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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环境不仅为人类提供了生产生活所需的资源，同时也是人类活动的载体。对现

代文明而言，大自然能否与人类和谐共处，并呈现出协调发展的趋势极为重要。究其原

因，生态文明不仅关乎着发展的可持续性，甚至还会影响到人类社会的存续。从十八大

开始，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对中国发展的永续性有着决定性的影

响。因此生态文明被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之中，赋予其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同等

重要的地位，共同构成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随后相继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

策法规，完善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制度体系。在“十三五”中，党和国家带领人民严

格贯彻以生态文明为核心的新发展理念，不断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在节能减排、

防污治污、绿色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均取得了较为可喜的发展成果。但是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发展时期，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负重前行的关键时

期，我们国家的生态环境质量与人们对我们的期待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我们的

美丽中国之路还很漫长。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新时代我国生态

文明建设如果要稳步推进，应当学习、并遵循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方面的相关理论及原

则，再结合生态文明工作目标，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建设计划，确保经济的发展不会对自

然生态构成不利的影响。为了更好的实现十四五规划中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我们要立

足于我国国情，从长远出发，正视问题，主动寻找解决的办法，为“美丽中国”的建设

做出贡献。

论文由六个方面组成：第一章引言，本章是由研究方法、研究现状、研究价值以及

研究背景共同构成的。除此之外，还对本文的创新点及有待完善之处进行了概述。第二

章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渊源进行了回溯，并对我国生态文明的相关理论进行了

梳理，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第三章，对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进行

了系统论述。第四章，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以及意义

进行了探究，为本文的论述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五章，对新时代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现

状，取得的成就以及还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剖析；第六章，从方法论角度提出了我国生态

文明建设的实现路径，归纳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所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新时代 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建设



Abstrac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the premise and basis of huma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he reflection of harmonious symbiosis

between man and nature,reflects the degree of development and civilization of a

count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related to the future of

mankind.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Xi Jinping, General Secretary,

has emphasized on several occasions tha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he basic plan

of Chin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ordinate and push forward the "four

integrated" strategy, propose a series of new ideas, ideas and strategies, and push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civilization. In the Thirteenth Five-Year Plan,

we insisted on Xi Jinping's eco-civilization idea and firmly carried out the new

development idea.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promoting the conservation and intensive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and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dustries.

But in the new period of development, China's eco-civilization is still in the

critical period of overlapping and heavy load, and there is still a large gap

between the quality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people's expectations.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autiful China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Currently,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civilization in

China.

We should take not harm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s the bottom lin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t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like the eyes, and

treat the ecological impac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our

country. In order to make new progress in 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we

should insist on Xi Jinping's idea of eco-civilization and realize the target and

task of building eco-civilization in the fourteenth five-year plan.



We should take not harm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s the bottom lin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t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like the eyes, and

trea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s if it were life.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civilization, we should take the situation into account,

look ahead, confront the problems, and actively seek solutions to help build a

beautiful China.

This thesis consists of six parts: The first chapter is about the background,

meaning,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present situation, the research content,

the method, the innovation point and deficiency. The second chapter,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origi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o provide certain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is research; The fourth chapter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and necessit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and provides realistic basis for this research. Chapter Five analys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sixth chapter, exploring the

countermeasure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targeted

solutions to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present stage of ou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Keywords：New era；Ecological civilization；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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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1.1.1 选题依据

科技的进步带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提升了人类改造自然以满足自身需求的能

力。而以化石能源为主要动力的传统工业的发展，不仅因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消耗而使

全球陷入能源紧缺的困境，同时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负担，物种灭绝、极端气象

频发等生态问题已对人类的生存环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故而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对

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结合自己的国情，探讨了怎样才能促进其发展。我国的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从治污到防污，再到强调社会与自然协调发展，这一历史进程表明，“生态

文明”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 2020 年，“十

三五”计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都已成功实现，一大批重大环境问题得以解决，生态环

境状况有了较大的改观。然而，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仍然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我

们的生态环境与人们对我们的期待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我们的美丽中国之路还

很漫长。

1.1.2 研究意义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件长期任务，必须持之以恒。十八大以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立

足于我国自然生态环境现状、经济发展水平等，走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

设道路，圆满完成“十三五”目标任务。不过，国内的生态文明建设还面临着诸多问题。

特别是自 2020 年开始新冠疫情的爆发让社会发展陷入停滞之后，也让我们看到了生态

文明建设中的缺陷和挑战。所以，从“十三五”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当前疫情防控

的实际情况出发，深入理解“十四五”规划中对生态文明所提出的具体要求，对当前我

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究，探讨相应的解决方案，将有

助于我们持续推动生态文明的发展，从而保证 2035 年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

（1）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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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新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面临的主

要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将为“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理论参考。

我们要在“十三五”的基础上，按照“十四五”规划提出的新的任务、新的要求，努力

实现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任务。所以本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优

化完善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2）现实意义

目前我国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期，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四十余年间，

国民经济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使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早期过度追求经

济发展，导致我国产业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及资源密集型产业占据了较大的份额，给

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负担。除此之外，个别西方发达国家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

逃避或消极对待自身本应承担的环境保护义务，破坏了世界各国协同开展生态环境治理

与保护的良好氛围。当前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

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进行较为全面的探索，对我国生态文明的

提升有着积极的意义。

1.2 研究现状

1.2.1 国内研究现状

自十八大以后，国内学界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关注度不断提升，而在十九大正

式确立了美丽中国发展战略后，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相继投入到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的研究之中，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看出当前

学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领域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向。

一是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渊源进行探究。任何一种先进的理论思想都不

是凭空产生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形成的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已有的生态文明理

论，结合我国具体国情、人民需求以及发展目标等方面因素而提出的。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不仅是对我国十余年来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为国家乃至社会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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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诸多专家学者通过研究指出，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核心所秉持的生态文明理

念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之间存在极强的关联性，甚至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继承和发

展。有一些学者表示，在十八大之后，习近平等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充分借鉴了历代

领导集体所积累的珍贵经验，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在生态文明方面所提出的理论及论断均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有所体现，成为其

不可或缺的理论渊源。南京大学薛丁辉对习近平绿色发展思想进行了专题研究，他认为

中国共产党数十年执政历程中在生态文明方面积累了大量成功经验，为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形成和完善提供了充分的理论素材。而张金俊副教授在其研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的专著中表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一脉相承。”杨美勤等共同发表了以习近平生态文明制度为主题的学术论

文，在文章中，他们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开放性、整体自主性、长期性以及制度

性等特征，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是上述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及建设时期所提出的生态文明理论及论断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的理论渊源。

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所提出的生态文明思想。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

指出，习近平自青年时期以来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学习和探究，并通

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用理论来解决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

义的丰富和发展。从这一点上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所提出的关于生态文明的理

论及论断也同样属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渊源之一。如王雨辰及陈富国在其对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行研究的著述中表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重要组成，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发展。该思想来源于对我国发展进程中出现

的生态问题的反思，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经之路。”李玉峰教授对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他认为“习近平所提出的生态文明思想，是建立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及辩证法的基础上。”刘海霞、王宗礼等在其发表的著述中表

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中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认知以及相

关生态思想的延续。”



4

1.2.2 国外研究现状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结合当前国内外的实际情况而创

新发展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且符合我国发展战略的先进理论体系。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进程中所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通过对国外学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及相

关课题研究成果的收集和梳理，可以发现国外学者对此研究较为稀少。但是作为全球性

的问题，国外学界已在“生态环境”领域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所提出的科学理

论及论断可以充分体现世界各国对生态文明的认知与实践的发展演变。在全球一体化程

度不断加深的当下，国外学界在生态环境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对我们研究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为了可以更加科学准确的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行理

解，本文主要从两个维度对国外学界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一是以西方中心论为核心的生态文明理论。欧美等发达国家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进

而成为了世界首批资本主义国家，在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同时也最早出现生态环境问题。

“工业革命极大提升了西方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但是因此也给自然环境所构成的不利影

响始终难以消除，甚至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而这一点在欧美等发达国

家的重要城市表现的尤为明显。”
①
在信息技术以及交通基础设施逐步完善的当下，世

界各国的联系逐渐加深，生态危机的全球化程度也不断提升，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

临的严峻问题。因此西方诸多专家学者对生态问题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

研究，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

当前西方学界对生态文明的研究愈发深入，充分证明了生态危机已经成为世界各国

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而以西方中心论为核心的生态文明理论的本质是要维护资产阶级

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试图在不触及资产阶级利益的前提下，找到最为适宜的生态危机

解决路径。但是这直接导致了多数理论成果均呈现出明显的抽象文化论特征，成为个别

发达国家推诿甚至对抗自身在生态文明中所应承担责任的借口。从这一点上来看，以西

方中心论为核心的生态文明理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生态问题。即便

西方中心论生态文明思想并不能为生态环境的优化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指导，但是很多研

究成果均是以促进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为目标，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如美国知名学者利

① 佟立.当代西方生态哲学思潮[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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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波德在其著作《沙乡年鉴》中表示，“人类因为所处社会趋于完善而自负，这反而导

致社会的发展失去了必要的保障，所有人均应该对当下的生态危机进行反思，推动人与

自然的和谐共处。”
①
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曾对发展与生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

阐述，认为“世界各国均应秉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满足当前人类需求的同时，又不

会对后世子孙的发展构成侵害。”
②
美国生态环境领域的代表性人物罗尔斯顿在其著作

《哲学走向荒野》中表示，“人类不应该毫无节制的从自然中攫取资源，从自然环境的

视域来看，人类应对自然的馈赠心怀敬畏，尊重自然规律，构建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

模式，这比一味的向自然索取资源以满足自身发展需求要更加科学合理。”美国学者温

茨以伦理学理论为依据提出了环境正义的概念，他将环境正义界定为“存在于所有与环

境有关的政策行为之间的利益及责任分配制度”。环境正义所涉及的主体既包括了发达

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也囊括了世界上所有的穷人以及富人，国家或个人根据自身的能力

以及获得的利益承担相应的责任及义务。除此之外，还涉及了当代人与后代人、人类与

动物对有限的自然资源的分配机制等。”目前现有的西方生态文明研究成果不仅在一定

程度上丰富了世界生态文明理论体系，同时也加深了世界各国人民对生态文明的认知程

度，有助于我们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行更加深入的剖析并加以理解。

二是不依托于西方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随着生态危机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不

断加剧，西方专家学者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度也日益提升，在研究方法以及理论主张等方

面均出现了众多的流派，其中影响力较大的分别是被称之为深绿、浅绿、红绿的思潮，

在生态文明理论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红绿思潮又被称之为非西方中心论生

态文明理论，较具有代表性的有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以及有机马克思主义等。而我国

历代领导人所持的生态文明思想主要受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的影响。王雨辰教授探讨

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生态文明思想中所发挥的作用，并对生态学马克思主

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依据而形成并

发展的，其本质上是从哲学与政治等维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该理论认为解决全球

性生态危机的根本在于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扬弃，并由此对全球权利关系进行优化

调整，构建出以人民为主体的生态性社会主义社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

① PAldo Leopold. A Sand County Alman, 0xford Uni versity Press,1949:6-7.

② Unied Nations, Report of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General AssemblyResolution，11
December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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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重要内容，在全球性生态问题愈演愈烈的当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

者们对导致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进行了探究，并结合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

面临的困难进行了印证，致力于探寻打破当前西方中心论生态文明霸权的有效途径，以

期可以构建出使全世界人民受益的生态文明理论。故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行探究，

有助于我们从更深层次学习并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本文共设有六个章节来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行系统的研究。首先是引言，本章

是由研究方法、研究现状、研究价值以及研究背景共同构成的。除此之外，还对本文的

创新点及有待完善之处进行了概述。第二章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渊源进行了回

溯，并对我国生态文明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第三章，对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进行了系统论述。第四章，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

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以及意义进行了探究，为本文的论述奠定了理论基础；第

五章，对新时代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现状，取得的成就以及还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剖析；

第六章，从方法论角度提出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现路径，归纳当前建设实践面临的

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1.3.2 研究方法

本文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行研究，不仅探究其理论价

值，同时还要对该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发展实践中的现实意义进行分析。所

以本文所选的研究方法主要有：

（1）文献分析法。本文在研究时通过互联网、图书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了与生态

文明思想相关的国内外现有文献资料，具体包括国内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生态文

明建设的现实意义以及生态文明的界定等方面的资料。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分析和借

鉴，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2）归纳总结法。通过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现状的梳理归纳总结新时代我国生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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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建设的必要性，从方法论角度提出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现路径，归纳当前建设实

践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3）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本文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行研

究，不仅要探究其理论价值，还要对该理论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的指导作用进行

分析，故而必须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期可以通过实践加深对理论的认

知，并结合实践结果对理论进行深化和拓展。

1.4 创新点与研究不足

1.4.1 创新点

习近平所提出的“两山”论断，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其生态文明思想的

重要体现，在新的时代和新的征程上，不断推进可持续发展，强化生态文明，大力提倡

绿色、环保的生产生活模式，通过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保障生态优先战略的贯彻落

实。本研究所得结论及成果对我国乃至其他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具有一定的现实价

值，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推动了生态文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坚持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于推动我国低碳经济、绿色产业的发展，促成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的

协调发展，加快实现美丽中国战略目标，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4.2 研究不足

虽然本研究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沿革及我国历代领导集体的生态文

明思想为研究起点，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我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生态文明

的实践路径进行了分析，但由于笔者的专业知识储备比较薄弱，所以对一些基本的理论

并未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阐述，并且在个别问题上所得研究结果也相对较为浅薄，并

未反映出其深层次的内涵。故而本文还存在着一些缺陷，有待在后续研究中不断优化完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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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基础

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文明思想

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都很经典，除了阐述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外，相当一部分作品都

提到了“生态观”这一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态观”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并

