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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视域下
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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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 是人类遵循人、 自然、
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所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 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以其丰富的内涵、 严谨的逻辑、 完整的系统开辟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现代化道路, 开启了区别于西方人类现代化的新路径, 为世界可持续

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指导下, 中国

式现代化展现出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图景。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

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态需要是中国式现代

化的根本目的; 坚持绿色低碳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途径; 统筹推

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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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项重大的理论创新, 是对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概括与经验总结。 百余年来, 中国共产党坚守初心和使

命, 保持战略定力, 锚定战略目标,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 埋头苦干、 奋

勇前进, 探索出一条契合当今时代特征与人民美好愿望的新型道路模式———中国式现

代化。
虽然 “现代化” 发轫于西方国家, 但需要明确的是, “现代化” 并不等同于 “西

方化”, 西方式现代化并非颠扑不破的金科玉律。 在如何评价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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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习近平总书记将其归结为 “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

现代化, 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是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① 等五个方面。 其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中国式

现代化中起着基础性、 关键性、 保障性和普惠性的作用, 没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就无法真正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因此, 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 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人与自然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内部创造性主体力量和外部依赖性

客体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进行离不开两者的和谐共生。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可以不断丰富和完善人类文明新形态, 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美丽

中国建设, 为人类社会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

思主义生态理论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高度契合的体现, 并具有原创性。 如 “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生态本体论构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绿色生产力观,
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 和 “人民至上” 的生态民生观, 以及打造 “清洁美丽世界”
的全球治理观等基本观点均具有中国式现代化价值意蕴。 深刻领悟并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的核心要义, 有助于更好地推动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在我国的

创新性发展。

一、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

在中国社会发展实践基础上构建崭新的生态文明观, 离不开对中国话语体系的构

建和对传统哲学理论研究的深化。 中国历史上 “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 的哲学思

想, 在漫长岁月中经过数代思想家、 哲学家、 政治家的阐释与完善, 在新的历史时期

开启了全新的范式转换和思维拓展, 最终演变成为具有当代价值的理论观点。
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泥土中, 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

模式的新图景。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 开启了实现人类现代化的

新路径。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是汲取了中国古代丰富的生态智慧, 并创造性地提出

了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思想方略。 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源远流长、 积淀

丰厚、 博大精深, 对于当今建设生态文明有着不可替代的借鉴意义。 纵观中国几千年

文明历程, 对于天人关系 (即人与自然的关系) 有着许许多多纷繁复杂的思考与论

述。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大多反对将天与人对立或割裂开来, 主张道法自然、 遵从规

律, 以及天人合一、 平衡协调, 认为所谓天道与人道、 天性与人性绝非天渊之别,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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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类相通的。
崇敬自然、 顺应自然、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 概括起来

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意蕴。 认为人要遵循自然规律,
并顺从自然规律。 春秋时期思想家老子在 《道德经》 中就说 “人法地, 地法天, 天

法道, 道法自然”①, 其中的 “自然” 二字并非代表全部物理状态中的自然物质, 其

中蕴含了 “规律” 之意。 “道法自然” 即指自然而然的状态, 认为人类的活动要顺应

规律, 且有为不妄为、 无为无不为, 这与儒家的 “中庸” 与 “致中和” 思想相贯通,
即人类在强调万物的自然时, 绝不能忘记赋予万物自然之道, “反者道之动, 弱者道

之用”②, 就是告诫我们在开展各式各样的实践活动时要采取相应的措施, 以复其自

然。 二是秉承 “和” 的思想。 认为人与自然万物可以和睦相处、 和谐统一。 崇尚和

谐的 “性格文化” 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突出特点之一, 其中 “和” 作为基本的哲学范

畴, 强调对立面的统一。 “和” 也成为儒家谋求天人关系的最高理想, “和实生物”
的规则要求万物只有在 “和” 的环境中才能获得生长, 人与自然唯有和睦相处, 国

家方可兴盛、 个人才能幸福。 “制天命而用之”③, 后世众多学者都曾赞扬和高度评价

过战国末期思想家荀子这一唯物主义的自然天道观, 人与天是 “不相胜” 的关系,
掌握自然的变化规律而利用它, 才是造福人类的关键。 《中庸》 中也有 “万物并育而

