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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视野下的当代生态文明建设 
王一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83004） 

摘要：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唯物辩证法包含

着深刻的辩证逻辑与思维方法，对于社会实践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五位一体建设布局的重要一环，是为实

现中华民族能够得到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方法论对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发展进行分析，无疑对于我国生态

环境根本好转、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

发展与创新提供重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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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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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terialist dialectics is about the nature，human society，human thinking of the general law of science，

is the fundamental method to understand the world and transform the world，materialist dialectics contains profound 

dialectical logic and thinking methods，has far-reaching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social practice. Ecological progres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five-sphere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plan in the new era，and a fundamental plan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Using Marxist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methodology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ou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will undoubtedly have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fundamental improve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nvironment-friendly and resource-saving society construction，and provide significant enlighte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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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的新要求[1]。自然界包括人化自然以及未踏上人类活动印记

的自在自然，其中人化自然便是人类社会，在人类社会的各项基本

关系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其中的重大一环，自然界是人类社会生

存与发展的自然基础，那么必然人类社会的存在于自然界是不可分

割的。自然界一方面为人类提供了所需的最基本的维持生命的养料，

另一方面也为人类社会能够不断发展、不断进步、不断革新供给了

所需的实践客体。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原始社会的膜拜，畏惧

自然到封建时期能够从事简单地自然改造再到工业文明之后的无节

制的所谓的征服自然，在人类工业文明之后，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

人们改造自然使其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力量的空前增强，在一

些资本主义社会，正是由于资本的无限的贪欲性和扩张性。无节制

的开采矿产、资源浪费、乱排乱放、森林砍伐等，在破坏自然的同

时，人类社会也深受着破坏自然所带来的深重灾难，水资源的枯竭

造成全球上亿人口没有安全的水源可以饮用、土地荒漠化使数以万

亩良田不宜再耕种，全球变暖使海平面上升全球沿海城市受到巨大

的威胁。这些都充分表明了人类对于自然界无休止的征服欲利用是

不符合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的，是违背自然界亿年来的发展的客观

规律的，因此只有符合自然发展存在规律的改造对人类社会的发展

具有促进作用，而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改造，必然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消极的阻碍作用，而人与自然

之间处于合作、协调、共同发展的模式才是更利于自然界以及人类

社会的和谐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把生态

文明建设纳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之中，纳入五位一体建设布局的重

要位置，表明了党中央对于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生态可持续发展

的密切关注。从完善生态文明体系，到坚决打赢防止污染的攻坚战；

从加强对于生态环境的系统修复，到明确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我

国正展现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决心来推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绿水

青山的颜值和价值得到了显著提升，增进了人民福祉。如今我国的

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我国生态环境的质量得到了

持续好转，一直呈现着稳中向好的大趋势。这正是国家的重视，党

带领全体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结果显著但不能有丝毫的放松，稍

有懈怠便会出现反复的结果，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为把美丽中

国持续向前推进，需要广大中华儿女站在两个维护的立场上，心怀

国之大者，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让绿水青山造福人民、造福

子孙后代。 

1、在辩证统一中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人类与自然之间是一种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关系，对立的方面

体现在例如：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获取是多还是少，人类社会所需要

获取的一切生存发展资料都来源于自然界，获取的少对于人类社会

所需要的发展资料它就有可能会有不足而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不

利的影响，而获取的多一方面对于是满足了人类社会所需要的物质

资料，但另一方面它就有可能会对自然界生态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

竭泽而渔就是这样的例子；统一的方面例如：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讲，

人类作为高级动物，具有天然的动物属性，本身就是属于自然界的

一份子。城市中人造景观、各种公园都表现为人类与自然的亲近，

这是与自然相统一的方面，同时自然界中所出现的一些非人为的自

然灾害比如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等一些顽疾都是可以通过人类的

改造力量实现环境的恢复。人类与自然之间具有着十分普遍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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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比如资源获取多与少之争、发展的快与发展的慢之争、自然界优

先还是人类社会优先之争。这些都表明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的

对立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同时人类又可以积极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为

自然界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达到保护自然的目的，这又表明了

双方之间的统一，这种统一是有条件的，是建立在人类对于自然发

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的。也正是这种无条件的绝对对立与有条件

的相对统一构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循环往复运动。矛盾的同一

和矛盾的斗争两者相互统一，密不可分，互为存在的前提，任何只

单纯表现矛盾一方而不表现矛盾另一方都是不可能存在的。人与自

然之间的和谐是在人们解决好当前人与自然的矛盾、随后新的矛盾

诞生，伴随着新的矛盾的解决，又产生新的矛盾一个循环往复，矛

盾不断产生，不断得到解决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随着矛盾

的每一次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都会迈向新的台阶。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一直都是习近平生态文明观的重要理