逐渐成为人类社会活动的指南。以《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例，文中明确提到人类

社会存在及发展的基础就是生产劳动，而资本主义出现之后，其中的泛生态思想开始泛

滥，严重影响了社会正常秩序。部分学者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消极性、短暂性是无法回

避的，因此，要建设一个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生态社会。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生

态观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1.1 马克思的生态观

马克思的生态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

基础。马克思的生态观以人与自然的联系为依据；马克思把人与自然联系起来，把人看

作是人与自然联系起来的一种必然结果。二、异化劳动思想。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

义社会中，工人们为了得到生活资料，把他们的劳动卖给了资本家，为了实现利益最大

化，资本家会不断压迫工人，使得工人们失去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及自觉选择性，慢慢

接受了奴隶这一角色。三、坚定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马克思生态观思想当中，人类

与大自然同等重要，同时又阐明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如何协调，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

和谐。马克思提出，人与自然是一体的，要达到可持续发展，就要通过对自然的认识，

并根据客观的规则对其进行改造。人类的发展和强大，离不开自然界所提供的各类资源。

马克思强调大自然的保护与馈赠才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所在，只有得到大自然

的恩赐，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才能得到发展的机会。总而言之，人类跟动物区别

不大，均属于自然环境的组成部分。虽然经过了五个不同的社会阶段，但人类的文明已

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科技革命同样可以为人们带来无比美好的生活；然而，人还仅

仅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自然的保护，人们就会迷失方向；这就需要我们

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并且对它进行保护。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认为要根据自然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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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根据自然的规律来进行人的一切生产和生活活动；违背自

然法则者，必遭自然之谴。这是大自然对人类最大的惩罚。

如上所述，马克思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即自然与人类相互依存。甚至可以说，两

者均为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首先，跟大自然相比，人类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准确的

说，只有当大自然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类才会出现
①
。其次，人类的无机身体就是自

然界，个体的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自然资源。再次，当人类拥有一定的能力之后，就会

利用各种工具对自然进行改造。基于此，人类与自然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两者都不再

孤立。最后，大自然会对人类进行约束，同时也会受到人类的改造，因此，后者要以自

然规律为基础，对自然界进行科学合理的改造，否则将会受到大自然的反噬。
②
没有了

自然，人类的生存就无法生存，自然总是在保护着人类的生存，同时跟人类社会保持着

和谐相处的关系，一旦自然界彻底消失，人类社会也将不复存在。自然为人类提供了生

存和发展的条件，也为人类提供了一种不会被毁灭的精神支撑。虽然绝大部分学者都对

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关系非常感兴趣，但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很难遵循这一理论，特别

是在工农业生产过程中，经常会发生损害生态环境的现象。在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

由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过度开采和使用而引起的各种环境问题，导致人类社会的发展受到

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2.1.2 恩格斯的生态观

自然界提供的生存环境与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发展以及生存的基础，与此同时，环

境与资源的分配以及供给，会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构成显著影响。自然界提供的物质原料，

使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成为可能，人类依赖自然，自然也约束着人类。因此，人类能否生

存下去，跟自然环境密切相关。
③
甚至可以说，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大自然。人

类通过辛勤的劳动，从自然界获取某种资源，随后两者产生了紧密的联系。
④
人类社会

要想跟大自然和谐相处，必须遵循和谐共生的原则。只有做到这一点，大自然才会为人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 25.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 42.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609.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3.



10

类社会提供无穷无尽的资源。

人与人的关系确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改造世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

涉及到人与人的关系，转变成功之后，人类社会就能获得进步的机会。基于此，笔者认

为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要辩证的看待。在相处过程中，人

类必须遵循公正、合理以及公平等原则，科学的改造与利用大自然，不能是毫无限制的，

要严格遵守自然的客观发展规律。恩格斯曾多次指出，人类绝不能生出“自己战胜了大

自然”这种愚蠢的念头。所谓的“战胜大自然”，既不成熟，又非常的愚蠢。一旦人类

失去大自然的保护，各种灾难会层出不穷，直至人类社会彻底消失。
①
人类改造大自然

的过程中，必须充分意识到自然环境具有一定的客观规律，尽量消除人与自然的矛盾，

始终保持和谐共存的状态，同时还要反思自己的行为。通常情况下，大自然与人类处于

平等状态，一旦掌握了大自然的客观规律，人类就会与自然产生一种亲密无间的联系，

恩格斯在研究相关领域时，发现了大自然与人类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时指出两者相互影

响。他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相互依存，只有维持生态平衡，人类社会才能继续发展。

2.1.3 列宁的生态观

列宁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观和俄国的传统生态观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并从普列汉

诺夫的地理学学说中汲取了一些有用的东西，并在对俄国的生态现状进行实地调查的基

础上，对俄国的生态环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而为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之间的“双

重和解”提供了一种新的、更好的诠释。人类要想存在与发展，就一定要在自然之中，

如果没有了自然的保护，那么，我们就会丧失自己存在的根基，只有保持敬畏的态度，

才能跟大自然和谐共处。马克思指出相较于大自然，人类的存在周期较短，且前者独立

于人类意识之外，属于客观存在的事物，而后者是大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也提出

了相同的观点，在研究相关领域时，他引用了费尔巴哈的话，即“自然界是原初的、第

一的和最终的存在物”。②人类社会的生存与进步，都离不开大自然的赐予，而大自然

又赋予了人类各种各样的文明。列宁认为，人是从自然中诞生的，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建

立在自然之上的，人要尊重自然，维护自然，热爱自然，不能只从自然中索取，过度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519.

② 列宁.列宁全集(第 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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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会引来大自然的报复，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是渺小的、无力的、易毁灭的。需要注意

的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在研究人类的时候，将社会中的人与抽象的人全部涵盖在内。

而列宁在创作过程中，多次呼吁人类必须“尊重大自然、认识大自然、敬畏大自然”。

①
也就是说，从马克思到列宁，都在告诫人们只有敬畏大自然，才能跟自然界和谐共存。

与此同时，他们也在批判自然资源再生论以及自然资源循环论。究其原因，这两种理论

认为人类社会可以肆无忌惮的开发、利用以及消耗自然资源。当自然环境遭到破坏，一

旦大自然拒绝提供任何资源，人类文明以及人类社会都将不复存在。

2.2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生态理念

2.2.1 毛泽东关于生态文明的论述

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提出的生态文明理论及论断是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对毛泽东思想的整体框架与内涵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可

以看到，在这一过程中，生态文明建设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革

命胜利之后，我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毛泽东敏锐的意识到开荒拓田与洪

涝灾害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黄土高原的生

态环境也出现了明显的恶化，由于人类对耕地的过度开发，导致了黄河中上游地区土壤

侵蚀、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日趋严重。毛泽东主席从那时起，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

的研究，他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认为不解决这一问题，就无法保证国家

的长治久安，于是，在毛泽东生态思想指导下，在全国范围内，在城市和农村开展了一

场规模宏大的“植树造林”运动。1958年，毛泽东在一次重要讲话中强调了林业在我国

农业中的基础地位，并明确把造林作为我国下一阶段社会及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要工作任

务之一。全国上下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将“全民护林，重点造林”的八字政策融入

到国家发展战略之中，并为我国林场的生产运营制定了“永续利用”的指导方针，在一

定程度上实现了我国森林资源保护与经济发展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① 列宁.列宁全集(第 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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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邓小平关于生态文明的论述

邓小平所提出的生态文明理论是改革开放之后，面对全新的国内外形势而提出的创

新性理论，在对毛泽东生态文明思想进行继承的基础上，根据当前阶段国家及经济发展

需求做出了有针对性的调整和优化，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

用。邓小平延续了毛泽东在林业以及造林等方面的先进观念，即“植树造林”，“重视

森林开发”。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对植树活动以及森林覆盖率等予以了高度

的关注。在邓小平的力主下，全国人大五届六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将 3月 12日确立为

全国植树日的决议。旨在通过号召全民参与植树活动来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绿化环保的

正确意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及时调整了发展目标，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不断迈进。在这一阶段，世界各国对生态的关注度不断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已

经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故而生态文明已经被提升到了我们的基本国策的

高度。但这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想要彻底解决这件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

九八四年五月，国务院结合实际情况，颁布了《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在《决定》

中，国务院要求各级政府既要发展区域经济，又要将环境保护工作放在第一位，同时也

要把环境保护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战略，并制定了一系列的环保政策。我国政府在环保

方面的投资一直在持续增加，与此同时，也开始了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制化进程。

在面临着种种对生态文明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全国人大一直在用立法的方式来对生态保

护的法律和制度进行改进，让生态保护工作能够有法可依。针对各个行业的需求，我们

先后出台了《海洋保护法》、《森林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已经初

步建立起了生态文明的法律制度。

2.2.3 江泽民关于生态文明的论述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问题，江泽民认为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只有继承和发

扬我党历代领导核心的生态文明思想，才能确保自然环境不会遭到破坏。在这一时期，

党和国家延续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党所秉持的生态文明思想，继续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与

社会及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工作任务，始终对其保持了高度的关注，并结合工作实践对

生态文明进行了理论创新。在新旧世纪之交，我党构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号召全党上



13

下均积极投入到植树造林、保护环境的工作之中。在党员模范带头作用的影响下，全体

人民群众对生态文明的认识愈发深化，并能积极的参与到环境保护工作之中。经过数十

年的努力，我国森林覆盖面积逐年递增，生态问题大幅减少，缓解了我国生态危机的严

峻程度。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确立为我国后续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也体现出我

们当代人对后世子孙的责任。党和国家将生态保护和对生态环境的合理开发，作为治国

理政实践重要的基本原则。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我们面临着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不仅要改善我国生态环境，还要给世界各国做出表率，

体现大国担当。故而如何更好的实现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生态保护与经济提升之

间寻得最佳平衡，已经成为我国当下亟需解决的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要实现对经济以及环保的齐抓共管，绝对不会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以牺牲生

态环境为代价，并着手构建科学完善的生态文明建设体系，推行环境保护问责制度，强

化了政府对环境的监测和监管，并积极开展了还草、还林、还湖等一系列环保工作，尽

可能的恢复自然环境的原有状态。截至目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取得了较为可喜的成

效。

2.2.4 胡锦涛关于生态文明的论述

胡锦涛所提出的生态文明思想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党和国家领导集体在继承和

发扬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前提下，加快中国化生态文明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在本世纪初，

党中央综合考虑多个因素，以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基础，根据我国国情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这一全新的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提出了推动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工作

要求。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我党正式确立了资源节约以及环境友好两大工作原则，人

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理念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些均为胡锦涛生态文明思想

的形成及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内外部环境。在十七大报告中，党中央明确指出，生态文明

建设是现阶段的主要工作任务之一。随后，生态文明思想在党内的地位越来越高，并逐

渐成为指导性的。胡锦涛生态文明理念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当今中国如何科学地处

理发展问题，如何正确地看待发展中的得失，如何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历史任务和

时代交给他们的任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产生，借鉴了胡锦涛对生态文明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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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容

现阶段，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继续秉持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理念，构建了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发展，并为新时期我国社会、经济、生态的发

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3.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

对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进程进行回溯和分析可以显见，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二者

之间寻得最佳平衡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就当下的发展

情况而言，多数国家并不能妥善的解决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协调发展的问题，这也成为

了生态危机的主要成因之一。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国内百废待兴的经济形势以及

错综复杂的国际政局，为了巩固国防，维护政权的稳定，我国将优质资源集中到重工业

领域。为了可以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在经济建设方面，构建了以劳动密集型及资源密集

型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充分发挥我国人口众多、矿藏资源丰富的优势，在短期内取得了

极为可观的成就。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以生态换经济的情况，因过度

开采所导致的天灾人祸频繁发生。如何正确处理好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党中央与各级政

府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到过，所谓的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只有

保障绿水青山，才能确保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平衡
①
。从实际情况来看，“两山”

理念为中国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系统、全面的答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

3.1.1 确立生态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

十年的动荡期让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进反退，而高考的中断也使我国人才资源出

现了明显的断层。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实施了一系列全新的经济策略，为

国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以经济发展为核心要务的时期，很多地区将经济指

标的提升作为了唯一工作目标，忽视了生态环境保护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

于矿藏资源丰富的地区而言，无规划、无节制的对矿产进行开采，以开采量换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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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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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当地生态环境遭受了不可逆的破坏，加剧了生态问题对我国的威胁。有学者曾表示，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建立在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基础之上。
①
我国生态危机愈演愈烈，

已对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习近平早年在地方

从政时就充分认识到了片面追求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并随之开始对经济发展与

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思考，并通过实践探索二者协同发展的可行性，习近平在

2005 年 8 月，亲赴安吉县余村考察，明确指出所谓的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紧接着，

“两山”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而两山思想就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重要内容之一。
②
在主政浙江期间，习近平致力于在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寻得两全

之法，在改善全省自然环境质量的同时，保障了浙江省经济的稳步增长，使全省人民生

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在十八大上，习近平当选为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核心，从政

生涯进入了治国理政的新阶段，他继续秉持着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协同发展的思想，将

两山思想在全国各地推广开来，使其成为我党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实践的指导思想之一。

2015 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论断正式写入中央文件。
③
总而言之，“两

山”思想涉及领域较多，既表明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也明确了实施生态

保护与环境治理的必要性。

一是社会主义建设理念的转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党和国家将经济建设作为工作

重心，试图通过经济的发展来提升我国的现代化水平，从而在根本上改善人民群众的生

活质量。受此影响，全国各省市相继出现了为求经济增长而滥用自然资源的情况，特别

是自然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以资源换收益甚至已经成为当地“理所当然”的发展理念，

而在这一过程中，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已被严重忽视。在经济得到极大发展的同时，

我国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也愈发严峻。上至党和国家，下到普通百姓，都开始反思当前社

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偏误，各级地方政府领导干部以及社会上的有识之士认识到生态环

境保护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自十八大以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不断加深，并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了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环节。在其影响下，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理念也发生了转变。

① 洪大用.关于中国环境问题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思考[J].探索与争鸣，2013 (10) : 4.