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④, “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⑤ 等体现包容精神与

和合之道的语句。 三是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是无法完全独立于自然之外的存在,
但自身又有着高于自然的智慧。 战国时期思想家庄子说, “天在内, 人在外, 德在乎

天”⑥, 天人本是合一的, 但由于人规定了各种道德规范、 法律制度, 使其自然性不

断被擦除, 而修行的目的在于 “绝圣弃智”, 因此在冲破人们身上的重重枷锁与藩篱

的同时, 应释放人性, 重归自然, 达到 “万物与我为一” 的状态。 东汉思想家王充

说, “人, 物也, 万物之中有智慧者也; 其受命于天, 禀气于元, 与物无异”⑦。 既然

人与自然界的物没有本质上的差异, 那么顺应自然便是人类智慧的绝佳体现, 处于理

性状态的人势必依照规律来适当地开展生产生活。 北宋理学家张载也说, “天人不须

强分, 《易》 言天道, 则与人事一滚论之, 若分别则只是薄乎云尔”⑧, 他反对将天与

人强行分割开来, 而要将二者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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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中独有的 “道法自然” “天与人, 不相胜” “仁爱万物” “天人合一”
等观点, 可为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奠定生态思想基础。 当然, 我们也应依照时代的发

展对其进行合理的现代转换。 立足新时代, 必须回答好 “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① 这一关键性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 “坚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理论, 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应有之义, 它不仅汲取

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 也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升到生命共同体的高度, 使

“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 传统生态理念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基础上, 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中国式现代化

的重要特征, 对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一, 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宏图, 为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 大自然抚育了

人类, 并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各种物质条件, 人类在根据自身意愿和需要开发自然

资源时, 作为对自然母亲的回报, 理应做到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 以使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 各得其养以成”②。 其二,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彰显了中国式现代

化的独特魅力, 为建设美丽世界提供了中国智慧、 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坚持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 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是 2022 年 《生物多样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

大会第二阶段会议中方举办的边会主题。 中国明确提出了要与国际社会通力合作, 一

道应对全球生态环境面临的各种挑战, 并且希望与会国家早日形成国际社会期待已久

的具有雄心壮志和求真务实精神的生态环境建设框架。 不仅如此, 中国还率先发布了

《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 推动了具有全球性应对气候变化里程

碑意义的 《巴黎协定》 的签订, 并以构建绿色 “一带一路” 为责任担当, 与广大发

展中国家共享绿色发展成果。 近年来, 从非洲的气候遥感卫星研发, 到东南亚低碳环

保建设, 再到南美洲垃圾发电 EPC 项目落地,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绿色实

践 “行动胜于雄辩”。
总之, 只有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客观规律, 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融入现代

化的全过程、 全领域、 全时空, 才能避免重蹈西方式现代化的覆辙, 谱写好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其丰富的内涵、 严谨的逻辑、 完整的系

统开辟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 弥补了以往西方现代化因其 “殖民

化” 起点和 “全球代价转嫁” 路径而导致的不可复制性和不可持续性。 在创造中国

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进程中, 我们必须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秉持 “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 的价值理念, 走人与自然和解之路, 遵循 “叠加式” 与 “并联式” 现代化

发展逻辑, 实现工业文明、 知识文明、 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力求摆脱西方 “串联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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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只能在某一阶段专注于一两个目标, 且必须待阶段性目标完成后才能顾及其他

方面的弊端, 体现了我国发展战略的后发赶超性。

二、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态需要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目的

　 　 “人民至上” 情怀和 “胸怀天下” 价值理念, 从更为宽广、 深邃的视野创新

了生态文明的内涵与外延, 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超越西方 “动物权利论” “生物

中心论” “生态中心论” 的宝贵之处, 应该说这是对整个西方世界生态文明理论

的历史性超越。 由于西方生态文明理论是站在 “地球优先” 角度、 以降低人类尊

严构建的生态文明理论, 因此附带了后现代主义和反人道主义特质, 故而从根本

上混淆了 “价值判断” 与 “事实判断” 的关系, 彻底否定了自然观和历史观的辩

证统一。
现实的环境危机要求人类在各个层面上进行反思和总结, 西方环境伦理学正是在

这样的危机基础之上逐步兴起的。 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广泛采纳 “道义” 色彩理论、
资本逻辑和功利主义的观点, 以 “任何生命都是平等的” 这一认识论为起点, 借助

