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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

度谋划发展。”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是党中央立足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的重大

战略部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一、新时代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意蕴

1. 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华优秀文化相融合

的基本要求

要搞好生态文明，首先要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

问题。马克思的自然观，正是从实践出发来论述人与自

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其《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以自然观为依据，提出了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方式，

即人在保护自然的前提下，积极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

性，发展生产力。马克思认为，人依靠自然而活，人与

自然同在。警告并批评了无限地向自然索取这一行为，

始终把人放在第一位。马克思的自然观揭示了尊重自然

和遵循自然规律的重要意义；并着重强调了要充分发挥

人的主观能动性，用适当的实践活动来改造自然。当人

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时，自然就会成为“人化自

然”，或维持其发展的根本规律。人们在实践中应注意人

与自然的关系，从而获得与人的预期相一致的成果。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继

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同时也传承与发展了

新时代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何静峰　程海瑞　廖鹏鹏　陈　涛　黎函睿

西华大学　四川成都　644000

摘　要：近年来，我国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优异的成果。中国共产党人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总结经验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认真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推动中国的乡村基础服务建设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并且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的必经之路，中国共产党人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总结经验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独

特的生态文明建设。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绿色发展

The enlighten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Jingfeng He, Hairui Cheng, Pengpeng Liao, Tao Chen, Hanrui Li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4400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ur country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Chinese communists have integrated theory with practice, summarized experiences, 
and put forward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ming a unique approach to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hinese communists have diligently 
followed the concept that “green mountains and clear waters are as valuable as mountains of gold and silve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basic rural services as an essential route to advanc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realiz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y integrat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Chinese communists have 
summarized experiences and put forward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reby shaping a distinctive 
approach to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Key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Green Development



107

工业技术: 5卷4期
ISSN: 2661-3662(Print); 2661-3654(Online)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古人的智慧教导我们要保护和尊

重自然。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原则同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而新时代下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正是将这两种文化作为其理论来

源、理论基础，并将二者有机融合而形成的。

2. 是实现人民的美好愿望和建设美丽国家的必然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坚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

体，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我们要贯彻

落实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各项要求，成为生态文明的建设

者和参与者。我们既要做自己生态文明的建设者和参与

者，为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而奋斗，还要成为全球生态

文明的贡献者、引领者。国际形势和各国发展模式均在

变化。在世界范围内的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可以感受

到中国的智慧和中国的方案，这都是中国紧跟时代发展

方向，把握人类进步趋势，顺应人民共同期待所做出的

努力。中国不但在价值观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而且在

具体的行动和步骤上，也非常的快速和务实。例如，中

国正在逐步健全其自然保护体制，实行“生态红线”制

度等。

3. 是共建世界生态文明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

在要求

“共创世界生态文明”是一种世界共赢理念的重要表

现，我国非常重视与其他国家在生态文明方面的交流和

合作。全球性的生态问题并非由特定的个人或国家来解

决，而是要让所有人类都去正视。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

体，我们共同的理想是一个绿色的家园。我们是世界上最

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有义务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

自然和人与人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将不遗余力地为全球环

境治理作出“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中国贡献”。

二、中国在近几年的生态文明建设成就

1. 生态环境保护

中国倡导生态环境保护，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善

环境质量。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治理和土壤污染防治

都是中国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大规模的大气污染治理行

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使得空气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

此外，中国在水资源保护和江河湖泊生态修复方面也取

得了重要进展 [2]。

2. 节能减排和转型

中国致力于推动绿色、低碳能源生产和消费，通过

加强节能减排措施、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中国在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和新能源装机

容量最大的国家。

3. 生态保护与恢复

中国积极推进生态保护与恢复工程，如天然林保护、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湿地保护与恢复等。通过这些工程，

中国成功恢复了生态系统的功能，保护了珍稀濒危物种

和栖息地。

4. 生态文明法治建设

为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保障，中国制定了一

系列涉及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这些法律法规的实施

加强了环境执法力度，提升了违法成本，有效推进了生

态文明的建设。

5. 国际合作与倡议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议程，并

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主动加入《巴黎协定》，

并承诺在 2030 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并努力实现碳

中和。同时，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强调推动绿色、

可持续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促进区域合作与可持续

发展。

6. 碳达峰碳中和

2020 年 9 月，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

正式宣布：“中国将积极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

具决心的政策和措施，争取 2030 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

峰值，并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国加快建设绿色低碳环保的发展服务经济体

系，大力推进绿色生产方式，积极发展新能源服务，采

取有效的措施，促进绿色环保行业的发展，推动绿色低

碳发展。

这些成就彰显了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于生态文明

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努力。以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

伟大成就。谱写了生态文化深入人心，生态治理体系健

全，生态环境更宜人的新时代篇章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宝贵经验

1. 坚持政府主导与多元相结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注重政府的主导作

用，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环境管理，推动各行各业的

积极参与。同时，鼓励社会组织、企业、科研院所、公

众等多样化主体的广泛参与，激发社会力量，形成全社

会共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格局。

2. 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服务体系建设

国家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化保障，建立了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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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制度。面对新时代的新任务，我