② 穆艳杰，马德帅.以“两山”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中国实践分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
(6) :17.

③ 李红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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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社会经济发展方式上的转变。除了社会主义建设理念的转变之外，从十八大

开始，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生态环

境的认知也发生了变化，在此影响下，社会经济的发展模式从重数量转向重质量、由重

增速转向平衡协调。原有的以粗放型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在优化调整下逐渐向高科技

附加值的集约型产业转化，使得我国的生态环境呈现出比较理想的发展趋势，也加快了

美丽中国发展战略的实施。美国学者普朗曾对我国的发展进行了评价，认为中国正致力

于构建全新的经济模式，并以此为基础，逐步提升国际影响力。
①
简而言之，国内的社

会经济发展方式较为特殊，其转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以绿色发展为导向。在

两山思想的指导下，各级地方政府集中优质资源优先发展绿色产业，并对本区域内高能

耗、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进行有计划的转型升级，从而增加绿色企业的数量。习近平强

调“生态经济的优势来源于生态环境的优势，如果能将两者进行转化，那金山银山就相

当于绿水青山”。”
②
与此同时，党中央鼓励企业利用科技手段，实施资源的循环利用，

除此之外，也对企业、单位以及个人进行激励，促使上述主体通过废弃物再利用以及回

收等方式“变废为宝”，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减轻大自然的负担。”
③
另外，党中央也

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积极推动低碳发展。具体而言，党中央利用政策引导以及财政

支持等手段，对高污染与高耗能的企业进行限制，进一步增加绿色产业的占比。

3.1.2 实现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内在统一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二者之间并不冲突，这主要是因为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二者之

间的高度统一。如前文所述，生态价值已经成为国际社会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水平

的重要指标，所以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均服务于社会的发展。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二

者之间寻得最佳平衡，在保证生态安全的前提下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从而实

现社会健康、全面的发展，已经成为当前世界各国普遍的共识。自改革开放之后的数十

年间，上至政府领导，下至人民群众，多数国人均认为经济价值的优先级要高于生态价

值。甚至在针对党员干部的绩效考核体系中，经济指标都是重中之重，而生态指标却难

① [美]菜斯特.布朗. B模式:拯救地球延续生命[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3

② 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53.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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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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踪影，导致在大众观念里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的重要性严重失衡。经济价值虽然与国

家的综合实力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密切相关，但是如果忽视生态价值而片面的追求

经济价值，甚至以牺牲生态价值的方式来换取经济价值，这样的发展理念明显是不可取

的，只能创造出畸形的社会。习近平所提出的两山思想，既是对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在数

十年间建设实践的总结，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延伸和丰富。这一思想必在我

国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两山”思想属于近代最伟大的发展理论

之一，其具有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内在统一的特点。在“两山”思想的引导下，国内的

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始终处于平衡状态。

一方面，习近平两山思想突显出生态价值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两山思想认为自然

对于人类来说是不可替代的，生态价值不仅体现在对人类所需资源的满足，同时它自身

本也是人类生产生活唯一的载体。认可生态环境所具有的经济价值以及生态在社会经济

发展中的积极意义，可以对社会建设实践进行科学的指导，让每个建设的参与者均可以

树立正确的生态保护意识，自发的对自身的生产活动进行约束，避免社会发展给自然环

境带来过大的压力。国务院将保护自然生态视为对社会生产力的保护是有科学及理论依

据的。
①
此外，习近平两山思想对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它认为

生态价值对经济价值有着极高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两山”思想跟生态生产力理论具

有一定的相似性，前者认为社会经济发展离不开生态环境的支持，并将生态价值纳入到

社会发展水平的判断依据之中。

另一方面，习近平两山思想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明确了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的相

关性。二者之间并不是互斥或对立的，而是相互促进的。在两山思想体系下，生态价值

与经济价值是辩证统一的，二者在社会发展中缺一不可。习近平两山思想提出在建设实

践中应以辩证的思维在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寻得最佳平衡。一是要对生态价值与经

济价值的统一性有着准确的认识，在合理范围内实现生态与经济之间的转换，不可片面

的追求其中一方而牺牲另一方的价值。二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生态价值在社会发展中的

作用。通过发展生态经济的方式在保障生态不受过度损害的情况下，为经济价值的创造

提供助力。所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我们应始终秉持习近平两山思想，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质改革总体方案[N].人民日报，2015-09-22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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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一定要做好生态环境保护，使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始终处于协

同发展的状态。

3.1.3 强调生态保护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结合

发展是人类历史各时期永恒的主题，每个国家均不可避免的要面临发展的问题。但

是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鲜有国家可以妥善的处理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保障发

展的可持续性已经成为各国普遍面临的共性问题之一。为了解决这一共性问题，习近平

提出了两山思想，并对相关理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加上之前提出的“五位一体”、

“四个全面”等理论均属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提到过，“五

位一体”、“四个全面”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构成要素。
①
因此，习近平“两山”理念

对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阐释，并为我们今后的经

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指导。

一方面，习近平两山思想明确了生态保护的必要性。据了解，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

观点与“两山”思想之间存在极强的关联性，即自然生态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为

人类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习近平两山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可持续性提供

了有力的保障，通过与五位一体以及四个全面的有效结合，形成整体性布局推动国家走

上绿色发展的道路。“节约资源与环境保护是我国必须坚守的红线，也是永不动摇的基

本国策，只有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人类社会才能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②
现阶段，“两

山”思想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并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不仅从思想上为我国解决

生态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极大的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为我国社会经

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另一方面，习近平两山思想指出生态环境保护的目的是为后世子孙提供良好的生活

及发展环境。纵观人类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利用，均是在满

足当代人生产生活需要的同时，为后世子孙的发展给以充分的保障。为后世预留出足够

的资源以满足其发展需求，坚决杜绝以环境换收益的错误发展路线，为人类的可持续发

展提供必要保障。“着力实现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通过这种方式，既可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393.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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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障生态环境不受损害，又能继续发展经济。”
①
“两山”思想的推广，既提升了大

众的生活质量，又保证了华夏文明的永续发展。”
②
总而言之，“两山”思想是推动社

会发展的重要引擎。

3.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

习近平通过对国内外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经验教训的深刻思考，并以马克思的生态

文明理论为指导，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进行了深刻的阐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

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③在继承马克思上述

理论观点的基础上，习近平结合中国生态实践，认为人作为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自然

是一种共存共生的关系。习近平明确提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的关系。”

④
习近平围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这一核心理念，提出“保护生态就是保护人，改

善生态就是造福人类”“生态兴就是文明兴”，这是对马克思“生态文明”理论的丰富

与发展，也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新模式的深化。

3.2.1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人类

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数十年间，国人对自然的认知并不深刻，更遑论人与自然协调发

展的理念以及思想。传统制造业等工业的发展使得生态环境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西

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生态问题在我国也同样存在，成为了人类社会发展到特

定阶段后的必然产物。但是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我国的生态问题除共性特征

之外，还有其鲜明的个性。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始终秉持经济导向的发展理念，

我国国民经济始终保持较高的增速，从国内生产总值仅居世界第十五名一跃成为仅次于

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生态问题，自然环境遭受了

严重的破坏。据相关统计数据所示，以每万元美金为单位，在 2012 年我国每增长 1单

位 GDP 所需消耗的化石能源是日本的 7.1 倍，即便是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相较，该

① 陈金清.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64.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211.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5.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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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仍然为 2.5 倍。与世界平均水平相较，每单位 GDP 增量的耗能也超过了 300%。同样

是在 2012 年，在我国 500 多座城市中，有超过 250 座城市存在着地下水资源严重污染

的情况，仅有 4座城市空气质量达到了国际上公认的“优良”标准。除了水资源、空气

质量之外，我国在土壤资源、固体垃圾等方面也同样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①
目前我国仍

面临着极为严重的生态问题，不仅迟滞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甚至还对人民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构成了威胁。

习近平曾多次强调“自然生态破坏是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
②
首先，自然环境受

损之后对人民群众的健康构成了不利的影响。生态问题对民生影响最为直接的就是饮用

水、空气、食品安全等方面，人民群众生存或生活的环境被严重破坏。上述资源被污染，

直接导致了近年间我国癌症、皮肤病等患病比率大幅上升，危及到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

康。有学者通过研究指出“环境污染已经对人民群众的健康乃至生命构成了重大的威

胁。”
③
其次，生态危机使人民群众的发展空间受制。生态危机不仅危及到了人民群众

的生命安全，还抑制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使人民的发展空间严重受限。“目前我国的环

境污染、自然生态破坏以及能源紧缺等问题已经对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构成了阻

碍。”
④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习近平结合我国当前的具体情况以及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

为了保障中国发展的永续性，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认为:“要像保

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⑤
将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

性等同于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为了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广及贯彻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

等党和国家领导集体共同制定了配套的法规制度，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进行了有针对

性的指导。如构建生态保护制度、绿色发展战略、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习近平将声讨

保护视为维护人性的重要手段，这为我国现阶段的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重要的指导，并

为其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制度基础。从中可以看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将生态保护

① 陶良虎，刘光远，肖卫康.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力量与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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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 张云飞，李娜.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28.

④ 徐水华，陈漩、习近平生态思想的多维解读[J].求实，2011 (11) :16.

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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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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等同于保护人类健康以及永续发展直接反映出他尊重自然，以人民利益以及社

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治国理念以及生态智慧。

3.2.2 改善生态环境就是造福人类

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所导致的生态失衡会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造成毁灭

性的影响，还会危及到人民群众的健康乃至生命。“不断趋于恶化的生态环境对我国人

民群众的健康构成了严重的危害。”
①
显而易见的是，加大对自然生态的治理力度，使

生态系统恢复其原有的功能，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已经成为

当下迫在眉睫的问题。马克思也曾明确表示：“背离了自然规律的人类活动，必然会带

来灾难；破坏工作不可能永久继续下去，而恢复工作才是永恒的。”
②
为了保护人民群

众的生命安全，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当前我们不仅要加大对自然生态的保护

力度，同时还要对遭到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和优化，从源头上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

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助力。

习近平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就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科学的论断，在

任职期间始终致力于优化当地的自然生态系统。习近平曾在指导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时强

调:“善待环境，环境对我们便是友好的；污染环境，环境就会对我们进行报复。”③可

以说在主政地方时期，习近平就已经对生态环境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形成了正确的认

识，并多次提出了兼顾环境保护以及环境治理的工作要求，一起可以通过对自然生态的

优化和改善来缓解甚至解决我国在长期发展中所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为人民群众创造

更加美好的生活环境，同时这也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习近平强调:“要让人

民群众亲身感受到生态环境治理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④
为促进中国早日实现绿色发展

战略的预期目标，习近平表示：“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绿色发展的正确认识，从根源

上促成绿色发展及绿色生活。”
⑤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构想，党和国家结合我国当前的具

① 王敏，黄滢.中国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J].经济学(季刊)，2015 (2) :557.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1.

③ 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1.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393.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卷) [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394-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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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情况，提出了较为详细的实践路径，如进行产业优化升级、开展环境污染综合治理、

构建生态文明制度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将改善生态环境视为保护人民生命安全以

及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我国下一阶段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指导。

3.2.3 生态兴衰关乎人类文明兴衰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只要保护好其所依赖的生态

环境，就能繁荣，反之，就会衰退，就会灭绝。“世界影响力较为广泛的古代文明多存

在于大河流域，因为对于原始社会的生产力而言，大河流域淡水资源丰沛、土壤易于耕

种、且林木葱郁、水产资源丰富，可以充分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需求。但是无节制的对

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必然会导致水域周边的生态环境趋于恶化，很多人类文明都

是因此而消亡。”
①
“比如迄今仍可通过遗迹看出其灿烂文明的古埃及、古巴比伦等，

均发源于著名的大河流域，先民们充分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利用大河所带来的优越的

自然环境创造财富，形成了辉煌璀璨的人类文明。除极少数因战乱等人祸消亡之外，绝

大部分古文明均由生态恶化而被迫迁徙。而在迁徙的过程中随着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与融

合而逐渐消失。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发展的历程中也同样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比如当今举世皆知的楼兰古国曾在汉代盛极一时，其兴盛不仅源于其位于丝绸之路要道

的优势，还在于其紧邻罗布泊，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随着罗布泊的干涸，这个灿

烂的文明也消失在了一望无际的沙漠与戈壁之中。而到了现代，蒙古牧民心中水草肥美

的科尔沁草原因生态系统失衡而逐渐被沙漠吞噬，至今已难见到一抹绿色。纵观古今中

外的发展史，可以明显的看出生态环境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换言之，

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将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兴衰，甚至会影响到文明的产生和消亡。

故而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之间寻得最佳平衡，已经成为当下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习近平在任职浙江省委书记时期，就通过实地调研考察等方式对文明发展与生态环

境两个问题进行过深刻、系统的思考，并于《求是》期刊《生态兴则文明兴-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打造绿色浙江》一文中对“人类文明演进”和“生态环境”两个问题进行了

系统的探讨。习近平曾强调：“大力推动浙江省的生态文明建设，着力打造绿色浙江，

① 张云飞，李娜.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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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民心工程，同时也是德政工程。”
①
从上述论断可以看出，习近平认为绿色发展

是推动浙江省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不仅事关浙江省全局，还关系到全省人民

以及后世子孙发展的可持续性。党的十八大确立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

习近平的从政生涯进入了治国理政的新阶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习

近平继续秉持着正确的生态文明思想，突显出生态保护在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为中华民族发展的永续性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在 2018 年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上，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生态之兴衰决定了文

明之兴衰的论断。
②
从中可以看出，习近平对生态与文明之间相关性的论断，是建立在

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基础上的，不仅突显出生态文明建设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

地位，还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人类共性问题。

3.3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思想

人类自诞生至今的发展历程大约已持续了 200 万年左右，在这 200 余万年的漫长岁

月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问题贯彻始终。习近平充分借鉴了国内外学界在生态文明领

域现有的理论成果，进而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科学论断，认为人类活动与自

然生态密不可分。习近平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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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可以看出人类依赖于生态环境而存在，人类生产生

活所需资源是生态系统内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产出物，这体现出了习近平对

人类与自然生态相关性的认知，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基础之一。这一理论对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而言，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拓

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最新成果之一。

① 习近平.生态兴则文明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打造绿色浙江[J].求是,2003 (13) : 42.

