衰退，给甘肃省整体的生态环境保护带来难题。河西走廊地

区农田以及防护林面积逐年减少退化严重，伴随着功能的下降。从全省来看整体

的水土流失面积有所增加形势依旧严峻，渭河、泾河等黄河重点支流地区的水土

流失综合治理程度效果不明显。水土流失导致土壤肥力减弱，从而致使生产能力

降低，农业生产优势条件缺乏，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开展以及发展。水土流失还

导致江河湖库的泥土淤积，致使重点季节的防洪压力加大难度上升。

3.4 甘肃生态文明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3.4.1 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

甘肃省地处我国西北方位，生态环境多样、气候类型丰富，每个地区的气候

差距很大，大部分地区属于温带季风气候，整体呈现气候干燥、日照充足、太阳

辐射力强的环境特征。在整个省来看整体干旱，降水每个季节分配不均匀以及降

水量较少。同时，经常出现霜冻、沙尘暴和干旱等自然灾害。由于自然气候的影

响，生态发展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不仅气候类型多样，地形地貌也复杂多变，

在全省内分布着高原、山地、沙漠、戈壁、河谷等等。由于地形多变，每个地区

的生态自然发展状况不一致，同时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复杂多变。甘南是甘肃

省著名的畜牧业基地，存在着草场退化及风化的问题；祁连山地冰川蜿蜒缠绵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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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被冰雪覆盖，有很多固体水库也存在水体污染等问题；河西走廊人烟稀少，与

邻近的沙漠相接风沙较大，呈现出一片大漠风光，面临着沙化加剧等生态问题。

每个地区的生态环境特点不一，生态环境建设更加复杂多变，因此，自然的地理

环境的特殊情况在一定情况下制约着甘肃的生态文明建设。

3.4.2 传统历史文化发展的限制

甘肃文化历史悠久可说是华夏文化的代表，历经八千年岁月，中华民族的传

说始祖伏羲、女娲和皇帝皆是诞生于甘肃，全国五十六个民族有五十四个在甘肃

留下足迹，甘肃同时还是古丝绸之路的核心之地和重要路段。甘肃地区从古至今

的重要发展内容都离不开民族关系，今天的甘肃也是民族聚居区，有汉族、回族、

藏族、蒙古族、东乡族等等，在漫长的岁月沉淀中逐渐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

化。丰富的民族文化扩充发展了中华传统文化，但是也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甘肃的

发展，民族之间的差异性是各个地方的工作难度系数有所增加，每个民族都有每

个民族的特色，风俗习惯的差距以及禁忌有所不同，这使得在开展生态建设中有

所约束。同时由于历史传统产业的沿袭，如放牧业，短时间内难以改变常来已久

的放养对草场植被的破坏，以及养殖技术的不科学化、系统化，对草原的保护意

识不强，等都制约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发展。

3.4.3 现存经济发展模式的约束

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都倾向于人类征服大自然，甘肃在进行经济建设的过程

中也不可避免的陷入了这样的传统的征服自然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对自然

资源的依赖程度大，“大投入，高消耗”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会带来“高污染”，

带来了许多问题，其发展超出了自然环境的承受能力，并不利于甘肃省的长远发

展。同时，甘肃省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具有一定的发展优势的产业为重化工业，

新兴产业发展度不够，科学技术含量高的产业也欠发展。甘肃省的工业发展水平

处于比较落后的发展阶段，必然对能源的消耗较大，污染排放量也比较多。单一

的经济发展模式对经济发展进程的加速作用较小。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忽视了对

生态环境的保护，“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由于忽视了生态的保护，经济发展

的可持续大打折扣。最后，甘肃省的可持续发展格局还没有构建起来，没有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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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决好自然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做到协调统一发展。目前的生产

发展模式容易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生产方式以及生活方式要转变成可持续发展

模式尚需时日。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提升甘肃生态文明建设质

量的路径和对策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指导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为全国生态

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支持。甘肃发展生态文明建设要贯彻坚持党的领导，坚

持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结合该思想以及甘肃省自身的发展情况，

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工程。在发展情况以及地理环境、自然状况不同的地区采取不

同的防治方法，最终实现整体协调发展，共同建设美好新甘肃。

4.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甘肃的践行路径

在长期的理论探索中，逐步产生的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深刻的阐释了

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向以及践行路径。其特色在于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适合我国发展的具体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助于指导我们科