生态学科的开放性和整体性规律, 对人际伦理学展开了彻底的批判。 其核心观点在

于, 鼓吹突破传统伦理观念、 将道德关怀局限在人类彼此之间。 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

支持者认为, 人际伦理学是基于 “人类中心主义” 的学说, 他们忽视甚至漠视人类

之外的存在物的利益和需要, 使得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尊崇荡然无存。 其缺陷在于,
它是一种脱离了社会历史维度, 单纯将环境危机、 生态危机根源归结为人的实践活动

的观点, 因此完全割裂了自然观和历史观的辩证统一, 具有典型的形而上学性。 西方

生态文明理论者热衷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塑, 并倡导 “自然价值论” 和 “自然权

利论”, 从奥波尔德构筑的 “大地伦理”, 到保罗·泰勒开创的 “固有价值”, 再到罗

尔斯顿主张的 “自然优先于文化”, 都是聚焦于价值观的争论与分歧, 他们那带有抽

象的、 烦琐的经院哲学般的辩证, 恰恰忽视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现实境遇。 在当代

资本主义条件下, 资本的逐利性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一种逻辑悖反, 诸多生态

问题的共同渊源正是资本主义遵循 “唯利是图” 法则为少数人谋取狭隘机械利益的

必然结果。
与西方生态文明理论者奉行的 “地区中心主义” 和 “阶级中心主义” 价值观

截然不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确保人民主体地位、 回应人民普遍关切、 维

护人民环境权益、 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充分彰显了 “人民至上” 的价值理念。
“人民至上”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立场, 是贯穿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一条

主线, 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核心价值追求。 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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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立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肯定了人类在实践基础上利用自然、 改造自然的行

为, 实现了 “自然的人化” 与 “人化的自然” 的辩证统一。 明确了在认识并解决

生态危机的过程中应当从人与人、 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的关系角度出发, 将生态

危机产生的根源归结为人类在占有、 交换、 分配和使用各类自然资源上的利益冲

突。 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以 “环境民生论” 为起点和归宿, 站在及时解决群众实际问题和实现人民福祉

的前瞻性、 战略性、 紧迫性的高度阐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突出以公众诉求

为导向, 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 所盼、 所急的生态环境问题, 坚持生态惠民、
生态利民、 生态为民的 “ 人民至上” 理念, 切实做到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
习近平总书记 “人民至上” 的正义价值取向和 “为民造福” 的正确政绩观, 将生

态环境保护与民生福祉、 民族未来、 祖国发展紧密结合, 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

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
建设好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 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与千秋伟业。 围绕这

一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必

须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①。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中

国式现代化的当代价值观不仅表达了浓厚的人民情怀, 也蕴含着 “共谋全球生态文

明建设” 的崇高价值旨归。 生态环境呈现出整体性、 关联性等鲜明特征, 在整个生

物圈, 物质的迁移转化是没有国界的, 环境污染也是没有国界的。 人类共同居住在同

一个星球上, 共享同一片星空, 尽管各个国家在政治、 经济、 文化等各个方面拥有独

立的自主权, 但在生态环境方面却是高度依赖的, 因此都应肩负起创造绿色生活、 保

护自然环境的应有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 也是人类到

目前为止唯一的家园”②, 而且 “面对生态环境挑战, 人类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

命运共同体, 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③。 因此, 保护生态环境、 应对气候变化需

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 共同努力④。 面对日趋严重的生态环境挑战, 各个国家应站在

人类共同利益的高度, 以超越性视野和包容性思维来应对困境, 摒弃你输我赢的零和

博弈思维, 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以平等协商的手段承担起各自的环境保护

责任, 通过构筑尊崇自然、 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共商生态文明大计、 共建地球绿色

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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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坚持绿色低碳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途径