② 习近平出席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EB/0L].新华网，[2018-05-19]. http://www. gov.
cn/xinwen/2018-05/19/content 5292116. htm.

③ 习近平.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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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人类对生态环境依赖的内在性

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生产力不断提升，推动着人类社会的高速发展，人们对自然

的认识也不断加深，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也进入了全新的阶段。人们已基本认识到人

类与自然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两个体系，人类只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自然系统的一

个环节，人类必须依附于自然才能存在。英国著名诗人曾用一首诗来对人与自然的关系

进行阐述:“没有谁是完全独立的、就像大洋上不为人知的孤岛，每个人均像广袤大陆

般紧密相连。”
①
人类对自然的依赖与生俱来，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环节，人与系

统中所有的生命均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人类的生存及发展均需建立在一定的自然环境

之上。概括而言，人对自然的依赖性主要有两方面的表现。首先，就人的生存形态而言，

人是一种依附于自然的自然生成物。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看作是自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认为人是依托于自然而生存并发展的，而人类的出现是自然发展到特定阶段的必然

产物，是人在自然条件下经过劳动而获得的，是人在自然条件下所具有的社会化类本质。

“人实质上是自然的一种特殊产物，人类的发展是伴生于自然的发展的。”
②
马克思指

出人是自然界发展到特定阶段而产生的，其诞生和发展均由自然所决定，人类所有的行

为活动甚至思想认知均是以特定的自然环境为载体。也就是说，如果脱离了自然，人类

生命的存续就失去了保障，人对自然的依附在一定程度上会被生态环境系统的总体性规

律所决定。其次，从人的生存形态上讲，自然环境是人的生存之本，是人的“无机躯体”。

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下，自然条件被视为是人类生产生活所必需的重要条件。“马克思和

恩格斯指出，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延续均需要依托于自然界，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之中的人

类社会实质上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通过与自然的资源交换来满足自身发展所产生的需

求。”
③
从中可以显见，自然环境为人类存续提供了必要的保障，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的

功能性实质上是为了保证人类的永续发展。

习近平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论证，进而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

论断，并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对自然有着内在的依赖性。习近平指出，人类社会发展所

① [英]约翰.多恩.丧钟为谁而鸣[M].林和生，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78.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 [DN].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4-375.

③ 陈墀成，蔡虎堂.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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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物资并不会凭空产生，而是要与山水林田湖等自然系统中的其他组成部分进行资源

的交换才能获得，从而满足因自身发展而产生的需求。有鉴于此，习近平进一步对其理

念进行了细化，指出了田是人的命脉的观点，田为人类的农业耕作提供了必要的环境，

是粮食最为重要的来源，为人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生存资源。陈墀成教授对马克思主义

生态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认为：“人是从自然中诞生的，其生存和发展均需

要依托于自然的馈赠，人与自然之间近似于子与母的关系。”
①
从中可以看出习近平“田

是人的命脉”的观点，强调了人类诞生与发展都跟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对马克

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创新发展。

3.3.2 人类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关联性

人对自然的内在依赖充分证明人类作为自然系统的重要组成环节，与自然以及系统

中其他组成部分均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如果我们不能对这些关系予以深刻的认识，就

无法采取正确的手段对其进行处理，进而会对人类生命的存续构成负面的影响。在人类

发展史上，不论是早期的农业文明时期，还是近现代的工业文明时期，均出现过因忽视

人与自然相关性而导致重大损失的案例。恩格斯曾对这种情况进行阐述:“一些国家为

了拓宽耕地的范围而对森林进行了过度砍伐，原本郁郁葱葱的林地现在已成不毛之地，

难以作为耕地使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意大利人，因为将山麓的树林砍伐殆尽，失去了

自然赠与的牧场，在雨水丰沛的季节，凶猛的洪水自山巅毫无遮挡的奔流而下，淹没了

山脚的平原。”
②
在近现代工业文明阶段，世界各国均像竞赛一般将优质资源均集中到

工业发展之中，用资源换效益已经成为各国不约而同的发展策略，这种发展趋向忽视了

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关联，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以及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使得各国相

继陷入到生态危机之中，在生态危机席卷全球的当下，人类社会的存续已经面临着极为

严峻的形势。马克思与恩格斯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进行了探究，对工业化给

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破坏进行反思，指出资产阶级逐利的本性导致其为了获取更高的经济

收益而盲目的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的开发利用，虽然在短期内可以获得可观的收益，

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行为必将遭受自然的惩罚。恩格斯表示：“不要将当下人类社会

① 陈墀成，蔡虎堂.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95.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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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视为人类对自然的胜利，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必然会遭到自然所给

予的报复。”
①
由此可知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实践中，应将注意力集中到对人与自然关系

的维护上，探索二者之间的最佳平衡。

习近平对人与自然系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并提出了田是人的命脉的论

断，揭示了人与田之间的紧密联系；而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

土的命脉在树，这也就捋清了人类与山水田土树等自然系统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而体现出人与自然生态是生命共同体的本质关系。习近平认为：“人生于自然，人与

自然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共生关系，自然系统的稳定运转为人类社会的存续以及人民群众

的身体健康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②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让我们对人依赖于自然

形成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同时也加深了我们对人与自然系统相关性的理解。有鉴于此，

在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要始终秉持生态大局观，从整体上将人类与自然系

统中其他组成部分统一起来，通过综合衡量选择最为适宜的实践路径。这不仅是对马克

思主义生态思想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延续和拓展，同时也对我国现阶段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具有较高的指导意义。

3.3.3 人类生态环境的系统性和规律性

纵观人类发展史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演进，可以看出在农业文明时期，虽然人类对自

然的认知并不深入，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缺乏正确的认识，但是受限于社会生产力等因

素，加之农业生产的原始性，使得人与自然长期处于和谐发展的状态之中。但是在近现

代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发展阶段之后，因为工业生产对自然资源的需求较为庞大，加

之社会生产力的大幅提升，使得人类对自然的认知以及改造能力均显著提升，农业文明

时期人与自然持续了数千年的和谐发展格局被打破。人类运用机械等科技发展成果对自

然资源进行过度开发，而回馈给自然的则是大量的工业废渣废水废气。社会民众也对生

态环境保护缺乏正确的认识，生活性污染进一步加剧了人类社会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人

与自然生态逐渐走向了对立，二者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均对资本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② 王青，崔晓丹.人与自然是共生共荣的生命共同体[EB/0L].人民网，[2018-5-16]. http://theory. people. com.
cn/n1/2018/0516/c40531-29992987 html.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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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过程中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过度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错误做法予以批判，并将其视

为当前阶段导致人与自然矛盾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如果世界各国在推动本国社会经济

发展的过程中忽视了自然规律，对生态环境或生态系统构成了严重的破坏，就会遭到自

然的严厉报复。

正是基于人类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关系历史演化的经验教训,习近平在继承马克思

自然生态环境系统性理论观点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具体情

况，提出了“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深刻地揭示了人类

生态环境的系统性和规律性，形成了系统的自然生态环境观。习近平指出，人的社会活

动要尊重生态环境的系统和规律，只有这样，人与自然的生态环境才能达到和谐，否则，

就会受到自然的反噬，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造成威胁。

3.4 良好生态环境的民生本质思想

近几年来，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重视，并且被提升到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此重视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并将其提高到国家层面，主要源于以下

两个原因。一是市场经济改革初期顺利完成之后，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人民群众的需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原本的基础性生存需求逐渐转变为对生活质量

的要求，在这一过程中人民群众对生态环保的认知也不断加深，国家以及社会都对生态

文明建设予以了高度的关注。换言之，中国社会发展到当前阶段使得生态文明的建设越

来越凸显。二是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新生问题，尤其是环境污染、生态

破坏等问题尤为严重。生态环境的趋于恶化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癌

症、皮肤病等各类疾病的发病率逐年提升。对环境污染进行有效的防治，是当前社会发

展的必然要求。基于此背景，习近平从现阶段人民群众对生存环境的需求入手，创新性

的提出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广大人民共同的福祉”
①
论断。习近平所提出的这一科

学论断是其生态文明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不仅体现出生态环境对人民生活的重要影响，

同时也直接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生态文明意义的深刻认识。

①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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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重视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

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是现代国际社会衡量国家或地区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之一，对

于社会中的每个个体来说，其生态权益是否得到有力的保障对其生存以及发展均具有决

定性的影响。马克思曾表示:“人靠自然界生活。”
①
社会中各成员的生态权益主要取决

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据国际机构发布的统计数据所示，目前很多发达国家的人民对自

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及对国家的认可度均相对较高，而这些国家普遍均具有着良好的生

态环境。人民群众身处于良好的生态环境之中，不仅可以获得优质的生活资源，同时心

情也更加愉悦，对身心健康均具有积极的影响，故而其人均寿命也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相对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在经济发展中片面追求经济指标而忽视了生态环境

保护。有些国家虽然明知道会对生态环境构成破坏，但为了提升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而

选择饮鸩止渴，从而导致本国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给本国民众的健康甚至生命带来了

严重的威胁。在一些贫困国家，部分居民甚至被迫生活在严重污染的环境之中，导致疾

病频发，人均寿命大幅下降。由此可以看出，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可以给人民群众提供

优质的生产生活资源，同时也可以优化其生活环境，使其可以保持积极健康的心态和情

绪投入到社会及经济建设之中。

为了解决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工业化程度不断加深而导致的一系列生态问题，习近平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基础上，以满足现阶段人民群众生活环境要求为出发点，

提出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广大人民共同的福祉”
②
的论断，并认为良好的生态环境

不仅为小康社会的建成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性支撑，同时也体现了我党以人民为中心，坚

决维护人民利益的工作宗旨。习近平在治国理政中坚持人民立场，对人民群众的需求予

以积极的回应，尊重并维护人民群众享有良好生态环境的权利，确立了“以人为本”的

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习近平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在于生态环境的质量能否

得到全面的改善”，这一论断对我国现阶段的发展任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即在提升人

民群众物质生活质量的同时还要致力于改善人民群众所处的生态环境，全面提升人民群

众生活的幸福感及满足感。习近平表示：“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可以提升人民的生活质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61.

②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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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同时还可以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①
要保障及维护人民群众依法享

有的生态权益。如果在推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忽视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实质上是对“以

人为本”发展理念的背离，也不符合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3.4.2 关心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

就世界其他国家因生态危机所导致的严重后果而言，生态恶化不仅会使国家或地区

的社会发展陷入停滞，让其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还会对社会成员的生命安全以及心理

健康构成威胁，并且这种威胁会伴生于生态问题而长期存在。马克思较早的认识到生态

环境对人类身心所具有的影响，他通过对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给社会发展所构成的负面

影响进行深入的剖析，发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严重破坏，会给工人等

无产阶级的身心健康带来直接的伤害，进而对资本主义经济利益导向的生产方式进行了

批判。他们批评了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这对劳动者的身体和精神健康造成了不利的影

响，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以经济利益为先的价值取向持反对及批判的态度，认为

这种价值观的本质是对自然的蔑视，使人类站在了自然的对立面上。“资本主义私有制

所持的自然观，实际上是对自然的蔑视。”
②
由此可见，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必须要重视

对生态系统的保护，不然必会遭到自然的报复。

我国在改革开放的的早期，由于过度重视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构成了不同程度的

侵害，生态环境的恶化给我国社会发展构成了严重的阻碍。“据 2010 年发布的《全球

疾病负担评估报告》所示，中国空气质量恶化在全年直接或间接造成了超过 120 万人的

过早死亡，危及到了超过 2500 万人的生命健康”③,由此可以显见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

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也违背了我国实施改革开放的预设目的。面

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习近平在讲话中多次提出要将生态环境治理作为我党重要工作任

务，引导并扶持绿色产业的发展，构建科学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从根源上解决生

态环境恶化给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所造成的威胁，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权益。习近平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395.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

③ 祁毓，卢洪友.污染、健康与不平等一跨越“环境健康贫困”陷阱[J].管理世界，2015 (9)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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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生态环境治理作为民生领域的关键问题，号召全党下大力气予以解决。
①
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同时也是我党执政为民的重

要体现。

3.4.3 保证人民群众的生态富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显著提

升。在这期间，政府及社会公众普遍均将注意力集中在经济指标的提升上，国家也提出

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没有予以正确的认识，这直接导

致了我国的生态环境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引发了一系列生态问题。世界其他国家工业化

进程的经验充分显示出，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生态环境得到妥善保护的基础之

上，唯有如此才能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及可持续性，同时这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

要求，因为发展经济的根本性目标在于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需要注意的是，强调生态

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不代表对经济发展意义及价值的否定，其目的是为了解决经济发展

与生态保护二者失衡的问题，推动经济和生态协调发展；秉持人民主体思想，尊重人在

社会、经济、生态等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性提供必要的保障。由

此可见，如果不能妥善的解决我国所面临的生态问题，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就会受

到严重的制约，甚至还会导致经济发展背离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有鉴于此，从十八大开始习近平多次指出我国的发展目标不仅是要改善人民群众的

