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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文明与政治文明建

设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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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实生活中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是因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后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来促进中国式现

代化发展，应先对生态文明与政治文明间的关联进行明确，才能为两者协调发展以及制度化结合提供有利保障。因此，本文主要针对中国

式现代化进程中，生态文明和政治文明间制度化建设进行全面分析与研究，以此探究生态文明与政治文明间和谐共存的积极对策，保障两

者稳定发展、平衡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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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mergence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real life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atural factors and social factor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with the thought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e should first clarify the 

connection betwee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political civilization, so as to provide a favorable guarantee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ized combination of the two. Therefore, this pap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f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polit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so as to explore the positive countermeasures of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political civilization, and ensure the stable development, balance and coordination of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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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是以中国国情为基础，在长期探索中由我党

带领着中国人民创造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更是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方向。因生态文明建设属于我国持续

发展的基础保障，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有关生态环保大会上也提出

应建立起基于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

体系，以此为生态文明与政治文明间制度化建设提供有利基础。 

一、生态文明与政治文明间内在联系 

（一）生态环境关乎党的重大政治问题 

党的使命宗旨与生态环境会对人民的实际生活有着重大影响，

这就决定了生态环境属于重大的政治问题以及社会性问题。由于重

大政治问题都关乎到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因此，必须要重视生态

环境问题。随着近几年我国各种环境污染问题屡见不鲜，也逐渐成

为人民重视的问题，成为了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民之

所望、政之所向”，我党的宗旨与使命就是积极的回应广大群众的

急难愁盼，并提供丰富且优质的生态产品，从而更好的解决民生热

点问题。 

有效将生态理念渗透到党的执政理念当中，逐步丰富完善了党

的科学执政、依法执政以及民主执政的内涵，并实现不断发展的外

延，对促进全党与全国人民深度把握生态环境的问题有极大帮助，

并能够更为自觉的把生态环境问题和政治问题进行联系，不但要加

强整体认识，在实践当中也要融汇贯通。 

（二）长远政治思维与政治行动推动生态环境的治理 

伴随着生态问题从传统自然领域逐渐发展到社会与政治领域当

中，并凸显出较强的政治属性，这使得其生态文明建设的诉求也变

得越来越强烈，应以政治高度与视角来进行思考。对中国生态环境

问题进行科学解决，能够满足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发展

要求，不可以只以经济角度或是技术层面做微观分析，要结合满足

转变生态治理的思路，以宏观战略角度进行分析，借助政治思维开

展宏观角度的考量。通过把生态系统和政治系统进行紧密的融合，

将关注点放在政治顶层的设计以及权力强力推进建设生态环境的治

理体系，进一步提升其综合能力，进而发挥政治体系在生态资源和

生态关系间具有的调控性功能与优势，这样才能确保生态文明建设

在新理念的支持与行动引导下顺利开展各项工作。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保障就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生态文明建设属于当前中国政治实践中的核心部分，其也被视

做政治文明建设在生态领域当中的进一步延伸，其二者间关系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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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作用且互相影响的，更是耦合共生的。将政治建设重要内涵渗

透到生态文明建设中，应有政治的支持与保障。总之，必须要将人

民政治逻辑和有机整体思维，更为系统的协调谋求出人与自然共存

的对策。首先，由于政治制度本质与特点会对生态文明建设性质与

价值取向带来决定性影响，因此，要重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

义体系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其次，政治制度的不断优化与完

善给生态文明建设带来一定的制度支持。最后，政治权威的不断提

高、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大为生态文明建设带来了积极有效的组织保

障。 

二、促进生态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制度化结合的对策 

（一）对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进行优化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在有关会议中也提出，我国

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还存在很多突出的问题，多集中在体制欠缺

健全性、制度欠缺严格性、法治欠缺严密性、执行未能得到全面落

实以及惩处力度不够等。因此，必须要重视制度上的创新与优化，

对制度配套进行完善，加强制度执行的力度，使得制度变为刚性约

束以及不能触碰到的底线。一直以来我党针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

重视度不断提升，在制度的建设当中也提出较多的要求，使得我国

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建设中也在进行适应性的调整，并且不断向

系统、立体且现代化的制度体系不断发展。 

我国针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等一系列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以及环境标准，并建立了生态文