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是有效解决当前所面临一切问题的基础

和关键。 发展理念是否对头、 是否切合实际, 从根本上决定着我国当前各项事业发展

的具体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 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

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①。 可以说, 发展理念管根本、 管方向、 管全局, 具有战略性、
引领性、 指导性作用。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必须有一个

总体的要求, 做到标准明确、 思路清晰、 方向一致。
20 世纪中叶以来, 借助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现代交通工具的快速发展, 人与人

之间的时空距离骤然缩短, 使得地球如同茫茫宇宙中的一个小村落, “地球村” 的概

念一经提出便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 这一新理念的提出似乎可以很快将人类

拉入一种极其融洽、 和谐的生态环境当中, 空间地域的界限和多元文化的差异将渐渐

消除, 人类也将共享生态文明带来的丰富物质成果。 然而, 这不过是西方发达国家精

心打造的 “理想国”, 在民族资本日益成为国际资本、 世界各国日渐 “寰球同此凉

热” 的时代 (熊小果, 2021), 西方生态殖民主义已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文明

建设与国家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 在肯定西方式现代化推动人类科技进步和创造巨大

物质财富的同时, 也要认识到, 西方式现代化的本质在于 “以资本逻辑主导一切”,
它受制于资本、 屈从于资本、 服务于资本。 因资本的运行逻辑统摄着政府的思维逻辑

和社会的运行规则, 其整体发展的核心指向便是利润最大化, 西方发达国家对利润的

无限追求由此转换为对全球自然资源的过度攫取, 于是生态殖民主义衍化出一些新特

征, 即生态资源的规模化掠夺、 生态污染的结构化转移、 生态壁垒的制度化设计、 生

态道德的系统化崩塌等。 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也是进行全球资源掠夺、 转

嫁生态风险、 冲击他国生态安全的过程。 不同于其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情况, 当下生

态掠夺的方法与手段更加隐蔽、 多元和分散, 且因打着人道主义援助、 国际共同合作

的旗号而更具欺骗性与蛊惑性。
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要规避西方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弊端, 就应变革漠视生态

环境制约、 片面追求经济总量提升的传统发展观, 树立绿色低碳发展这一带有原创

性、 突破性和变革性的创新理念。 作为统领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总纲要和大逻

辑, “绿色低碳发展” 是中国共产党在努力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历程中, 针对如何有效

平衡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两者之间关系而提出的重要理念, 是中国式现

代化对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好愿景的最佳解答, 并且科学回答了 “实现什

82

2023 年第 2 期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年, 第 824 页。



么样的发展、 怎样实现发展”① 这一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为了更好地贯彻 “环境就

是民生, 青山就是美丽, 蓝天也是幸福”② 这一价值理念, 并有效落实生态优先、 绿

色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 年 12 月 8 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上明确指出, “绿色低碳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型的复杂工程和长期任务……减

污降碳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有机组成部分, 要先立后破、 通盘谋划”③。 绿色低碳发展

理念是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思想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另一种表达, 提倡的是

人类社会、 尤其是经济生产生活要适应自然运行的规律。 生态环境保护不应是舍弃经

济发展的缘木求鱼, 而是要将以往 “用环境换取增长” 的传统观念转变为 “环境优

化增长” 的创新理念。 事实上, 良好的生态环境自身蕴藏着取之不尽的经济价值,
能够源源不断地输送出综合效益, 从而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 “协调发展、 绿色发展既是理念又是举措, 务必政策到位、 落实到位”④。 在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生态环境保护要及时、 有效遏制无休止的资源掠夺与环境

污染, 防止 “公地悲剧” 与 “公有资源灾难” 的上演, 即防止私人享用免费午餐而

呈现出的狼狈景象。
总之, 要依靠科技和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发展, 以系统工程思路抓好生态环境建

设, 用最严格的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用最严密的法治惩治污染行为。 总之, 要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用绿色低碳发展理念统筹生产生活生态

三大布局, 做到在合理利用、 开发资源中求发展, 从而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

新路径。

四、 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的完整提出, 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

历史阶段, 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 “我们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 融入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

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⑤。 对生态文明建设在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中关键作用与