生活质量，同时还要让人民可以生活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之中，为人民提供其生活必需的

优质资源，如水、空气、食品等。在让人民群众亲身感受到社会及经济效益的同时，还

可以对生态效益产生直观的认知，从而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正确的生态意识，让人民群

众可以积极的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中来。为实现这一目标，习近平提出了“推动社

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改善人民的生产生活环境”
②
等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习近

平将经济发展与生态治理统一起来，明确了生态环境在民生问题的重要地位，将良好的

生态环境视为全体人民的福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

们党和国家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卷) [M].北京: 外文出版社，2018:392.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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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思想

进入 21 世纪之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个别国家的生态问题可

以在短时间内对世界其他国家构成影响。时任国家林业局局长的张建龙曾公开表示“目

前世界上约有六成左右的生态系统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功能衰退”。美国学者卡逊指出:

“人类社会发展对自然生态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不仅污染了承载人们生产生活活动的土

地，还对同在自然系统中的其他生命构成了威胁。”
①
气候变暖、水资源污染、臭氧空

洞等全球性生态问题已经危机了自然中各类生命的存续，这也使得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开

始对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行反思，以期可以通过对生态问题成因的追溯而找到解决全

球性生态问题的有效途径。但是在日益严峻的生态环保形势下。个别西方发达国家为了

逃避自身所应承担的生态治理责任及义务，开始与国际社会讨价还价，甚至试图放弃承

担相应责任及义务，对世界生态治理体系的构建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为了消除这些

负面因素对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影响，习近平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欢迎世

界各国与中国携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与人类的未来休戚相关，世界各

国应该戮力同心，共同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②
在全球生态治理中充分展现中国的大国

担当以及中国人民的智慧。

3.5.1 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生态环境不仅为人类提供了生存发展所必需的资源，同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

载体。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于人民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这里的人民并不仅限于

国人，还包括了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方面，习近平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党在社会

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保护之间寻得最佳平衡的主要方式，同时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必

然要求；另一方面，在全球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当下，世界各国只有打破壁垒，通力

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有鉴于此，习近平首创性的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概念，号召世界各国团结起来，秉持同一个目标，共同参与到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① [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M].吕瑞兰，李长生，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73.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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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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习近平曾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地球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珍爱和呵护地

球是人类唯一的选择。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①

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人类发展的大势所趋，这一理念不仅对解

决当前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有着较高的现实意义，而且对维护生态安全有

着长效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如何妥善处理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保障人类生存和发

展的生态环境，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课题。为了能够较好地应对全球生态危机，

促使世界各国本着共同的目标以及高度统一的利益积极参与到共建美丽地球家园的工

作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世界各国之间建立了牢固的联系，使各国均作为解

决世界生态问题的主体，不仅体现出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同时也有助于世界各国各司其

职、各担其责，全面推进全球生态问题的治理。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上掌握了话语权的

西方发达国家在生态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导致国际纷争频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

是中国捍卫生态主权、维护生态安全的重要举措。随着生态文明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

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愈发重要，生态资源已经成为了国家最为重要的公共财富之一。但是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前我国的生态环境仍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垃圾进口的双重压

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此形势下，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理念不仅可以维护国家的生态发展空间，还有力的保障了国家主权。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理念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拓展和丰富，

同时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推动。

3.5.2 携手应对全球生态环境挑战

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可以为人民提供高质量的生活，同时还对国家的永续发展具有

积极的意义。生态文明思想来自于对人类长期生态防护及治理经验的提炼和总结，是人

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清楚的认识到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必须要发动全球所有

人的力量才能妥善的予以处理。只有世界各国打破隔阂，同心协力，才能为人类社会的

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习近平曾明确表示“地球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珍爱

和呵护地球是人类的唯一选择。”
②
因此，在面临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同时，习近平提出，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538-539.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卷) [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538-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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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强国家间的协调与交流，共同探寻出生态危机的解决路径。但是必须承认的是，由

于世界各国贫富差异过大，在共同面对全球性生态危机时，个别发达国家利用自身在资

本以及科技等方面优势抑制生态危机给本国造成的不利影响的基础上，逃避自身在共同

应对生态危机中所应承担的责任。这无疑使得在技术以及资本等方面均居于劣势的发展

中国家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加剧了生态危机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发达国家解决本国

生态问题的方式是以牺牲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贫困国家环境利益为前提条件的，这种方

式不仅加剧了全球生态问题的失衡程度，还使得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深陷于生态危

机的泥淖。”
①
除此之外，个别西方发达国家在划分世界生态治理责任时推诿扯皮，甚

至拒绝承担自身所应担负的责任及义务，导致全球生态治理体系难以流畅的运转，使全

球生态危机的形势愈发严峻。也并不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对生态环境治理报以积极的

态度，由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巨大，部分相对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尽快改善

本国贫困落后的面貌，主动选择了以资源换经济的发展理念，这也会对全球生态环境治

理构成不利的影响。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所示，截止到目前，全球沙漠化的土地面积总计

约为 3600 万平方千米，原始森林的总面积以年均 660 万公顷的速度逐年递减，全球水

资源紧缺的国家数量超过了 100 个。按照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主席章新胜所说，在自然生

态保护方面，我们目前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为了解决全球生态治理体系所面临的诸多困难，习近平在参与国际会议以及出国访

问等外事活动中多次提出了要与世界各国携手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倡议，为解决全球生

态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一方面,习近平在我们国家的生态环境问题上，大力推进了国

际间的合作。全球性生态危机无法由单一的政府独立解决，只有通过科学合理的顶层设

计，激发世界各国积极参与生态治理活动的积极性，才有可能有效的解决生态危机所造

成的一系列问题。“国际机构或组织如果无视生态问题，只关注于政治或经济领域的问

题，那么它就是一只无翅之鸟，不仅无法为国际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还会让人类陷入

更加难堪的境地。”
②
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始终展现出大国担当，积极的承担所应担负

的国际责任，多次展开双边或多边合作，为处理全球性生态危机献言献策，以实际行动

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做出应有的贡献。另一方面，中国积极对原有的生产生活方

① 陈金清.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61-262.

② [美]威廉.福格特.生存之路[M].张子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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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进行升级转型，在社会经济发展于自然生态保护二者之间寻得最佳平衡，坚定的走可

持续发展的道路。美国宇航局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与 20 年前相比，地球的绿色程度

大大提高，其中中国与印度的绿色指数居于首位。最新的遥感资料（2000-2017 年）表

明，在不同的地区，植被覆盖率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中国植被覆盖面积在全球植被面积

中占比仅为 6.6%，但是就制备覆盖面积的增幅来看，中国净增量在全球总净增量中占比

高达 25%。中国的制备面积主要由森林以及耕地组成，其中森林所占比重位居第一。中

国植树造林以及保护绿地的工作成效较为显著，为世界其他国家的生态治理提供了有价

值的借鉴。

3.5.3 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全球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充分表明在生态问题上世界各国应被

视为一个整体，任何一个国家或区域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与世隔绝。全球生态危机事关

全人类的命运以及利益，是高于国家或民族利益的。习近平认为只有世界各国均积极参

与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共同应对全球生态危机，才能有力的保障全人类共同的利益

不受侵害。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又提出了打造清洁、美丽世界的构想，为全球生态治理

提供了新的思路。这一理念的提出不仅充分展现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同时也是

中国人民对全世界最为郑重地承诺。“习近平所提出的构建清洁美丽世界的构想，充分

说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上就是生态文明共同体。”
①

习近平较为系统的论证了构建全球生态治理体系的必要性，并领导全体中国人民积

极参与到全球生态治理工作之中，为构建清洁美丽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具体表现在两

个方面：一方面，习近平积极促成世界各国在绿色发展战略下的深层次合作。习近平提

出了“建设人类绿色家园”、“绿色丝绸之路”等理念，从世界的视角来看，这些理念

为世界各国开展广泛深入的绿色产业合作提供了理论以及方法论等方面的建议。另一方

面，在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带领下，中国人民积极投身到世界可持续发展的伟业

之中。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举国上下均开始对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行绿色调整和

优化。在立足本国生态环境治理的基础上，中国还积极通过援助援建等方式帮助其他国

① 刘希刚，徐民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及其历史发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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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走上绿色发展的道路。习近平是以人类社会的视角，从全体人类的利益出发，提出了

全球生态治理战略，体现了当代人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构建清洁美丽

世界与美丽中国是一体两面，均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化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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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内涵和必要性

4.1 生态文明与生态文明建设

以十八大为开端，党中央集思广益、未雨绸缪，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与经济、政

治建设等同等重要的高度；将生态文明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使得全

国上下自然生态保护工作如火如荼，取得了令人满意的工作成果。
①
十九届五中全会明

确提出要将进一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下一阶段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工作目标之一。

我党在致力于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紧紧地抓住了时代的主题，不断地进行着开拓

创新，这是我们在现阶段所要实现的目标。

4.1.1 生态文明的概念

生态学的发展历程最早可追溯至数千年前的古希腊，当时的先哲在论述交流时就曾

提出过“生态学”的概念。在他们的观念中，生态是指存在于自然界的所有生命维持自

身生存状态的方式。自然界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生命，每个生命都可以衍生出一个较为

完整的系统环境，而生态就是所有生命与所有系统环境之和。在此基础上，生态文明是

指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于物质以及精神等方面的具体体现。如意识形态、思想理论、

制度体系等，实质上均属于人在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成体系的主观认知以及

理论成果。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以及如何在人与自然之间寻得

最佳的平衡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化的制度范式，这均是生态文明的具化表现。随着人类社

会的逐步发展，当前阶段人类所秉持的生态文明逐渐趋于完善，旨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两全格局，尊重自然规律，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发展保持一致，对人类的生

产生活活动进行科学的规划和部署，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良好的生态文明意识，使人民

群众的生活得到显著的改善。故而若想推动生态文明的进一步发展，首先应准确掌握人

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对自然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及利用，在保障生态安全的基础上

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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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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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

生态文明建设一般是指在人类社会运行的过程中，通过具有强制性的法规制度或对

人民思想意识的转变等方式来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行规范和指导，从而将人类的生

产生活行为统一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下。有学者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概念进行了界定，

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指的是以生态规律为基本原则，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

路径，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参考生态系统的运行原理，构建以环境承载力为上限，

兼顾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及生态正义的文明社会
①
。在政治方面，党和国家制定并

实施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及政策制度，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生态文明建设法律制度体系，为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以及日常的环境保护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在经济方面，国家积极

引导传统产业进行升级转型，将传统的以劳动密集型以及资源密集型为主体的产业结构

转向以低耗能、高科技附加值的绿色产业为主体的全新产业构成，在维持稳定的经济增

速的同时，为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助力。在思想文化方面，政府应在全社会范围

内加大对生态保护意识的宣传力度，帮助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环保意识，鼓励人民群众

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积极践行节能减排等政策要求，降低非必要的自然资源消耗，从根

本上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有鉴于此，我国应从深层次上将生态文明思想融入

到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之中，只有在明确人与自然相关性的前提下，才能采取适宜

的方式促进二者的协调发展。

4.1.3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指的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全新发展阶段。就时间节点而言，

2017 年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全新的阶段，由此

可以认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也进入了新时代，而“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这一表述也多

见于十九大之后。就当前现有的研究成果而言，国内大部分专家学者在研究中并没有从

时间维度上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阶段进行较为明确的划分。而本文通过研究认为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应以十八大为开端，十八大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要时间节

点。改革开放后的四十余年间，我国集中力量开展经济建设，时至今日已经取得了较为

① 杨朝霞:《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新解》，《环境保护》2014 年第 4 期，第 50-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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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成效。党敏锐的认识到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对我国建

设实践提出了全新的要求，由此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也亟待进行调整，确立新的建设目标

以及实施路径。从空间上来看，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特定阶

段的产物，是结合我国国情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对世界其他国

家均不适用。综上所述，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独有的生态文明建设全新阶段。

4.2 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

我国始终将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以及生态文明型社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建设目标，同时这也是“美丽中国”战略的必然要求。我国所推行的生态文明建设

理念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所取得

的成功经验可以为世界其他国家的生态治理提供有价值的借鉴，这也是我国打造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丰富的

经验，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积极的助力。

4.2.1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客观遵循

“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中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构想，在建党百年时将这一构

想转变为现实，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里程碑式成就，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百

年风雨兼程的至高“褒奖”。我国人民群众的需求也由吃饱、穿暖等基本生存需求转变

为追求生活品质、提升居住环境的需求，所以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是党和国家以人民需求

为导向工作原则的具体体现。
①
现阶段，我们要将生态文明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构建一个“美丽中国”，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这就是我们国家要在这个基础上，

达到一个共同富裕的目标，也就是要在这个基础上，完成一个国家的振兴，一个国家的

可持续发展的中国梦。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已经成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是保障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应该以化解发展过程

中产生的生态危机为目标，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改变传统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模式，

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积极的助力，使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得到显著的改善。随着社会

①赵绪莹.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引领绿色发展[J].人民论坛，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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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水平的提升，人民对生产生活的需要水平越来越高，已经不能再满足于低级的物质

需要，而是要向低碳、可再生的生活方式、可食用的食物、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经济、可

再生能源等方向发展，这就要求我党要坚持生态文明理念，致力于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环境，从而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的目标。

4.2.2 为有效治理全球生态失衡提供中国方案

第一，我们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地球上的生态环境。中国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全球各个

国家、各个经济体系的目光，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中国的影子也

在一些重要的国际项目的合作中出现，中国智慧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中国在生态建

设方面取得的成绩与发展方式得到普遍赞同，与之相伴而生的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理