明制度体系主体架构，这对解决制度上的碎片化以及空白化的问题

有着极大帮助。因此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优化工作中，首先应从

根本制度角度来统领生态文明制度的体系建设。在对生态文明制度

进行完善时，要将其根本制度具有的规定性体现出来，在制度定型

下确保党的领导作用发挥，体现社会主义性质，注重提升治理效能，

真正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发挥出来。其次，注重以基本制度为基

础，优化生态文明制度。其中的基本制度主要就是基本的政治制度

以及基本的经济制度。因基本制度有长期性与稳定性的特点，其对

于我国各方面的制度属性以及发展方向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我国

制度体系中占据基础部分。因此，在对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进行优化

时，应基于基本制度，结合我国政治生活以及经济生活来为生态文

明制度的建设奠定坚实基础。最后，要注重生态文明制度和其他的

重要制度间的贯通。其重要制度主要是以确保制度的正常运作，并

有效将其作用发挥出来，在各个领域当中都有体现，针对维护根本

制度以及基本制度有极大帮助，也能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提供有利保障。 

（二）加强生态环境间的协同治理 

实际中生态文明建设属于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我国近几年高增

长积累的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而且呈现出复合型、综合性且难度

较大的特点。人与自然关系间协调发展重点在于协调好对生态关系

带来制约的政治关系。在以往我国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呈现出单一化

的表现，政府占据了主导性地位，因其内部理性与结构呈现出有待

完善的趋势，部门间也呈现出各自为政、利益互竞的关系。生态环

境的治理应建立起生态共同体，在多个主体下根据生态化的原则，

真正做到协同参与，并发挥各个主体的作用和能力。现代我国治理

的本质特征在于民主，而生态环境的协同治理也比较注重通过协商

民主的形式来对生态环境问题进行解决。我国近几年着力打造一个

以政府为主导、实现多主体与多要素共同参与的治理形式，进而将

协同治理效应发挥出来。 

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应先做到坚持与增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的效果，将党组织在当前生态环境治理当中具有的领导核心作用与

价值体现出来，将现实生活中较为分散、多元化且欠缺系统、清晰

度的意见做集中处理，建立人民意志，针对结构化共同利益以及根

本利益的整合分散个体利益，真正对多头管理、分散管理等不能实

现工作合力的问题进行解决与优化。并且，政府也应形成绿色发展

思想，转变以往的思维形式以及行动的逻辑，进一步增强自身的组

织能力，对不同的资源进行统筹，更好的创新和优化服务形式，建

立完善的公共政策回应、问责以及评估等标准，从而有效的执行生

态文明建设以及环境保护的职能要求。另外，伴随市场动力以及经

济主体在当前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积极地将市

场在生态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发挥策略，增强企业对于生态环

境的责任意识与认知，进而建立绿色的生产模式。更要调动起公众

参与到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中，激发其积极性、主动性以及创造性，

针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中内涵与价值有正确的理解与认同，真正向

绿色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向不断发展，真正对环境保护起到监督效果，

并建立起生态文明良好环境。 

（三）积极有效的参与到全球生态治理工作中 

对于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使得生态环境问题向全球性问题

发展，并且生态系统具有的整体性以及环境影响连锁性的特征，也

展现出其具备全球化的因素。从全球角度进行分析，生态问题会牵

涉到多个国家的利益，更会影响和制约对国际权力的结构，换言之，

全球生态治理中国际间的合作从本质上来讲属于环境外交，其中提

到的外交也正是内政的进一步延伸。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中国式现

代化优先战略的地位，从政治角度合理回应当前生态环境改变所引

发的问题，从全球角度来促进生态治理的现代化，从而更好的参与

到全球生态治理工作当中，不仅能够促进生态文明的建设与发展，

更能推动政治文明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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