学的解决生态文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其中包括构建多元共治体系、推动问题修

复治理、建立保护制度和培育环保意识等。

4.1.1 建立严格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

障。”
①
所以，要将相关实践活动列入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用规范的法律手

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使生态文明建设得到切实可行的保障。首先，要健全法律

制度，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配套法规。其次，建立起生态环境质量监控制度，生

态文明建设的相关法律监测制度还需要完善，才能实现和实践情况相贴合。要建

立适合我国生态建设现状的环境监督系统，能够切实解决实际问题的监管。最后，

①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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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完善生态环境考评价制度。

4.1.2 构建环境保护多元共治体系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的复杂的大工程，不仅仅需要政府发力，同时还要

联动社会以及公众，建立起多元共治体系才能有效的确保生态文明建设的开展。

其中，政府要发挥环境保护的主导能力，企业要落实自身的相关责任，公民要积

极参与。首先，生态环境制度的建立以及体系的完善需要政府发力，政府要主动

承担责任发挥主导作用，吸收借鉴西方国家生态法律体系的优秀经验，积极完善

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同时将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政策的制定结合起

来，实现经济绿色发展，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加快生态安全监控系统的建立，

并且给经济欠发达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政策支持以及经济技术支持，实现各个

地区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其次，企业在生态环境保护中也具有重要作用，健全企

业环境保护制度关系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发展。要明确相关法律法规，解决不同

类型的企业承担不同的责任，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做到权责明确。最后，

广泛的社会参与才能使生态文明建设更加完善，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广泛的参与

机会，并为其实践活动提供相应的法律保护，同时也要不断创新扩展群众参与渠

道，通过不断地发展与完善使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参与进来。

4.1.3 推动生态环境问题修复治理

在自然资源和环境对社会生产生活的约束力越来越大的今天，生态文明的重

要性越来越突出，国内国外都在加快生态文明的建设。在生产力生产方式变革的

时代，我们必须树立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协调统一发展，推动生态环境问

题的修复与治理。首先，要加大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生态环境治理是系统过程，

要使社会成员达成自然资源综合治理的共识，主动积极地参与才能达到共治。同

时要建立健全环境污染综合治理长效机制，让经济环境中的各个主体都意识到保

护环境以及污染防治的重要性，对造成生态环境污染的人员进行收取相应的费用，

同时对特定的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物质以及精神奖励，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积

极地参与环境保护。其次，要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工作。对生态环境的修复工

作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也尤为重要，所以要使人民积极主动地参与生态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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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修复工作，提高公众对加强整体自然环境的保护意识，并且有意识的积极参与

到保护生态环境的各项实践中，使政策方法理念转变成实践活动。同时，明确划

分各个社会参与主体的权责，系统的开展保护与修复工作。

4.1.4 培育全社会生态环保意识

社会的发展变化加快，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态环境的质量，同时也越来越自觉

地主动承担起保护环境的责任。首先，要树立起保护环境红线的意识，当前我国

的生态环境系统遭到破坏，自然生态环境总体形势不乐观。习近平总书记基于这

一现状，提出了：“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会受到惩

罚。”
①
提出了要树立生态红线观念，每个公民要主动坚守生态红线标准，否则会

受到相应的处罚。生态红线的建立可以有效地保护社会成员的生态权益，更好的

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其次，要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意识，人与自然界是密不

可分的，自然环境的好坏关乎人类生活的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人类只有和

自然—即环境融合，才能共存和获益。”
②
习近平总书记认识到生态自然的重要性

以及对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影响，提出通过加强绿色发展意识的培养，使人们做到

更好的协调自然与人类的关系，自然与生产生活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进行社

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最后，要加强生态环境风险防范意识，生态环境修复工作

庞大且艰巨，所以要使全民树立起风险防范意识，主动防范生态环境的恶化。民

众认识到破坏环境的恶劣性，从而积极主动地防范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同时也

可以更好的监督企业以及政府的行为，促进人与自然的良性发展。

4.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推动甘肃省加快生态文明建设

的对策

甘肃省进行生态文明建设要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导下进行，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甘肃的践行路径主要有：建立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构建多元共

治体系、推动生态环境问题修复治理、培育全社会生态环保意识。甘肃省在此指

导下开展适合本省发展需求的生态文明建设。因地制宜，不同自然状况的地区实

①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②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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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不同的措施，以达到良好的效果。

4.2.1 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随着全球各个国家发展经济，

必然带来全球各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超标，随之而来的是造成全球范围内的温室

气体增加，不可避免的对人类生存造成影响甚至是威胁。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下，

世界各国通过协约的方式来达到减排温室气体的目的，“碳达峰”和“碳中和”

