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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形成脉络

和现实意义 

梁科伟 

（中共兰州市委党校（兰州市行政学院） 甘肃兰州 730000） 

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在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体系就是发展了生

产力。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脉络，深刻揭示了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是

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人类未来发展的基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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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体系中，总书

记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在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体系就是

发展了生产力。阐释了生产力在本质属性上来自于生态环境，生态

生产力才是最具根本性最具有创造性的生产力，深刻揭示了保护环

境与发展经济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协调好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

的辩证统一关系，才能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

发展的共同进步，在参与主体上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共享共建共

治的绿色行动体系是解决目前环境保护问题和生产力发展问题的

最根本出路，保障和协调好了短期生存和长期发展之间的关系，是

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人类未来发展的基础，是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的体现。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脉络 
伴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的不断快速发展，生态环境退化的

问题不断凸显，环境污染不断加深，资源约束压力日益趋紧，生态

环境问题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约环节。习近平总书记站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和新时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对生态文明

建设这一问题进行了具有创造性和前瞻性的论述。在结合自身工作

实践的基础上对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进行不断丰富，从到陕西梁家河

大队插队建设沼气池、打坝淤地，到河北正定发展农业技术开启旅

游模式，到福建工作提出生态省建设战略，再到浙江工作实践生态

文明思想，进而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和构建全球生态命运共同体思

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不断推进，在思想体

系上一以贯之不断丰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用

全球性发展的视野，运用整体发展的战略规划，将理论性与实践性

紧密结合，生态文明思想日益完善，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越来越清

晰和严谨，并创造性的提出了一系列建设生态文明的新思想，新观

念，新方法和新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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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阐释了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建设

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总结了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怎样建设

生态文明系统理论和实践。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一系列考察工作、

国际论坛、集体学习、发表演讲等活动中强调：“为建设美丽中国

创造更好生态条件”、“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为子

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环境治理是个系统工程”、“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

体”等重要的论述，从历史的维度解析了生态兴衰与文明变迁的关

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解析了理论渊源和丰富内涵，大

力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形成和发展了生态

文明建设思想内涵。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内涵 
(一)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回顾人

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从原始文明到农业文明再到工业文明的文明形

态变迁中，自然环境因素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作为四大古

文明之一的古巴比伦文明，起源于生态良好的大河平原，两河流域

水量丰沛、森林茂密，良好的自然环境禀赋成为文明兴起的重要因

素，同时也是因为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导致文明的衰落，最终致

使文明的中心发生转移。习近平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指出生态

兴衰与文明变迁存在内在统一的关系，生态环境在历史发展中承载

着重要的作用，具有重大的战略定位的作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

作出重要论断：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体现出了对于

人类生态文明的清醒认识和对生态文明发展趋势的理性把握。 

人口不断增长、自然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压力增大等生态环境

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不经影响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也影响了人

们的健康和生存，习近平总书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原理，分析

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价值，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生态

文明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为

出发点指出，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关系到人民的

福祉，关乎民族的未来，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

和目标，成为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的基础，走向生态文明的新时代

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设生态文明的环境都

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良好生态环境就是生产力的保障 

生产力的本质属性是自然力的体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在保护

和发展生产力，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之间具有辩证统一

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科学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原理指出，保

护生态环境实质上是在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实质上是在发展

生产力，想要保护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就需要树立持续不断保护和

改善生态环境的理念，这是对生产力概念的深刻见解也是对这一概

念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从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到宁要绿水

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在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经济与保护

环境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间不是对

立的关系，重要的发展的理念，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关键是通

过理论的发展指导实践的不断进步，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发展的本质需要。 

将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能够实现绿水青山

和金山银山的共存和双赢，比如坐落在成都平原岷江之上的都江

堰，始建于约公元前 256～251 年，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因势利导，

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有利因素，利用地势、水势、山势组织修建大

型水利工程，至今依然发展着防洪和灌溉的重要作用，灌溉农作物

的面积近千万亩，灌溉区域近三十多个县市，成为全世界年代最久

远，唯一留存和使用的宏大水利工程，这一生态工程将成都平原变

成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体现着中国古代人民的建造智慧和天人合

一生态思想，无坝引水的创举既利用了生态环境资源又发展了生

产，是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成为世界水利工程史的光辉篇章，与

这一水利工程建造时间大致相同的古巴比伦灌溉系统和古埃及水

利工程都应历史变迁和时间推移而失去作用或湮灭，唯独都江堰水

利工程源远流长，至今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滋润着万顷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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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健康生存和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就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保