念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这一过程中，有很多成功的实践为世界各国所学习，并以

中国的实践为指引成功地解决了很多国家存在的生态问题。第二，有助于全球生态环境

治理水平的提升。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既积累了惨痛的教训，同时又获

得了丰硕的成果，不论是积极的经验还是消极的教训，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

果，是我国治国理政的全新尝试，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产生了许

多的生态环境问题，为了解决这些环境问题而产生的新的思想和新的举措不断地积累起

来并最终成为了一种有价值的经验。在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平衡问题上，马克思的辩证自

然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当前的国际社会中，只有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才能

在国际社会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中国在环保问题上，积极融入其它发展中国家。在

这一过程中，我们的合作使世界范围内的生态治理得到了改善。第三，提倡建立一个清

洁的、和谐的世界。人不能试图超越大自然，两者必须和谐相处，目前，中国等国家都

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日益加剧。绿色发展是大势所趋。中国

在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借助于一带一路等发展战略的实施，进一步深化与世界其他

国家之间的联系，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进程。

4.2.3 为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提供正确指引

如果人类为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对自然资源进行了过度的开采和利用，如果不加以

节制，必然会导致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在造成全球性能源危机的同时，也直接导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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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全球的生态危机，破坏了国内以及国际市场正常的发展秩序。所以我们可以从自然

中获取我们生产生活所需的资源，但是并不能无规划、无节制的过度索取，不然一定会

遭受自然的报复。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然而，与

之相对应的，却是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开采和利用，使自然生态遭受了几乎不可逆的破

坏，资产阶级为了获取更大份额的生产资料，甚至愿意以人类的未来为代价，来获得带

血的资本增长。随之而来的就是自然对人类过度掠夺的报复，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生态危

机通常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危机，在各大资本主义国家相继爆发。这时，社会上的有识之

士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不是绝对科学合理的，它虽然让人们的物质生活得

到了显著的改善，但是却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故而人们开始反思资本主义生

产模式及价值观的偏误，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开始形成不同程度的认识。生态危机

的日益加剧，造成了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等严重后果，这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存在明显的缺陷，必然会被历史所淘汰。马克思主义以及其所提倡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为解决这一历史性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指明了方向。就当下

的情况而言，相较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疲敝的经济态势，中国经济始终保持着稳定

的增速，表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中国在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实践中，始终将生态保护放

在了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将生态保护贯穿于建设实践的始终，不能为了 GDP

的增长而以破坏环境为代价。中国走的是“绿色发展道路”，广大民众切实享有了“生

态红利”，“美丽中国”的建设令世人惊叹，他们向“中国模式”、“中国智慧”等学

习借鉴。中国愿意将自身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与世界各国进行分享，共

同开展美丽地球的建设活动，号召世界所有国家均参与到绿色发展的事业之中。目前我

国生态发展理念以及实践方法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肯定，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提供

了有价值的指导。

4.2.4 促进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标之一，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人民

主体思想的核心所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通常都要面临着内外部诸多因素的制约，如

果人所处的生态环境较为恶劣，则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便也成了空中楼阁，会在多方面

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要想实现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根本目标，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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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便是其必由之路。“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以人为中心，以维护人的利

益为出发点实现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
①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社会生产力的提升，

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也愈发激烈。城镇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世界

人口规模的迅速提升，使得人类社会对土地资源等自然资源的需求不断膨胀，给自然生

态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使建立在良好的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的，因为

稳定、健康的生态环境不仅可以供给发展所需的资源，同时还可以为人提供更为广阔的

发展空间。而在自然资源有限甚至是紧缺的当下，人口规模的持续扩大进一步加剧了自

然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及利用进行科学

合理的规划，并在开发利用的同时，运用先进的科技对自然生态进行维护，提高自然资

源的供给能力。从这一角度来看，我国现有生态问题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

阻碍。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为人全面自由发展提供必要

的支撑。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尊重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最终在自然环

境中体现自身的主体性。

4.2.5 捍卫生态环境安全的必要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 2014 年 4 月 15 日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

并在此基础上把“生态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之一。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就是

维持人与自然之间协调发展。由于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人类在规划实施生产生活实践时

需要考虑到诸多因素，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自身建设实践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负面影

响，在此基础上还要保障这项工作制度的长效性，构建完善的监管机制，确保工作可以

落到实处。由此可以看出在国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均需要对自然生态保护予以高度的

重视，现阶段我国所实施的生态文明建设，其根本目的就是保障我国的自然生态安全。

在全球一体化的当下，生态危机所带来的影响已蔓延至全世界，自上世纪中叶开始

形成的经济价值导向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仍掌握在西方资本主义

发达国家手中。近年间中国的快速崛起动摇了西方国家的国际地位，导致西方各国开始

运用各种手段试图抑制中国的发展速度。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尚未完全完成，

① 吉志强:《人民至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遵循》，《山西师大学报》2021 年第 5 期，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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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放型生产模式仍在产业结构中占据了极大的比重。资本的全球流动以及国际分工，也

使得发达国家将其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并将其转移到了其他国家和区域，进而使得各国

和区域之间在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和使用的利益关系上出现了愈发激烈的冲突。故而发展

中国家在短期内仍不具备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协同发展的条件，从而陷入了自然资源换

经济效益，而经济提升后对资源的需求进一步加大的恶性循环，所以树立正确的生态价

值认知才是终止这一恶行循环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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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状况分析

5.1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状况

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四十余年间，我国经济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与世界各国的政治、

经济、文化交流也愈发深入。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我国的国

际影响力也不断提升。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也在不断提升。但是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我国的产业规模较为庞大，但是多是以供应链底层的初加工产业为

主，较低的科技附加值使得国内企业的产品及服务在国际市场上明显缺乏竞争力，充分

反映出我国经济发展质量较为一般的问题。除此之外，资源浪费、耗能严重等问题较为

显著，同时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因此，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状况并不十分乐观。习

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表示，引导人民群众形成正确的生态环保意识，为我国生态文明建

设提供更为广泛的力量来源。①

5.1.1 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深化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对生态文明的定义并没有形成准确的认知，在工业化进

程中经济与生态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所给我们带来的经验教训让我们逐渐认

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地位。直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提出，生态文明才被赋予了与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等同等重要的地位，成为了我国治国理政的核心原则。在此形势下，

各级领导干部以及社会公众普遍形成了生态保护的正确意识。在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

的特殊阶段之后，全国人民认真吸取经验教训，在后续的建设实践中坚定的秉持环保理

念。十九大更是将生态文明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将其提升到了关系到国家生死存

亡、民族复兴以及永续发展的重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也多次对其作出了明

确的指示，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环境保护的责任追究，同时，绿色发展的理念也逐渐

深入人心，截止到目前绿色发展已经渗透到了我们国家的各个领域，人们也亲身感受到

了绿色发展所带来的幸福与舒适，生态文明思想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理念、新的动力。

① 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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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生态文明状况明显改变

“十三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在理论及实践层面均发生了极为重大的转变，

对生态环境的认知更加深入、生态治理的布局更加科学，为十四五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力争在 2035 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的建设目标。
①
特殊的国情导致了中国长

期以来一直处于“高污染、高能耗、高资源浪费”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同时，世界

其他国家也均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生态问题，全球碳排放量逐年递增的态势并没有得到有

效的遏制，全球生态状况并不是很好。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的生态和环境都在

不断的恶化，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越来越多的高污染和高耗能的工业项目被吸

引到了中国，而这也给当地的环境带来了不可逆转的破坏。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让这个

以 GDP 为中心的错误发展理念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扭转，整个社会都开始重视对生态环

境的保护，淘汰了一批不合理的工业项目，同时，不断推动着退耕还林还草还湖的进程，

一个蓝天碧水、大地碧绿的美丽中国呼之欲出。

5.1.3 生态保护法律法规日益完善

改革开放伊始，我国便随即开始了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体系建设工作，国家的人民代

表大会开始以立法的方式来推动国家的环境保护工作，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将环境保护

工作纳入到了国家的日常监督管理之中，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也将环境保护纳入了自己

的日常管理与执法之中，让环境保护工作有法可依，有条不紊，同时，国家还针对各个

行业的需求，制定了并实施了《海洋保护法》、《矿产资源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壤与土壤保护法》，以及《森林资源保护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等一系列环境

保护法律，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目前，我们国家已

经启动了有史以来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在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中，我们

把重点放在了从末端到源头、从局部到整体、从点到面、从针对性到全方位的治理逻辑

上。除此之外，党中央和国务院牵头组建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全国范围内所

有涉及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具有督察的职能。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生

态环境保护工作要通过科学立法、严格执法等方式全面提升其法制化水平，在法律的约

①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N].人民日报，202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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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和规范下，构建全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良好局面。这不仅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

力的法律保障，同时也是全面深化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①

5.2 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成就

进入新时代，我党继续坚持奉行生态文明战略，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写入国家发展

的基本方略中。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全体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到生态文明建

设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

5.2.1 确立了生态文明建设新阶段的制度蓝图

从十八大开始，我国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体系日趋完善。生态文明的内容在党章以及

宪法中均有所体现，就意味着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有了法治的保证。在十九届四中全会

上提出了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这标志着生态文明制度在我国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性显著增

强，我国已从顶层设计层面上构建最为有效的生态环保制度。为了推进水污染防治工作，

创新性的提出了河湖长制，各地方政府还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生态损害赔

偿制度，明确了生态破坏所涉及的责任归属以及相应的赔偿责任。这充分证明了我国现

行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体系已基本完善，可以针对不同生态保护实例进行多层次、全覆盖

的规范和指导。包括中央环保督察在内的各项制度也在不断健全和落实，31 个省份和新

疆建设兵团全部实现了环保督察，并在 20 个省份开展了“回头看”，成绩斐然。

5.2.2 实施结构调整战略，推动绿色发展

从十八大开始，我国始终致力于提高绿色发展的质效，致力于构建低能耗、低污染

可持续的产业体系。在能源方面，大力扶持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通过集中开发等方式

拓宽丰富清洁能源的应用场景。经过多年的努力，风能、太阳能、水能等清洁能源消费

量在能源总消耗量中所占比重逐年提升，单位 GDP 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量大幅下降。农村

地区也逐渐改变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煤改气正在全国农村中逐步开展，可再生能源

利用率也在持续提升。加快了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加快了对科技创新的贡献，生态经

① 郇庆治.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理论的十大基础范畴[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4): 16-26.



46

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也逐年上升，积极践行两山思想等先进理论，不仅极大的改善

了生态环境的质量，也产生了一些经济效益，实现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

变。另外，在交通结构上，通过新能源车的推广，有效地减少了 PM2.5 的排放，在燃油

质量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实行了“三油并轨”，提高了车辆的燃油质量，并加强了

相关站点和部门的监督。“公转铁”政策的推行，还将有效地降低汽车尾气排放，尤其

是长距离、散装货运道路运输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在优化生态环境的同时，使交通运输

成本大为降低。总体而言，我国的绿色经济已经开始取得初步的成果。

5.2.3 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从十八大开始，国家污染防治工作不断深入，“蓝天保卫战”也进入了关键时期，

京津冀地区和周围地区空气污染的治理措施也相继出台。在水源污染问题上，自“水十

条”和《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出台后，全国 7亿 7千万人口的饮水安全有了有效的保

证，水环境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此外，农村地区的污染防治工作也同样取得了较为可

喜的成效，农村生活垃圾基本上实现了无害化处理，农村区域内易导致环境污染等蓄水

池及厕所等进行了改造，并对牲畜养殖而造成的污染予以治理，通过系统的宣讲帮助村

民形成正确的环境保护认识，并从思想上逐步灌输科学环保的生活理念。同时，确立了

“11+5”“无废城市”创建的试点城市和区域，并于 2020 年 4 月 29 号审议通过《固废

法》，为解决我国固体废物污染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证，但目前我国已基本实现了

“零排放”。

5.2.4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与生态安全屏障不断优化

从十八大开始，国家将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管护修复作为一个主要的工作对象，在

国土空间规划方面，积极推动了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已经初步构建起了对自然生

态空间的用途管制规则、机制和制度。在 2020 年，十三五规划中所提出的绿色发展目

标已基本完成，覆盖全国范围的国土绿化工作正稳步推进，业已取得了良好的工作成果。

截止到 2020 年，我国的森林覆盖率已超过了 23%，森林面积的扩大为野生动植物提供了

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受此影响，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在推动“三线

一单”工作的同时，构建了“三线一单”信息应用平台，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完善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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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和国土空间规划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在此基础上，我国的土地利用和土地利用格

局和生态安全保障机制均大幅改善。

5.3 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

在新时代，国内的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着诸多不足，具体而言，社会层面的生态文明

意识、数字化生态治理能力、相关法律制度体系的建设、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能

力以及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的主导作用等领域都存在一些瑕疵。

5.3.1 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主导作用有待发挥

生态环境的管理是一项综合性、复杂性的课题，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课

题和难点。因此，在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地方政府起着举足轻重的领导作用。

现阶段，部分地区还没有充分发挥其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首先，一些地方政府生态治理能力还不能够满足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

就目前情况而言，农村地区是我国生态治理的重中之重。在国家相关部委的统一要求下，

各基层政府集中力量对本辖区内生活垃圾排放及处理、厕所及蓄水池改造以及畜牧业所

产生的污染等进行了综合治理。但是，目前部分乡镇在乡村治理中，仍然以“一刀切”

的方式为主，在治理方式上严重缺乏灵活性。如农村地区的生活垃圾和街道的清扫工作

中，有些乡镇政府还没有制定出一套标准的环卫人员管理制度，环卫工作者的招录、晋

升、薪酬标准、资金来源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自主性，有待进行规范。

其次，部分地区党政领导干部对生态环境问题推诿扯皮的情况，造成这一问题的根

源还是谁污染谁治理的传统观念作祟。自从十八大将生态文明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国

家级各级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政策，使生态文明建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