目标也是基于这一人类生存背景提出来的。碳排放量与经济发展呈现相关性排放

量与经济发展不可割裂，同时要想实现经济的发展也需要消耗能源资源。2020

年 9 月 22 日“3060”目标的提出，也就意味着中国成为低碳实践的参与者以及

引领者。暨南大学邵敏介绍到，“碳达峰”就是我国承诺在二零三零年前，二氧

化碳的排放量实现不再增长，增长量在达到峰值之后再逐渐减下去；而到二零二

六年，全国针对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尽可能采取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各种方式

使其全部消耗掉，这就是“碳中和”。

甘肃省也将围绕着落实党中央提出的 2030 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峰的目标以及

2060 年实现碳中和的愿望，统筹推进协调发展。在电力、钢铁、建材、石化、

化工等甘肃省重点发展的行业以及企业明确规定碳排放目标；各个城市、州制定

适应自身发展的碳排放清单，并且根据具体的排放量制定适合的排放目标，从而

达到整体排放达标，积极响应全国达标目标。同时严格把控甘肃省纳入碳市场交

易的十九家发电企业的工作，确保顺利完成约定周期内的达峰目标。在整体都发

展的前提下，鼓励兰州、金昌和嘉峪关以及白银等省内重点工业城市率先达峰，

带动整个省整体达峰。与此同时，大力支持甘南等地在林业汇碳、发展可再生能

源以及提高甲烷利用率等方面的工作。最后进一步开展低碳试点，深化试点工作，

加强低碳发展理念，最终实现全省低碳发展。

4.2.2 充分利用政策优势加强监管检测

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要真正实现，完成目标达到良好、持续、优质的发展，

就必须重视建设以及完善法律法规体系，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实现各个领域全

面覆盖，如：空气污染防治、城市建设以及绿化、城市与乡镇市容村整治、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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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开发与保护、森林面积以及质量保护、减缓水土流失治理、优化工业生产污染

治理、企业与个人生产生活节能减排、清洁资源综合利用等，加强执法力度加大

对森林、农田、河湖、湿地等生态和环境资源污染破坏的违法责任追究。加强各

方面的监督如：法律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

同时，加强对森林、草原、荒漠、湿地等生态系统及当地生物多样性、水土

流失的监测范围以及监测力度，通过研究制定不同区域相关的科学发展综合绩效，

提高生态保护建设指标的权重。建立完善的生态建设项目专项资金支持，尽量做

到专项工程专项备用款，确保每个项目有相应的经费标准来保障科研成果。坚持

鼓励创新、积极发展创新精神、实施知识创新工程，鼓励生态建设项目中的科技

研发，加大对生态建设领域内的支持包括精神以及物质支持。围绕全省生态保护

与建设的重大科技以及网络需求，大力实施生态科技创新工程。积极建设全省生

态保护与建设科技信息共享网络平台，实现科技资源信息交流共享，加快科技转

化步伐，提高转化率。

4.2.3 充分挖掘特色产业优势

甘肃省拥有独特的发展特色农业的优势，包括光热资源、昼夜温差、光照时

间等。首先，要发展生态农业，甘肃的地貌使得产自甘肃的农产品都是无公害的。

建立有认证系统的平台，同时要打造形成西部魅力城乡风光，专业农户要分散居

住，禁止乱合并以及配备合理的公共服务设施。同时也要解放思想，探索小农跟

现代化的结合，推进规模经济，合作社的经营机制要创新，发展有竞争力的农业。

其次，发展戈壁农业，包括科学利用阳光、节水实现品牌收入。甘肃北部的阳光、

热量是非常充足的，要利用好阳光从而实现农业增长、充分发掘产业优势。

在利用好甘肃省独特的自然优势的前提下，也要突出特色化，挖掘自身特色

产业优势，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坚持特色农业发展导向，培育“独一份”

“特别特”“好中优”的产品优势。首先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其次实施“一

村一品”产业富民行动，积极发展“小而特、小而优、小而精、小而美”的农产

品，最后着力培育农业示范点和特色村镇，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科技园、

创业园和田园综合体，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文化+”等新产业。以

及突出品牌化，推动特色产业向优势产区集中。同时加强农产品质量的执法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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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把安全农产品“管出来”的要求，严格投入产品和生产经营主体监管，健全

