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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

在“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重

要组成部分。生态文明建设的效果是好是坏，对我国改

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与否有着重要的影响，

事关人类能否实现与自然和谐共生、我国能否可持续发

展、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是否得到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

是否加强、伟大中国梦能否实现。由此充分说明在思想

上我们要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在行动上要大力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这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可谓意

义重大。2018 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生态文明相关

理念、规范载入宪法，以较为系统的法律规定，彰显着

我国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建设道路可以很好的践行我国依法治国、依宪

治国的理念，从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直接目标——和谐

共生、良性回圈、全面发展的达成，以及促进生态文明

建设长远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们党对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因、方法以及

所要走的建设道路等问题进行了解答，从理论上为我们

指明了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道路，可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所要面对的挑战

建国以来，我国经济以大踏步的形势向前发展，但

是在此过程中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却也不容忽视，如

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能源的短缺与浪费现象

时有发生，人类对自然的不合理利用造成的土壤沙漠化，

极端天气在一些城市频繁的现象出现，这严重影响了中

国的可持续发展，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影响了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甚者影响到了我国的国际影响

力的提升、良好国际地位的树立。随着问题的逐渐凸显，

在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开启了发展理念的变革，

使得我国生态环境的质量出现了一定程度好转，进入了

新的发展阶段。但是就目前而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形

势仍然不容乐观，众多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环境问题并没

有根本性的好转。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一

蹴而就的事，必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在

理论层面进行系统的研究与分析，从而更好地指导我们

爬坡过坎，攻坚克难，处理生态环境建设中的顽瘴痼疾

和突出问题。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

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推动着社会

的发展，而推动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是在跟自然界相处的

过程，怎样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我们一直

思索和探求的过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我

们逐渐认识到牺牲环境求发展，破坏生态换增长，这种

做法得不偿失，而有效推行生态文明建设，树立正确的

发展理念，人类应该贯彻科学的发展观，尊重、保护、

合理地利用自然，才能使得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达到

长远发展的目的追求。这是有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追求目

标的正确方式。随着一系列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和相关

政策的出台，充分显示出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生态文明建

设的认识程度在不断的加深，正确的理念思路对于我国

的长远发展有着全局性的指导作用，但如何才能用正确

思路有效的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我们仍需不懈努

力探索。

通过分析西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会可以得出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路径绝大多数都是“先污染、

后治理，先破坏、后建设”的结论，这种不健康的发展

理念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应到引以

为鉴，不能对自然界进行无限的索取。而建设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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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思想的提出，对于保障我国社会经济永续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不得不说时至今日，我国某些地

区仍然采取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忽视生态环境的浅薄做

法，只是追求眼前利益，忽视长远的发展的观念令生态

环境不堪重负。在追求发展的同时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

染，引发了不易修复的生态破坏，假如以破坏生态坏境

换取的现代化发展成果，那么所付出的代价可能远胜于

现代化成果带给我们的自豪感和喜悦感，沉重的环境压

力最终会制约经济的发展，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激

发社会矛盾。“当前我国所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资源枯

竭问题以及生态失衡问题，己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的严重障碍。” 因此，我们需要的是转变发展思路，

从西方发展模式中扬长避短、去芜存菁，走出一条具有

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道路，让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

保护并驾齐驱，相得益彰。

2013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

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随后，又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民

生问题的科学论断，这是对我国民生问题的深刻把握。

我们应该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民生本质的深刻论述，

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的位置，造福人民群众，提高

其生活质量，提升人民幸福指数。这也是人民群众的共

同愿望。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稳步推进，但部分地区

的环境的形势依旧很严峻，雾霾频发、垃圾围城、土壤

重金属超标、饮用水不安全等现象严重威胁了人民的生

命健康，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种种现象，

都为我们迫切地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生态环境保护慢不得、等不起。必须加快人民群众对生

存环境、饮水饮食安全、新鲜的空气等基本民生问题的

解答，解决人民群众最直接最关心的问题，提高人民群

众生活质量。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

很多地区都出现了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现象，出现了竭

泽而渔、急功近利的这种不健康的发展模式，这种做法

使得我国在国际社会上被多次诟病，经济增长了但却付

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引发了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也

损害了我国发展的自信心。世界发展到今天，生态环境

问题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世界性生态环境

问题的出现，不是一个国家造成的，当然，要很好的解

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秉持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必须携

手通力合作，才能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20 世纪下半叶

以来，加强环境保护，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已经成为国际

共识，而加快生态文明建设也成为党中央客观分析当前

国情和国际形势所做出的具有远见的正确选择。如今，

生态文明建设程度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标

志之一，这影响着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影响到一个

国家的国际地位，影响到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因此，

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下重力气

解决我国已经存在的生态危机，并对可能出现的生态危

机保持高度的敏感性，进而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增强我

国国际竞争力，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实践路

径

1、生产方式亟待转变。过去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对我国生态环境的破坏不言而喻，高投入、高消耗、高

排放、低效率的发展方式造成了我国能源的巨大浪费，

造成了环境的严重污染。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从一定

程度上是为解决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一种良性的思路，大

力推进科技创新，使用清洁能源，促进绿色可持续发展。

2、转变发展思路，让人民群众形成人与自然的和

谐共生的共识。要培养广大人民群众休戚相关、命运与

共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促进生态环保意识理念的形成，

提高广大群众的认识程度，使其明白生态环境保护不仅

是国家、政府的事，而是与每一个个体息息相关，使其

主动配合国家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保护工作。使人民充分

认识到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 

3、随着生态文明写入了宪法，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

已成为中国宪法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使生态文明制度成

为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并存的

五大制度。 通过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尤其是生态文

明入宪的法律适用的研究，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

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提供法律和制度层面的支持。

五、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性的工

程，并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我们需要多方发力，提

高公民认识程度，加强立法与监督体系，加强国际间的

合作，在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为建设清洁美丽

的世界、人类美丽家园贡献中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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