重大意义的正确把握和定位, 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长期探索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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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理论, 站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角度, 论述了人与自然之间

的基本关系, 指出人和人类社会都是在物质生产实践中历史地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要

求从总体上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特征和结构功能, 认为 “人靠自然界生活”①,
“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②。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社

会有机体理论为出发点, 更加注重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力求保持双方在彼此影

响、 彼此促进的开放延续过程中维系持久、 稳定、 协调的共存共荣关系。 人与自然是

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也是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 因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人类

文明进步的内在需要, 这就决定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必定是历史自然发展的过程。 以生

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 是以资本剥削雇佣劳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

所缔造的人类文明, 带有鲜明的 “贪婪本性” 和 “反生态性”, 造成了人类社会与自

然界之间的 “新陈代谢断裂”。 追求资本无限增值的发展逻辑势必加剧与自然资源有

限性之间的矛盾, 因此人与自然之间的敌对状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得到根治。 伴

随着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扩张, 生态危机已经不再局限于少数

西方国家, 而是成为威胁整个人类社会安全的重大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国民经济大踏步前进、 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 但发展的背后

也累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 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 用之不觉, 失之难存。 因此, 新

时代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提升人民生活质量, 增强人民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的

重要保障与基本前提, 因此要让优美生态环境成为民众幸福生活的增长点。 习近平总

书记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强调生态兴则文明兴,
生态衰则文明衰。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

图, 将 “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 转折性、 全局性变化”③ 作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

变革之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一个科学布局, 是一个呈现开放样态、 与时偕

行的体系, 其发展经历了由 “两个文明”、 “三位一体” 到 “四位一体”, 再到 “五
位一体”, 有效促进了发展理念与发展方式的全面转变。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尽管

涉及不同的发展领域, 且每个领域都有其独特的内容与要求, 彼此之间是有机统一、
相辅相成、 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 从现实层面看,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依然面临着

“环境污染严重、 生态系统退化、 资源约束趋紧的严峻形势” (刘毅、 寇江泽,

03

2023 年第 2 期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共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第 55 页。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共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第 56 页。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

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年, 第 11 页。



2020)。 “生态文明建设就是突出短板”①。 因此, 不能单纯地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是经

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的 “附属品”。 要充分认识到生态文明是人

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内涵之一, 它以尊重和维护自然为基本前提, 追求人与人、 人与

自然、 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 旨在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与消费模式。 新时代要以生

态文明建设为基础, 既要重视发挥生态文明建设在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中的重要

作用, 又要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 “四大建设” 的结构性融合, 进而为中国式现

代化的实现提供丰富的生态滋养。
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其对经济、 政治、 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发展具

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其一, 生态文明建设是破解经济发展困境的内在要求。 要化解

经济平稳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二元关系, 就必须明确, 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充

足的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前提、 基础和必要条件。 在这个基本前提下, 我国制定

并实施了诸多与生态文明建设息息相关的政策。 如通过生态文明建设为经济发展保

驾护航、 提质增效。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生动实践让人们看到了生态环境

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关系, 以丰富、 优质的生态资源吸引更多的游客与资

金, 厚植生态优势、 壮大林下经济, 走出了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相辅相成、 相

得益彰的中国式现代化绿色经济发展之路。 其二, 生态文明建设是构建民主政治的

重要环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始终高举的旗帜, 社会主义政

治文明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追求”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
是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当前, 我国生

态文明建设中所要求的主体强化、 制度完善、 思想提升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建设的实际要求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

高度、 实践程度、 践行力度, 前所未有, 构建起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

新格局。 其三, 生态文明建设是建设先进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塑造良好的生态环

境不仅需要硬实力, 也需要软实力, 作为软实力主要表现形式之一的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 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支撑, 有着 “润物细无声” 的深远影响。 我国生态文明建

设严格遵循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实践路径, 实现了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 其四, 生态文明建设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 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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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深刻地揭

示了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民生本质与民生理念, 也回应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

环境的迫切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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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年, 第 109 页。
习近平: 《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 《人民日报》, 2016 年 5 月 4 日, 第 9 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年, 第 493 页。



五、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理论指导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以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的发展状况、 历史沿革及未来趋