们要坚决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生态文明建

设各项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提供重要保障。同时，中国强调生态文明在法

治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推动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法律法规

体系 [3]。

3. 推动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紧密结合

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注重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

通过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培育绿色技术和新兴产业，推

动绿色发展和环境治理的创新。中国还鼓励科技成果的

转化和应用，推进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有机结合。

四、新时代未来生态文明建设展望

1. 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和法律法规

未来的社会发展必须建立一个完善的法律法规系统，

其中包括环境保护、资源管理和绿色发展等诸多方面的

法律法规。国家应该用一部完整的法律对生态环境进行

保护，把法律作为基本原则，对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并

不断地对相关法律进行完善。政府有责任制定科学合理

的政策，为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政策保护和指导。在

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中，许多问题都是因为法律法规在

某种程度上的不完善以及处罚力度不足所导致的。对此，

国家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制度，确保党中央有关生态文明

建设的决策部署可以在实践中得到落实。

同时，还需要加强环境监管和执法力度，确保环境

政策得到有效执行。“令在必信处，法在必行处”，社会

要做好相应的监督工作才能有效地提升对生态环境保护

的监督效率，确保每一项部署、每一条法令都可以贯彻

执行，绝不容许任何人作出丝毫不顾生态文明建设的决

策，绝对不能让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在破坏生态

环境之后，成为“漏网之鱼”。

做一个新时代的建设者，遵守法律是每个人的基本

要求。只有人人都自觉守法，共同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

自己的贡献，我们才能在新时代，为中国的生态文明书

写出更加精彩的篇章。

2. 不断加强生态文明建社教育和意识培养

推动生态文明的发展，必须以意识为先导，以宣传

为首要方法。新时代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得到了

广泛的推广，引领着一片又一片区域走向了生态美，人

民富裕的道路。可见，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加强思想宣

传的重要性。未来社会的文明建设需要持续加强生态文

明教育和意识培养，以提升公众对生态环境的认知和重

视程度。国家有多种形式的宣传，各级政府要落实好

宣传工作，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开设有关的网站、公众

号，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生活

中去。从社会层面来看，应积极开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相

关的宣传活动，比如开展宣传口号比赛、知识问答比赛

等。各高校可以组织“生态文明建设”征文活动，并开

设与之相关联的主题课程，鼓励大家用 Vlog 的形式，将

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过程记录下来，要使之成为一种新

的“潮流”，进而提高全民的生态文明意识。此外，教

育机构、媒体和社会组织等应该承担起普及环保知识、

推广环保价值观的责任，培养人们的环境意识和激发环

保行动能力。

只有通过政府和社会的大力宣传，让民众的观念发

生根本性的变化，才能真正把这种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

变为行动。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需要人们的认识要

跟上时代的步伐，要学习关于生态文明的知识，对人与

自然的关系有更深的认识。通过对自然科学、文化知识

的认识，从理论上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有一个正确的理

解，对自然规律有一个全面的把握，从而达到人与自然

的协调。

3. 提倡绿色生产和消费

为了未来的文明发展，我们应当积极鼓励和推动绿

色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发展。通过广泛推广绿色技术和绿

色产品，我们可以减少资源的消耗和污染的排放，同时

推动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倡

导节约资源、减少浪费的生活方式，以实现绿色低碳的

生活和消费目标。

4. 培育绿色创新和发展新兴产业

未来社会的发展应该注重绿色创新和新兴产业的发

展。我们需要加大对绿色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研发投入，

培育创新型绿色企业，推动清洁能源产业和绿色产业的

快速发展，以实现经济的增长和环境的保护。

因此，未来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从政策制定、生产消

费模式、教育意识、产业发展体系等多个方面入手，全

面推进可持续发展和绿色转型。只有通过综合施策，协

调各方力量，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建设美好

的未来文明生活。

5. 理性建构具体的建设路径

新时代中国要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把握“两个坚持”，

即：在发展过程中要坚持生态保护；坚持以生态保护为

前提，促进经济发展。我国追求世界生态文明，坚决阻

止外国垃圾入境，拒绝他国在中国建立对环境造成危害

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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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所应该选择的实践路径，不仅仅

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也是全社会的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做

好的事情。社会要做好向群众收集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

的难点问题等工作，落实相应的整改措施；社会应该自

发地组建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基金和义工团队，定期、

定点地进行义工保护活动。

每一个公民都应该从小事做起，在环保方面开展一

系列的实践活动。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面对的

环境问题的不同，所采取的应对方式也不一样，这就是

说，所有的产业都要采取具体的行动来保护生态环境。

从我们周围的小事情开始，对自然进行保护，以达到人

类和自然之间的良性、长期和谐共生，最终实现人类的

可持续发展。

五、结论

综上所述，党中央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

建设，全党、全社会和全国各族人民以更大的自觉性和

主动性推进绿色发展，朝着美丽中国的目标迈进了一大

步。当今，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加大宣传和教育的力度，

理性建构具体操作途径，持续改进法律制度。要自觉承

担起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忘初心再启航，勇挑重担

立潮流。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和国家的发展，不是一朝一

夕就能完成的，而是要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努力才

能完成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一个国家富强，人

民幸福，青山常在，绿水常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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