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对其中某一个维度有更为科学的理解。
除了科学性之外, 同样值得关注与强调的是这一理论体系的 “自主性” 特征及

其形塑。 应该说, 以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实践为依托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自主性

特征是不言而喻的, 甚至可以说,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本身就是一种中国特色风格气

派的自主性环境社会政治理论。 当代中国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和教研传播群

体基本上都是在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中外交流背景语境下构建起来的, 意味着它们本

身也是深受欧美国家知识框架和传统影响的学术知识 (人才) 体系。 因而, 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 2022 年 4 月视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所强调指出的,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 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新一代中国学者必须致力于在面

向时代 (世界) 之问、 回答中国问题、 总结中国经验的基础上逐渐构建起能够阐释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与规律的自主知识体系, 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理论体系

最有理由率先跨越各种门槛以实现这种目标追求。

责任编辑: 黄承梁

在 “两个结合” 中推进具有自身特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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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 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教授, 邮政编码: 215123。

在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和生态环境危机已成为全球性危机的态势

下, 生态文明不仅成了一门引人注目的 “显学”, 而且已融合和渗透到众多学科之

中。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加强具有自身特质的生态文明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建设 (简称 “三大体系” 建设) 是一项十分紧迫的重大任务。 坚持把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简称 “两
个结合”), 是推进具有自身特质的生态文明 “三大体系” 建设的关键举措和根本

保障。

一、 充分认识在 “两个结合” 中推进生态文明
　 　 “三大体系” 建设的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都提出了要努力构建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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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派的 “三大体系” 建设的重要任务, 并以强烈的问题意识指出了我国在 “三大体

系” 建设上功力不足、 高水平成果不多的现状。 生态文明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

大课题, 生态文明 “三大体系” 建设理所当然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三大体系”
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丰富的生态文明理论, 如人与自然

关系的理论、 物质变换理论、 绿色生产力理论、 人与自然和解以及人与社会和解理

论、 人的自然本质和人的社会本质相结合的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 自然主义的人

道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自然主义相结合的理论等, 使其最有资格、 最有实力、 最有底

气在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处于指导思想的重要地位。 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

化关于 “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 的宇宙观、 “民胞物与” 的伦理观、 “以时禁

发” 的循环经济观、 “利用厚生” 的恒产富民观、 “谨封为禁” 的缘法而治观、
“仁者乐山, 智者乐水” 的审美观、 “余气相培” 的物能循环观、 “万世其昌” 的

永续发展观等, 都闪耀着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智慧的璀璨光辉, 具有重大的当代

价值。 在 “两个结合” 中加强具有自身特质的生态文明 “三大体系” 建设, 实质

上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深入分析和着力解

决中国和全球的生态环境问题, 促进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中国化时代化, 创新

发展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 同时促进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在生态

文明实践中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因此, 只有认真做好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

理论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的工作,
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伟大的认识工具, 指导中国式现代化朝着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方向发展。

二、 牢牢把握在 “两个结合” 中推进生态文明
　 　 “三大体系” 建设的重大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原则是要体现继

承性、 民族性; 体现原创性、 时代性; 体现系统性、 专业性。 这些重大原则也是在

“两个结合” 中推进生态文明 “三大体系” 建设必须严格遵循的基本原则。
在 “两个结合” 中推进具有自身特质的生态文明 “三大体系” 建设必须遵循继

承性、 民族性原则。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和鲜明的中国特

色, 是结合中国国情推进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是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中寻

找智慧, 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中国化时代化, 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

一项重要任务, 也是有助于推进具有自身特质的生态文明 “三大体系” 建设的关

键。 从生态文明理论看,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是指引人类摆正人与自然的关

系、 摆脱生态环境危机的思想指南和行动纲领。 目前, 西方涌现出的众多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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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思潮, 如生态现代化理论、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理论、 有机马克思主义理论、 循

环经济理论、 稳态经济理论、 生态政治学理论、 生态伦理学理论、 生态文学和生态

美学理论、 生态哲学和生态文化学理论、 生态科技理论等, 虽然从不同的角度揭示

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 指出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方向, 为促进人类文明形态

提升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但是, 从总体上来说, 由于受其阶级立场和自身利益的影

响以及世界观方法论的局限, 西方的这些理论, 如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其结论未

必正确”①, 更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 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是千百年

来中华民族在实践中所形成的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一种文化形态, 凝聚着中华民

族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以及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中发展壮大的艰苦奋斗历程, 是

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生态文化家园, 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强大精神

力量, 必须认真继承, 促进其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程中返本开新、
弘扬光大。

在 “两个结合” 中推进具有自身特质的生态文明 “三大体系” 建设必须遵循原

创性、 时代性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走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
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 在 “两个结合” 中推进生态文明 “三大体系” 建设, 必须

彰显具有自身特质的生态文明的原创性成就, 只有这样, 才能不断地根据时代变化带

来的生态矛盾、 生态安全、 生态权益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 在现代化进程中注重协调

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优化的关系、 生态安全和国家总体安全的关系、 代内价值和代

际价值的关系、 民族价值和全球价值的关系, 探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

路, 并在这一过程中促进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在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

论相结合过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在 “两个结合” 中推进具有自身特质的生态文明 “三大体系” 建设必须遵循系

统性、 专业性原则。 生态文明理论是一个有机系统, 生态文明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和

话语体系既自成系统, 同时又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性宏大系统, 生态文明理论知

识具有显著的专业性特征, 注重体现生态文明 “三大体系” 建设的系统性和专业性,
有助于不断丰富和拓展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的关系思想, 以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钻研

生态文明理论知识, 又以系统性、 专业性的生态文明理论知识指导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不断地迈上新的历史台阶。

三、 拓宽在 “两个结合” 中推进生态文明
　 　 “三大体系” 建设的实践路径

　 　 生态文明是具有非常明显的动态变化、 迅速发展特征的一门学问。 生态治理的

实践在深入, 新情况、 新问题也在不断地涌现。 在 “两个结合” 中推进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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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 2016 年 5 月 19 日, 第 2 版。



“三大体系” 建设, 需要紧密结合当代中国正在从事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实践, 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把握存在的突出问题, 聚焦重点、 难点, 总结概括来自基

层、 来自实践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为推进生态文明 “三大体系” 建设提供丰富

素材。
生态文明 “三大体系” 建设的重点是学术体系建设, 根本在于学术研究和学术

创新。 要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 研读文本, 消化经

典, 吸纳精华, 指导实践, 不断开辟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发展的崭新境

界, 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践中放射出

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要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加以挖掘、 整理、 传承和弘扬, 不

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使中华生态智慧再现灿烂辉煌, 为人类生态文明进步作出更

大贡献, 让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之光的淬炼下迸发出新

的强大生命力。 从学术研究方面看, 因为中国工业化、 城镇化、 现代化引发的生态环

境问题来得较晚, 对于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只有加强生态文明学术

研究和学术创新, 不断地推出可与西方 《寂静的春天》 《瓦尔登湖》 《沙乡年鉴》 等

媲美的生态文明方面的精品力作, 才能推动生态文明 “三大体系” 建设走深走实走

稳, 不断走向世界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最前沿。

责任编辑: 黄承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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