长空间，大众的居住环境也得到了改善。不过，政府对生态环境的管理仍然主要依靠行

政监督及管理，而不能很好地运用环境、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政策措施。比如震惊全国

的“秦岭违建别墅事件”，秦岭作为我国南北方的界线，是非常重要的生态屏障。但是

违章别墅赫然出现在了秦岭自然保护区内，对当地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习近平

对此事件高度关注，连续做出了六次重要批示，而违法建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却始

终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对生态保护缺乏正确的认识，没有切实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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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简政放权的治理理念下，基层政府势必会承担更多、更重的生态治理职能，这也对各

级地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5.3.2 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协调能力有待提高

生态文明的建设与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而经济的良性发展则需要一个好的生态环

境，为了保障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还需要进一步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二

者之间的关系。

若想保障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就要在资源、环境等方面持续减少成本。“十三五”

时期，我国生态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某些区域仍有以重化工为代表的高能耗工

业向外发展的趋势，局部区域环境，生态安全屏障容易被打破，产业结构向绿色方向转

变困难。

5.3.3 生态法治建设有待加强

根据资料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的生态文明建设法律体系已趋近于成熟，但

是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进入了关键期，面对新形势以及新问题，现行法律制度体系仍存

在明显的不足。

首先，立法方面仍有待完善。近年来，国家高度关注生态小流域的水污染，《水污

染防治法》于 2017 年修正并于 2018 年正式施行，然而，目前各地区的水污染状况仍有

不同程度的恶化。《生物安全法》自 2020 年 10 月颁布以来，已在 2021 年 4 月正式生

效，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对相关的生物安全问题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但在处罚方式上

主要是以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等方式进行，而对一些违规者，其处罚成本相对较

小。但是，加强对自然资源资产的保护，加强对自然资源的修复，以及加强对自然资源

资产的保护，仍然是一个空白。

其次，部分区域的环境保护法律实施力度不够。为了预防“白色污染”，从“限塑

令”至“禁塑令”，全国各地先后实施了““限塑令”至“禁塑令””的治理行动，从

最初的强制要求所有批发零售市场不得免费发放一次性塑料袋，到严禁使用非生物降解

塑料，但是，有些地方执行“限塑令”、“禁塑令”的力度不够，比如，个别商家、小

市场没有严格执行“限塑令”，依旧向消费者免费发放一次性塑料袋。为了更好地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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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控制环境污染，国家已经启动了生态补偿机制，虽然先后出台了一些政策，但是从总

体上来看，成效并不是很好。

最后，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正确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意识。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

中，对生态环境不文明的行为屡见不鲜，而生态法对一些人的不文明行为的制约作用并

不大。以生物安全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于 1988 年颁布，将我国

濒临绝种的野生动物列为重点保护对象，国家已颁布实施《国家保护名录》，但随着国

家的发展，国家对《国家保护名录》的内容也在不停地更新、调整。

5.3.4 数字生态治理能力有待提高

在“十四五”规划实施的背景下，国家对数字化技术的需求与依赖性日益增强，迫

切需要提升数字生态系统的管理水平。

首先，目前已投入使用的数字化生态管理系统不论是在功能上还是性能上都有一些

瑕疵，甚至可以说基本无法满足生态文明的建设需求，进入 21 世纪，现代化信息技术

迅速崛起，人类社会逐渐步入了信息时代，我国也适时的发起了“互联网+”建设工作，

支持并鼓励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进行深度融合，进而为传统产业的创

新发展赋能。自十九大以后，国家对数字技术的应用愈发关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数

据强国”的构想。截止到目前我国已出现了诸多智慧环保案例，但是这些案例多集中在

东南沿海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大部分地区并没有充分掌握数字化生态治理技术。其

中，大中型城市和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都具备了比较成熟的数字生态管理技术。此外，

目前各国在数字生态治理上大多处于“各自为战”的态势，缺乏跨地区的沟通和协作。

其次，“十四五”《纲要》进一步明确了“数字化生态建设”的内涵。针对这一问

题，“十四五”《纲要》中提出，要加强对公共数据的公开与共享，推进公共数据的安

全、有序开放，随后梳理整合公共基础数据，并将其与信息管理平台结合在一起，开展

就医问诊、企业登记以及公共交通等高价值数据的公开与共享。“十四五”《纲要》提

出了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加强对数字生态系统的管理。

5.3.5 民众生态文明意识有待提高

生态文明建设的开展必须依托于人民群众的力量，但大众的生态文明意识有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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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首先，部分群众综合素质不高，该群体的生态文明观念与其行动之间存在着脱节。

近几年，国家一直在加大对生态文明的宣传力度，从《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调查报告(202

0 年)》中可以看出，受访者对于自己在环保方面所起的作用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在各

方面的实践水平却各不相同，尤其是在“绿色消费”、“垃圾分类”、“污染防治”等

方面，人们对“绿色消费”、“垃圾分类”、“污染防治”等方面的认识水平较高，但

实践水平较低。

其次，从“十四五”发展的角度来看，人民群众的生态文明素质需要进一步提高。

水污染、城市雾霾、垃圾处理、土地污染等环境问题对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日益严重

的不利影响，而相关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比如，“垃圾分类好

处多，环保有你我”的宣传标语到处都是，但是，垃圾乱扔的现象还是很严重。这次的

疫情，让人们再次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十四五”《纲要》再次重申了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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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对策分析

6.1 提升地方政府生态综合治理能力

生态文明建设的贯彻落实必须依托于各级政府的生态治理能力。现阶段，各级政府

必须结合区域特点，不断强化生态综合治理能力，尽快完成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

6.1.1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要想强化地方政府的生态治理能力，必须从基层干部队伍的建设入手，既要提高基

层干部的综合能力与个人素质，又要扩充专业人才的数量。首先要加强对基层政府工作

人员的整体素质的培养。通过对地方政府干部队伍的任用选拔制度，从源头上提高工作

人员的综合素养。还要建立完善的教育培训制度，持续提升在岗人员的专业能力水平。

其次，要健全对地方政府官员的问责体系。在此基础上，树立基层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

根除推诿扯皮等消极的工作行为；在工作中，通过建立绩效考评指标，提高各级政府工

作人员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从而实现对环境污染的科学评估，并进行有效的防治。在实

施生态环境保护的过程中，各级政府部门要做到“情”和“法”之间的合理平衡，切实

做到文明执法。

6.1.2 完善地方政府的生态治理措施

国内的生态文明建设涉及领域较多，而地方生态保护政策是其构成要素，随着地方

政府对生态保护政策的主导性地位的不断提高，其实施效果也越来越明显。首先要根据

当地的具体情况，制订相应的对策。积极探索各种途径，提高对地方的调查研究水平；

除了进行现场调查之外，还要充分运用各种媒介社会平台，对所发布的有关生态的政策

与措施进行全面的了解，以了解当地人民的看法与要求。在环境保护政策的制订与实施

上，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通，防止政策偏颇，防止“一刀切”，防止与人民群众脱节。

其次，要建立健全应急处置机制。当出现突发性群体性事件时，政府各职能部门应高效

衔接，及时地采取相应的对策，防止发生次生事故，保障居民的生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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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丰富地方政府生态治理资源

加强地方政府的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工作，必须把管理资源下移到当地，防止“有

心无力”的现象发生。首先，从财政、技术等方面，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更多的政

策支撑。在此次疫情防控期间，部分地方政府在生态治理方面有着创新性的规划，但是

却囿于技术、资金等因素无法有效的开展。为此，上级主管机关在为当地政府进行生态

治理的同时，还应为其提供大量的技术、经费等方面的支撑，从而为其提升自身的生态

治理能力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次，要充实基层政府的人力资源，对当地的公共卫生设施

进行改进，对工作人员进行更多的培训，在适当的情况下，对乡镇地区的医疗护理人员

进行适当的补充，但是，在此过程中，也要确保配备的工作人员具有一定的专业素质。

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为提高农村的生态环境质量，需要对农村的环卫人员的聘用制度进

行进一步的健全，并对农村环卫的招录制度、薪酬待遇以及资金来源等进行明确的规定。

6.2 协调推进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

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正在处于一个重要的时期，为了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生

态建设的同步发展，我们应以全局的视域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二者统一起来。

6.2.1 坚持经济建设与环境监管

在促进经济和生态两个方面协调发展的过程中，既要注重经济的发展，又要注重环

境的管理，不能因为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生态环境的保护。首先，要提高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对环保的监督与保护的责任感。尽快完善“两个清单”制度，严把生态红线。

其次，在金融支持方面，结合各地区、各行业的具体情况，扩大绿色金融产品及服务的

供给，并在合理范围内给以适度的税费优惠，充分发挥绿色金融在促进经济发展和恢复

中的“绿色”引导功能。

6.2.2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十四五”期间，为了推动生态文明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我们要用创新思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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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进行正确的引导，力争如期完成双碳目标。首先要加快推进传统制造业企业的转型

升级，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在疫情肆虐的三年中，很多企业的生产运营断断续续，缺乏

连续性，虽然在经济上受到了严重的损失，但是却大幅降低了碳排放量，极大地改善了

各地区的空气质量。我们应该趁热打铁，继续坚持节能减排，贯彻落实行之有效的减排

措施。尤其是对于高污染、高耗能的传统制造业企业而言，因为停产而带来的减排成效

不可能一直持续，所以其节能减排终究还要依靠其产业的升级转型。首先要对低碳脱碳

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予以大力的支持，为传统制造业企业的低碳转型提供必要的技术支

持；其次要加快“零碳能源排放体系”的建设进度
①
，推动新型环保能源的开发利用，

减少企业的碳排放；最后，要集中优质资源构建绿色产业体系，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6.2.3 保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定力

从实际情况来看，社会生产力与环境保护力度密切相关。只有持续推进建设的战略

定力，才能使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处于协调发展的状态。

首先，我们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在我国的经济建设过程中，对生态文

明进行战略布局；我们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六稳”的方针，既要支持广大中小企

业恢复生产，又要按照“十四五”《纲要》中的各项指标和要求，大力提升绿色消费，

加强生态保护与恢复，把“两山论”摆在首位，积极探讨“两山”模式，即绿水青山实

质上就是金山银山。既要保证生态安全，又要增强内需，增强内生动力，保持经济平稳

增长。

其次，要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保持“生态

文明”的战略思维；塞罕坝从一片荒芜之地到一片翠绿的森林，这是塞罕坝三代人的不

懈努力，数十年来，塞罕坝人民牢记“恢复生态”的使命，为经济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生

态环境。“十四五”期间，要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稳步推进生态文明战略的实施。

① 何建坤:《以低碳发展促“绿色复苏”》《中国科学报》2020 年 11 月 6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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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推进生态法治建设

在全新的内外部形势下，我们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仍存在一些缺陷，要想在“十四

五”期间的环境保护中取得新的进展、新的成就，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6.3.1 强化生态法律体系建设

要提高生态法治的有效性，必须要有健全的法制，为此，必须加强法制的建设。首

先要加强对环境保护的法制建设。我国现行生态法律规范主要是针对污染防治和自然资

源保护两个维度。我们要对大气、水源以及土壤污染的法律规范和要求进行进一步的落

实和完善。尤其在“后传染病”时期，应继续贯彻执行《生物安全法》、《生态补偿条

例》，坚定生态法治意志，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相关规定，

充分发挥刑事司法的震慑作用。其次，通过科学的立法来填补法律的漏洞，以解决各个

方面的生态保护与法律的不一致、不协调的问题，建立起一个更为健全的生态法制。《中

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于 2020 年颁布，并于 2021 年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个《长

江保护法》，所以，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取长补短，制定出更多适用于流域管理的法

律规范；加快构建自然资源资产的产权法律制度体系，明晰自然资源恢复的法律规则，

填补自然资源资产和恢复方面的法律空白。

6.3.2 增强生态环保部门的执法力度

要强化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就必须强化环境保护部门的执法效能。首先，各级生态

环境保护部门要强化政治意识，在执法活动中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深刻理解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大力推动各项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贯彻与落实，为基层的生态环境保

护部门提供法律方面的支持，让他们有法可依，同时有政治意识、有工作思路、有工作

重心。其次，在此基础上，对不同类型的生态环境违法案件，要进一步明确政府、人大、

司法三方的权责，构建完善的监督机制，贯彻落实生态问题责任追究制度，规范职能部

门的执法行为，充分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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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强化公民生态法治意识

在国内，任何一项政策的颁布、实施以及落地都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和参与。要想提

升生态法治能力，党中央及各级政府要从公民生态法治意识入手，增强该群体的认识，

自觉承担起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市民应认清自己在环境保护中的职责与义务，自

觉地遵守环境保护法规。在我们享有国家所提供的生态资源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积极地

承担起与之相对应的生态责任和义务。其次，要加大环保法规的普及力度，提高环保意

识。尤其是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生物安全法》、《长江流域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等都对违反生物安全与环境保护规定的犯罪进行

了严厉的处罚，我们要通过各种社会媒体与娱乐平台，加大上述法规的宣传力度，帮助

群众认识到生态法制观念的重要性，及时更新自己的生态法制，从而为增强自己的生态

法制水平提供最根本的力量。

6.4 完善数字生态治理体系

“十八大”后，“数字生态”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到“生态文明”的治理中，“数字

生态”的治理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建立一套更加系统和健全

的数字生态管理制度。

6.4.1 建立全民参与的生态治理共享平台

优化数字生态管理体系，需要建立配套的公共数据共享机制，将数字生态管理的范

围扩展到非局限于具体的生态管理领域，充分发挥数字互联网的优势。首先，我们应推

广河北省环境保护云平台的成功经验，为政府和社会提供更多的环境保护服务，其次，

将环境监测和环境保护工程的信息，通过“智能云”平台，让所有人都能参加。收集多

个生态领域的污染数据，具体包括土壤、水体以及空气等领域，进行质量检测的同时，

也要关注生态环保工程的建设情况，并进行实时公开，让公众即使在家中，也能了解到

生态环保工程的建设情况与居住区域的环境质量。也就是说，要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引