念之一，是当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重要指针。“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生态理念摒弃了以往西方传统的以人们利益为中心、以经济

效益为导向的、人与自然相对立的生态观，这种新的发展理念侧重

于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共赢，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人类在自

然界获取所需的物质资料和实践客体的同时，人类发挥自身积极地

能动性，将生态环境保护起来，使生态环境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得

到进一步的发展。从“金山银山”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充

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热烈关切，也充分

证明了我国当代人与自然发展理念，已经从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对

立发展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理念。有足够的理由可以相信在

习近平新时代生态理念论的指导下，我国环境保护的突出问题将会

得到极大的改善，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将不断以崭新的风貌迈向新

的台阶，建设生态良好型社会的目标也近在咫尺。 

2、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文明观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最基本

的内容之一。西方的生态文明观以资本和经济效益为导向，以资本

为中心，用经济效益来衡量环境保护的理念是难以实现人民群众的

生态利益，西方国家在资本效益与人民群众生态利益之间的抉择也

往往是资本的胜出。西方这种不合理的生态文明观念只在资本主义

制度的原有框架内进行缝缝补补，进而所推出一些列的框架、思想、

理念，而不彻底的改变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定然是行不通的。

与西方生态文明观不同，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观是对马克思主义

唯物史观的继承与发扬，始终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生态观念，

一切生态环境的保护、一切生态产品的产出、一切美好生态的建设

都是致力于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生态文

明建设一切以最广大人民群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环境就是

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2]，不断增强人民福祉。 

首先，建设美好生态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需

要，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

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生态良好型社会的需求，

无疑是人民对于美好生活所向往的一大重要内容，为人民建设良好

的生态环境，为人民创造物美价廉的生态产品的同时助力偏远贫困

地区经济发展以及民生改善。让人民能够享受到在社会主义生态美

好型社会建设中的硕果，一直都是党建设美好生态环境的重要内容。

其次，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在于人民，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年代还是进入了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代。人民群众始终是社会主义建设的

主体，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依靠的靠山，今天我国社会主义

建设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GDP 已经位于世界第二，这都是党带

领人民群众努力实践的成果。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依旧坚持了

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让最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相信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中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将会不断迈

向新的台阶。最后，生态文明建设的评判官是人民，“时代是出卷人，

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习总书记的这一言论，毫无保留的

表露出了共产党人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与深植于中华广袤大地的人

民情怀。生态环境建设的成果好与不好，不是一家之言，不是由某

个人、某个团体、某个组织来鉴定，它必须是由人民群众来评判，

最广大人民群众所评判的结果就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总成绩，人民群

众的满意度就是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最好的肯定。 

3、以制度建设为重点为生态文明保驾护航 
西方的生态文明观念，始终没有跳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原有框架

中，依旧是以资本和经济效益为导向的思想。资本主义制度其本身

所固有的矛盾就不会得到根本性解决，那么以其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所衍生出来的生态文明也必然是不彻底的、不成熟的、不能永续的。

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天然的优越性，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

界观方法论的指导之下，建立在最具有革命性、最具有组织性、代

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在最

勤劳、勇敢、奋斗不息的中国人民的不懈努力之下。实践反复证明，

只有在社会主义优越的制度下，才能将生态文明建设成功，才能更

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 

事物的根本性质是由其占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

的，占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了变化，事物也会紧跟着发

生变化，抓住了事物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就等于牵牛

牵住了牛鼻子，便会带动事物全局矛盾的解决。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是我过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之一，生态环境关系到全体中国人民的

利益，是人民最普惠的财产，同时也容易引发一些公私争端、个人

与集体矛盾的事件。因此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必须依靠制

度和法制。[3]首先建立了最严格生态保护制度和法规，只有建立最严

格生态保护制度和法规，才能牢牢的守住我国环境保护的红线，才

能在生态领域中把握生态保护的主动权，在生态领域中以严格法规、

严格执行、严格追究为生态环境保护套上“金钟罩”，才能在生态法

制上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态利益；其次明确了环境保护责

任体系，从以前的的环境责任体系“谁污染谁治理”到现在严禁对

于生态环境的随意破坏与污染，每一处河流、每一处公路、每一片

树林都落实到相应的责任人，一旦出现问题，相应的责任人就应该

出来担责，切实将责任人体系落到了实处，明确了生态环境的担责

机制，将有利于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最后落实了生态保

护监督机制与奖惩机制，生态环境保护受到上级人民政府，各权利

机关和全体人民的共同监督，对于生态环境破坏的行为加以严惩，

对于为生态环境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与团体明确表彰，鼓励人

民群众举报破坏生态环境者，对举报者给予奖励表彰。让党，政府

与人民一道齐心携手共筑生态保护的长城。不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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