势作为研究对象, 在此基础上科学地回答了 “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 “建设什么

样的生态文明” 以及 “怎样建设生态文明” 这三个关系中华民族未来发展和中国式

现代化成功与否的关键问题。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更宽广、 更深邃的视野创新了中

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外延, 凝结着对建设清洁美丽世界和实现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睿

智思考, 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丰富的价值意蕴。
首先,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理论指导。 不同于西方 “生

态中心主义” 理论将生态文明片面地理解为人类活动尚未涉足的 “荒漠地带”, 进而

机械地排斥甚至否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 也不同于现代 “人类中心主义” 思潮以

科技发展和自然资源市场化、 资本化为手段, 一味盲目地追求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

展。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为理论来源的科学思想, 系统地提出

了一系列有关解决人与自然冲突问题的方法, 并有效化解了经济社会发展、 科学技术

运用、 生态文明建设三者之间的复杂矛盾。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一种引领全球生态

治理、 共建人类美好家园的文明理论, 是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实

践。 尽管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依然存在着单纯依靠生产要

素大量投入和资源总量过度消耗的粗放型发展模式。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

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 从实现人民愿望、 满足人民需要、 维护人民利益

的执政目的出发, 适时地提出了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的新发展理念,
明确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高扬生态文明建设鲜明旗帜, 且务必坚持以高质量发

展、 绿色发展为引领。
其次, 中国式现代化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坚实的生态保障。 建设美丽中国的目

标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对未来发展的美好愿景, 只有建设起天蓝、 地绿、 水净的

家园, 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有、 人民幸福安康、 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 从实践层面来

看, 中国共产党擘画的中国式现代化美好蓝图, 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对于现代化的认识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①。 中国式现代化是区别于西方

式现代化的崭新发展模式, 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是资本驱动下的现代化, 其经济社会

发展往往伴随着阶级冲突、 贫富差异、 精神空虚、 利益固化、 生产和生态不和谐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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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

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年, 第 23 页。



系列问题, 从而导致了污染治理成本的高昂和部分生态破坏的不可逆, 最终引发人与

自然之间形成对立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 唯利是图的

本性, 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路解决了西方国家 “先污染后治理” 的发展阵痛问

题。 在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要始终秉持绿色发展理念, 加快推动经济结构的

优化升级, 通过聚焦绿色低碳循环经济模式, 塑造创新性、 综合性、 多元性、 叠加性

的发展效应, 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最后, 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现代化新类型。 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使用 “传统—

现代” 的框架结构, 从西方与非西方的现代化历史比照中揭示现代化的动力、 规律

和特征, 将西方文明当作人类的典范, 将西方现代性塑造成历史的终点, 因此是典型

的内因论, 即强调国家的现代化是其内部现代性因素缓慢累积的必然结果, 并以经济

现代化为起点, 逐步扩散到政治、 社会、 文化等诸多领域。 尽管西方现代化缔造了人

类现代文明, 但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圈地运动到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剥削制度, 从探

寻新大陆、 抢占全球资源到对外殖民、 强行资本输出, 西方现代化一再展现出欺凌霸

弱的强权本性。 反观中国式现代化, 是按照 “人民逻辑” 展开、 以公众利益为驱动

的现代化, 它破除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资本对人与自然的完全支配, 克服了西方传统

现代化进程中以牺牲自然生态环境、 滥用自然资源为代价创造物质财富的发展通病,
从而有利于缓解传统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的现象。 中国式现代化高扬

生态文明建设的鲜亮旗帜, 开启了区别于西方的人类现代化新路径, 为世界的可持续

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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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logical Pictur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HE Yu-fang, LI Ge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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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lization, and it is the sum of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achievements achieved by human
being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bjective law of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human, nature and
society. With its rich connotation, rigorous logic and complete system,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has opened up a modernization road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opened a new path of human modernization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West, and contributed Chinese wisdom and Chinese plan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In its vision, the ecological pictur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mainly
embodied in: promoting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o meet the peoples ever-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ecology is the fundamental purpos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is the innovative way to realize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five-sphere
integrated plan is an important step in promot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Xi jinpings though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he scientific theory guid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ecological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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