导该群体监督周边的生态治理情况。最后，利用能够让所有人都能参与进来的智慧云平

台，建立起了一个与群众相联系的、与之相连接的、公开公正透明的平台，给予群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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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发生的机会与渠道。让该群体能够监督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并积极参与生态文

明建设。另外，各级政府要结合区域特点，征求大众对环境治理的建议和意见，不断完

善生态决策的合理性与科学性，逐步提升生态治理效果。

6.4.2 建立全面的环境应急综合平台

现阶段，我们必须持续提升数字化政务服务的效率，以高频大数据为基础，实现精

准的动态预警以及监控，再结合相关数据及工具，完成环境突发事件综合平台的构建。

在实践过程中，党中央及各级政府要建立环境应急主题库，通过 AI 技术与大数据等方

式收集所需数据，再对其进行加工，从而形成有效信息。与此同时，还要增强企业环境

应急信息的监管力度，定期公布公共单位的环境保护数据变化情况，并提供生态环境领

域的环境风险形势研判报告，从而可以对在生态治理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突发情况进

行及时的应对和防控。其次，大力推进政府信息资源的共享，构建环境突发事件综合管

理平台。利用好现代化信息技术，具体包括 GIS、云服务、AI 技术、5G、物联网以及大

数据等等，实现覆盖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的信息管理体系。

6.4.3 建立数字环保精细化监管体系

在实践过程中，数字生态治理质量与数字环境监督体系的精细程度密切相关。因此，

党中央及各级政府要以现有的数字环境监督体系为基础，增加政府数据授权试点的数

量，同时给予第三方更多权限，让他们使用和发掘更多有效的公众数据。比如，在武汉

的“医废通” APP 上，可以为医疗废物处置企业及有关的环境保护部门提供各类有效信

息以及相关服务，具体包括实时监控数据、数据查询、数据审核以及数据上报。需要注

意的是，医疗废物的存储情况、处理量以及整体产量均属于该系统的监测内容。该体系

的建立，能够满足“战时”的综合监管需求，对突发的公共健康问题做出反应，减少医

废的污染，提升环境保护的质量。除此之外，党中央及各级政府还要利用多种方式，完

成公共信息资源的共享，也就是说，利用更为完善的环境与经济动态监测体系，提高信

息传递效率，降低信息传递成本，最后，数字环境的监督主体不再局限于生态环境，而

是将参与其中的工作人员也纳入其中。通过这种方式，尽量避免运行不规范以及数据造

假等现象的发生，利用最科学的方式，提高测试结果与测试数据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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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培育知行合一的生态公民

随着新冠疫情的爆发，大众又开始思考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关系。由于部分民众个人

素质不高，生态文明意识欠缺，各级政府必须结合国情，制定一系列措施，增加生态公

民的数量。

6.5.1 提高民众生态文明建设主体责任意识

提高大众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需要通过引导、宣讲等方式帮助人民群众树立正

确的主体责任意识，激发其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

首先，加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理念的宣传力度，强化大众生态文明建设主体责

任意识。在实践过程中，公民责任是生态文明治理体系的核心要素，也是推动社会发展

的关键所在。总而言之，各级政府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基础，对群众进行引导，

使该群体深刻反思自己的各类行为，进而做到知行合一。

与此同时，还要推广“绿色发展理念”，增强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让该群体主

动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当中。通过这种方式，使群众积极践行，甚至是主动参与环保部

门以及各级政府推行的环保措施，逐步形成公众协同参与、社会组织、企业主体及政府

主导的环境治理机制。
①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积极响应国家发起的生态文明的相关活动，

使广大民众的生态责任意识呈现出比较理想的发展趋势。

6.5.2 提高民众生态价值选择能力

要培养“知行合一”的生态公民，就必须提升人们对生态价值观的抉择能力。首先，

人民群众要有正确的价值取向，要从根本上克服“以我为本”的“自我本位”思想；公

民是“人”，必须依附于自然而生存发展，人与大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的统一，因

此，我们必须在人类与大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以全局为中心、以长远为中心的价值抉

择，不能被当下的利益所束缚，既要自觉地选择一种绿色的生活方式，又要主动地关心

① 边培瑞:《后疫情时代生态公民的培育》，《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21 年第 1 期，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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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所以，我们要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不断地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

其次，要在社会大众中起到正确的导向和引领作用。生态幸福观涉及领域较多，既

包含大众对生存环境的直观感受，也蕴藏着人类对大自然的向往与追求。在实施过程中，

生态幸福观既可以满足大众精神幸福的需求，又能让该群体获得物质幸福。因此，大众

要结合环境以及人类的特点，优化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提高生态价值选择的准确性。

6.5.3 提高民众生态文明践行能力

要培养“知行合一”的生态公民，就必须提升人们的生态文明实践能力。

首先，公众的生态文明行为水平的提升，既要有正确的价值观，也要有相应的奖励

和惩罚等激励手段。对于破坏环境的行为，要以更高的代价进行处罚，而对于那些选择

了绿色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人民，要以更多的奖励来进行。

其次，要加强人民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渠道；这一制度的实施，一方面使得公

众能够更加直接、透明地参与到生态文明工作中来，从而能够更好地发挥其作用；二是

要让群众对环境问题的反映，及时、准确的进行反馈并妥善解决相关问题。只有满足群

众的生产需求，国内的生态文明建设才会获得群众的支持，进而提升我们国家生态文明

实践的能力，推动我们国家在“十四五”期间取得新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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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不仅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生态文明思想，

而且也体现了时代的要求。在此基础上，我国历代领导集体：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

胡锦涛、习近平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进行了创新性发展。这些都为我国的生态文

明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并在实践中体现出其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与此同

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也会受到显著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党中央及各级政府要充分意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并遵循“五位一体”原则，完成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确保华夏文明得以永续发展，

再结合“四个全面”的指导思想，优化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以及生态

文明建设理念。进入新发展阶段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取得了很多成就,但仍然

面临一些严峻挑战。基于此，本文对我国生态文明的理论来源进行了梳理，对习近平的

生态文明思想进行了系统论述。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含

义和必要性进行了剖析，对新时代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现状，取得的成就以及还存在的

不足进行了剖析；探讨了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并给出有借鉴价值的建

议，以期为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提供一些思路。



60

参考文献

（一）著作类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

[9]列宁.列宁全集(第 18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0]列宁.列宁全集(第 55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13]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14]习近平.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5]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6]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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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陈金清.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9]陈墀成，蔡虎堂.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2014.

[20]李红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7.

[21]刘希刚,徐民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及其历史发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7.

[22]佟立.当代西方生态哲学思潮[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



61

[23]陶良虎，刘光远，肖卫康.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力量与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

社，2014.

[24]张云飞,李娜.开创社会主文生态文明新时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25][美]菜斯特布朗 B模式拯救地球延续生命[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26][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M].吕瑞兰,李长生,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27][美]威廉.福格特.生存之路[M].张子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8][英]约翰.多恩.丧钟为谁而鸣[M].林和生,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

(二)期刊论文

[1]习近平.生态兴则文明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打造绿色浙江[J].求是，2003(13):42.

[2]曹彩虹,韩立岩.雾霆带来的社会健康成本估算[J].统计研究,2015(7):19.

[3]洪大用关于中国环境问题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思考[J].探索与争鸣,2013(10):4.

[4]郇庆治.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理论的十大基础范畴[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8(4)

:16-26.

[5]祁毓,卢洪友.污染、健康与不平等一跨越“环境健康贫困”陷阱[J].管理世界，

2015(9):32.

[6]王敏,黄滢.中国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J].经济学(季刊),2015(2):557.

[7]王兵，聂欣.经济发展的健康成本:污水排放与农村中老年健康[J].金融研究,

2016(3):67.

[8]徐水华,陈漩、习近平生态思想的多维解读[J].求实,2011(11):16.

[9]赵绪莹.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引领绿色发展[J].人民论坛，2017(12).

(三)报纸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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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习近平在中国共

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2]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N].人民日报，2020-11-20.

(四)其他类

[1]边培瑞:《后疫情时代生态公民的培育》,《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21 年

第 1期,第 9页.

[2]吉志强:《人民至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遵循》,《山西师大学报》2021 年第

5期,第 43 页.



62

[3]穆艳杰,马德帅以“两山”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中国实践分析思

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6):17.

[4]杨朝霞:《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新解》,《环境保护》2014年第4期,第50-51页。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52页.

[6] PAldo Leopold. A Sand County Alman, 0xford Uni versity Press,1949:6-7.

[7] Unied Nations, Report of the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General AssemblyResolution，11 December 1987.

（五）学位论文

[1]董涵铭.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视角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研究[D].长春工学,2021.

[2]吴娜.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化思想视角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研究[D].四川农

业大学,2015.

[3]卞庆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路径创新研究[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8.

[4]华幸.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研究[D].武汉科技大学,2010.

(六)电子文献

[1]习近平出席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EB/0L].新华网，2018/05/19.

http://www.gov.cn/xinwen/2018-05/19/content5292116.htm.

[2]习近平出席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EB/0L].新华网，2018/05/19.

http://www.gov.cn/xinwen/2018-05/19/content 5292116. htm.

[3]王青,崔晓丹.人与自然是共生共荣的生命共同体[EB/0L].人民网，2018/5/16.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8/0516/c40531-29992987 html.58

[4]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EB/OL].2020/08/19.

http://theory. people.com.cn/n1/2020/0819/c40531-31827942.html.



63

致 谢

时光匆匆，岁月如歌，在攻读研究生学位的三年的点点滴滴让人难以忘却，我们

不仅经受住了疫情的考验，还承受住了生活带来的困难。我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学习

成果，离不开学校、老师、家人、同学的帮助，心中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指导教师张梦涛老师。从论文的选题，开题，中期指导，初

稿修改，一直到最后定稿，张老师都给予了我大量的指导和帮助。张老师不仅是我三

年研究生学习生活的导师，更是未来我从事教育工作中的榜样楷模。在今后的学习和

工作中，我将牢记老师的教诲，在此，我再一次深深地感谢张老师的指导和关怀。

其次，我由衷的感谢学校及学院的各位老师，是他们将知识化作力量传授给了我，

在三年的学习中详细解答我所遇到的问题，对我提出鼓励，在我遇到困难时及时伸出援

手，为我解决困难。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一直以来对我的无限关爱与默默付出，让我健康快乐的

成长，为我完成学业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与帮助。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的努力学

习和工作，不辜负父母殷殷期望。


	Abstract
	1引言
	1.1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1.1.1选题依据
	1.1.2研究意义

	1.2研究现状
	1.2.1国内研究现状
	1.2.2国外研究现状

	1.3研究内容与方法
	1.3.1研究内容
	1.3.2研究方法

	1.4创新点与研究不足
	1.4.1创新点
	1.4.2研究不足


	2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基础
	2.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文明思想
	2.1.1马克思的生态观
	2.1.2恩格斯的生态观
	2.1.3列宁的生态观

	2.2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生态理念 
	2.2.1毛泽东关于生态文明的论述
	2.2.2邓小平关于生态文明的论述
	2.2.3江泽民关于生态文明的论述
	2.2.4胡锦涛关于生态文明的论述


	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容
	3.1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
	3.1.1确立生态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
	3.1.2实现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内在统一
	3.1.3强调生态保护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结合

	3.2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
	3.2.1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人类
	3.2.2改善生态环境就是造福人类
	3.2.3生态兴衰关乎人类文明兴衰

	3.3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思想
	3.3.1人类对生态环境依赖的内在性
	3.3.2人类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关联性
	3.3.3人类生态环境的系统性和规律性

	3.4良好生态环境的民生本质思想
	3.4.1重视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
	3.4.2关心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
	3.4.3保证人民群众的生态富裕

	3.5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思想
	3.5.1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3.5.2携手应对全球生态环境挑战
	3.5.3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4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内涵和必要性
	4.1生态文明与生态文明建设
	4.1.1生态文明的概念
	4.1.2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
	4.1.3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

	4.2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
	4.2.1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客观遵循
	4.2.2为有效治理全球生态失衡提供中国方案
	4.2.3为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提供正确指引
	4.2.4促进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4.2.5捍卫生态环境安全的必要途径


	5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状况分析 
	5.1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状况
	5.1.1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深化
	5.1.2生态文明状况明显改变
	5.1.3生态保护法律法规日益完善

	5.2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成就
	5.2.1确立了生态文明建设新阶段的制度蓝图
	5.2.2实施结构调整战略，推动绿色发展
	5.2.3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5.2.4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与生态安全屏障不断优化

	5.3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
	5.3.1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主导作用有待发挥
	5.3.2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协调能力有待提高
	5.3.3生态法治建设有待加强
	5.3.4数字生态治理能力有待提高
	5.3.5民众生态文明意识有待提高


	6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对策分析
	6.1提升地方政府生态综合治理能力
	6.1.1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6.1.2完善地方政府的生态治理措施
	6.1.3丰富地方政府生态治理资源

	6.2协调推进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
	6.2.1坚持经济建设与环境监管
	6.2.2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6.2.3保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定力

	6.3推进生态法治建设
	6.3.1强化生态法律体系建设
	6.3.2增强生态环保部门的执法力度
	6.3.3强化公民生态法治意识

	6.4完善数字生态治理体系
	6.4.1建立全民参与的生态治理共享平台
	6.4.2建立全面的环境应急综合平台
	6.4.3建立数字环保精细化监管体系

	6.5培育知行合一的生态公民
	6.5.1提高民众生态文明建设主体责任意识
	6.5.2提高民众生态价值选择能力
	6.5.3提高民众生态文明践行能力


	结 语
	参考文献
	致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