障生产力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清晰并明确的指出生态文明建设的

主体是人，维护人发展的利益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出发点也是落脚

点，作出了科学论述：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

的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具有社会公共性，惠及最广大人

民的最根本需要，也是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最公平的公共产

品，“民生在勤，勤则不匮”，1924 年孙中山先生明确了民生主义的

认识论基础: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是社会的生存，是国民的生计，

是群众的生命，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民生重要保障，而民生也成为生

态环境价值的重要体现。 

良好的生态环境在提供基本的物质资料的同时，还提供有形和

无形的生态产品，这些生态产品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

分，有形生态产品为人体提供物质养分，无形的生态产品则具有精

神层面价值，如在大自然中产生的美学、艺术学，使人们在大自然

中体验感受和欣赏美的存在，还为人的生命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和价

值，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身体健康的重要前提，也是生活幸福感直

接体验，是提升幸福指数重要方面。 

（四）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 

习近平同志指出：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生态文明

建设要统筹兼顾和多措并举，生态文明建设要构建生态环境的治理

体系，在不断扩大环境容量的同时科学合理的规划生态空间，生态

环境保护要在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展开。推进生态文明的重要

路径和具体抓手就是要统筹协调好山水林田湖草系统，将绿色可持续

发展的理念注入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过程，建设美丽中国就是要在

全国方位内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贯彻生态文明思想，从根本上解决生

态环境的系统问题就是要从每一个子系统入手，将山、水、林、田、

湖、草系统发展的问题彻底解决，也就实现的生态文明发展的需要，

实现了天更蓝、山更青、水更碧目标，美丽中国也必将呈现。 

（五）建设美丽中国坚持全民行动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既是、生态文明“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中的重要环节，同时生态文明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相

互影响，互相制约，需要协调好各个系统之间的关系，更需要全社

会每一个人的共同参与和通力协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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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林田湖是一个

生命共同体，每一个人和生态环境之间都直接连接，需要人们在生

活方式改变以适应生态文明发展的要求，用生态的可持续方式参与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维护各个系统之间的

相互联系。通过改变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改

变不良的生活习惯等方式，解决生态环境改善的根本问题，通过党

的领导、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全体人民群众的共同行动，实现生

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需要党和政府的领导，也需要市场的全名的

参与。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现实意义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理论 

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人类自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类自身的发展是在自然界中进行

的，并与自然环境一起发展和成长，习近平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人

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界是人类社会产生、

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马克思从实践的角度出发，论证生态

环境与人的发展之间具有紧密的互动关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中要将改造自然与美化自然有机结合起来，习总书记按照新时代生

态文明建设的要求，提出要贯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

发展理念，尊重自然就是要尊重自然界的发展规律，顺应自然就是

要将人的发展与自然规律协调一致，符合自然发展的规律需要，保

护自然的核心是要保障自然的修复能力，维护自然界可持续发展的

基础，进而维系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不仅是对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继承，而且马克思人与自然关

系理论进行了拓展。马克思论证了自然力与生产力的关系，自然力

是生产力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习近平继承了这一思想内核，强调在

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要注重生态环境的可承载性，保护自然力就是

保护生产力，处理好生产力和自然力之间的关系，通过改善生态环境

质量来提高生产力的质量，保障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促进和扩大发展

的基础，这一认识和论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内涵。 

认识是指导实践的基础，完善系统的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才能科

学有效的指导实践，并发挥作用。实践的重要环节就是要改变目前

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在社会发展中的功能和

作用，通过制度建设，改革和完善制度体系，构建生态文明的制度

体系，从国家治理的高度，贯彻生态文明思想，进而用生态的理念

改革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方式，促进全社会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理念，用生态的可持续的思想指导工作和生活

实际。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升华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 

中华传统文化中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智慧，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也

是传统文化中生态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

道家“道法自然”的理念，佛教“众生平等”的告诫等诸多经典注

释都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注重人要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学智慧，

是中国古人留给当代人宝贵的生态智慧和精神财富，对当前的生态

文明建设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和指导意义。习近平历来注重传

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在工作和生活实践中将这些生态智慧与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升华提炼，

融合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统筹协调“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建成全面

小康社会，特别是工业文明之后全球生态环境压力剧增，资源短缺，

污染加重成为每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障碍，生态文明成为全球共

同重点探讨的议题，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不仅是我们的财富，

更成为很多国家保护环境、处理人和自然关系的重要思想来源。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化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社会发展规律不断认识的基础上产

生和发展的，同时生态文明的思想又在不断深化我们虽社会发展规

律的再认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离开经济建设，经

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物质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离不开政治建设，政治建设就是要构建民主法治、公平

正义的社会环境，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事业就失去了政治保障和政权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

离不开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精神支

柱和思想家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同样离不开社会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由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建设成

果是由全社会每一个人共同享有，没有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就失去了群众基础和发展的基石；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事业需要良好生态环境的支撑，失去社会发展的自然资源，

没有了清洁的空气、干净的水资源，不仅会影响到参与社会主义事

业发展的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还会导致失去社会发展的基根基。

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的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环境的承载能力和自然

恢复能力比较薄弱，要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

社会建设目标，需要我们在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一环境的承载能

力为基础，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协调统一，为实

现中国梦走出一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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