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监管追溯体系。最后要认真开展品牌产品宣传推介活动，把甘

肃农业优质品牌树立起来。

4.2.4 持之以恒改善保护民生

在甘肃省内城市开展全面的生态环保项目，如：打造环保住宅区、健康商业

区、节能工业园区、休闲公共社区建设，形成以点带线成面，点线面相结合的系

统性整体性绿化区域，从而扩大公共场所整体的绿地面积，建设健康发展的园林

化良性城市。强化部分地区的绿化园林改造项目，增加整体绿化面积、树种培育、

绿色基地建设，在森林资源额丰富的地区开展依靠森林发展城市的活动。在全省

打造文明绿色校区，提升学生的学习成绩以及身体素质。扩大铁路、公路、街道

沿线的绿植种植面积，推动绿色城镇化建设。同时，加强贫困地区生态环境方面

的扶贫广度以及力度，通过发展区域性生态旅游业，从而推进该区域生态农业产

业化进一步完善及发展；在乡镇等地开展特色经济产业，吸纳当地居民就业，同

时加强对劳动力的知识以及环保意识培训，从而达到调整农村贫困人口收入结构，

增加当地居民整体收入；结合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开展，在重点贫困地区推进重

点生态移民，完善当地牧民的住所安置以及生活安居，结合实施退耕还林、退牧

还草，来达到改善环境、平衡生态的目的，全省继续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区试点和

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建设，以试点区的发展带动整体发展。

积极发展生态农业，在全省各乡镇积极推广常见病虫草害综合防治方法、生

物防治和精准施药等有效的防治技术，积极引导和鼓励农民使用生物农药或高效、

低毒、低残留农药。同时推广不同的施肥策略，结合不同的地形地质进行有效施

肥，大力宣传有机肥的优势在各个村庄实施有机质提升、秸秆还田、生物固体废

弃物综合开发利用为中心的有机培肥工程。在全省各个乡镇推广循环农业，指定

技术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发展水产产业链条，进行健康养殖，推进全省各地区农

业面源污染防治。

4.2.5 加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力度

首先，要重视黄河上游生态屏障的保护。对生态安全屏障的保护要全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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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周边森林、水源、土地等各个项目的建设。以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生态

保护与建设项目为整个地区生态保护工作的重点，在周边地区大力开展树木培育，

扩大森林面积，提高森林整体质量。建设人工饲草培育基地，提高产量满足需求，

进而促进退牧还湿工作的开展、面源污染防控项目的完成、全面污染治理的完善

等，有效恢复与保护高原湿地。减少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的干扰以及破坏，实施

易地扶贫搬迁和牧民定居工程时要注重当地生态环境的可承载度，引导部分地区

的超载人口逐步有序转移至承载力大的地区。

其次，重视河西内陆河上游生态屏障的保护。对祁连山区的冰川、湿地、森

林实施有效的开发与保护，减少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干扰，进而防止人为生态破坏

行为的发生，并且实行全面的严格的系统的管制措施，增强重点地区的水源涵养

功能。加快推进祁连山生态补偿试点建设的完成。按照“南护水源、中兴绿洲、

北防风沙”的战略方针，强化祁连山保护区水源涵养，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综合

治理，加快省内中部地区节水型工程的开发与建设，进而遏制下游荒漠化程度的

加深。推进草原划区轮牧、禁垦、退耕减牧，落实草原奖补，促进草原生态环境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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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在吸收借鉴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关于生态建设的理论基础

上，结合我国现阶段发展状况，经过实践的探索之后形成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是对我国至今的社会发展状况的生态问题的反思以及经验总结，符合我国现阶段

生态发展的客观实践，对于建设“四个全面”以及“五位一体”的新时代特色社

会主义中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甘肃省位于我国西北方位，自然资源以及地理

环境具有特色，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方面都具有重要地位。甘

肃省在贯彻党中央的领导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面临发展机遇同时也存在诸多发

展问题。所以，分析甘肃省目前的发展现状以及找到问题原因，提出破解方法对

于推动甘肃省生态文明建设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本文立足于甘肃省生态文明建

设的实际情况，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以及各种重要

会议以及文件和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认真的梳理总结，详细的论述了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内容、基本特征以及理论价值，并且和甘肃省的

生态文明进行了合理结合，提出了甘肃省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为解决甘肃

省生态发展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同时有助于推进甘肃省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客观来说，由于本人的能力有限，对各方面的钻研以及学习不够深入，希望通过

之后不断的努力，使得研究成果更加系统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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