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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环境保护需要环保政策和法律制度保驾

护航

经历在自然中谋生存到环境就是生产力，我国真切

体会生态环境保护需要环保政策落实，生态环境保护需

要法律制度保驾护航。生态文明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

但是存在制度不健全和不严格问题，地方往往钻空子，

忽略企业制造所造成的空气和水质污染。也存在法治不

严密和执行不到位问题，今天检查今天停产，明天没检

查继续排放不达标废弃物。还存在惩处不得力问题，企

业收到的惩罚没有达到震慑威力。改革开放后，现代化

建设过程中过度向资源要产能，生态环境保护刻不容缓，

以《环境保护法》为执法依据，以《重大行政决策程序

暂行条例》为政策进行环保评估等工作，生态环境保护

成就斐然，仅“十三五”期间，全国环境行政处罚案件

高达 83.3 万件，既严厉打击了环境违法犯罪分子，又树

立了环保的法律尊严。现在为了进一步减少垃圾，国家

发布实施《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

改革实施方案》，加大环境保护力度，生物多样性逐渐实

现。

1. 我国绿色发展生态文明思维认识不断加深

建国初期，我国绿色发展生态文明思维认识主要是

尊重自然、增产节约和江河治理工程化方面；改革开放

初期，我国绿色发展生态文明思维认识主要是人与自然

协调、生态环保依赖科技、教育和环保法制化方面的完

善；改革开放中期，我国绿色发展生态文明思维认识主

要是可持续发展、西部大开发和环保建设方面；改革开

放后期，我国绿色发展生态文明思维认识主要是科学发

展观、资源节约、结构优化和环境友好等社会方面；党

的十八大后，我国绿色发展生态文明思维认识主要是人

类文明兴衰与自然密不可分、生态建设系统化和生态保

护制度规范化方面。我国绿色发展生态文明思维认识不

断加深利于生态生产力从理念转变成为现实。

2. 我国生态文明思维深刻阐明自然生态各要素之间

的关系

我国生态文明思维中，对自然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

系的认识是层层推进的，从以自然之角为主体到以社会

之角为重点到以制度之角为根本。在自然之角，“人的

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

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1]，阐释了绿水青山和山水林田

湖对人类而言，其重要性如同自家生命，其发展环环相

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共同发展才能不断增强生命

共同体的协同力和活力。在社会之角，点明经济发展重

要，都是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人和自然互相确证着

对方的本质力量，没有劳动对自然的摄取和改造，就没

有现在的社会发展，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的逐利性使劳动异化，功利性对待自然易失度。在

制度之角，从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出发，指出资本的逐

利性和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才是环境遭遇破坏的致命原

因。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可化解，但在资本私有制之下

却无法达成，其深层次根源是资本扩张发展需要无限度

地对自然进行不可复原的灭绝性攫取，造成严重生态危

机。若社会进入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人

与自然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生命有机体，最终可以解决此

矛盾。

3. 我国生态文明思维基于新视野、新认识和新理念

提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我国生态文明思维是基于经济全球化新视野对马克

思主义生态观的继承和发展，是基于人与自然新认识对

共生理论视角下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思想探析

黄忠瑶

广州城市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广州　510800

摘　要：生态文明时代，人对自然的认识从敬畏到二元对立到和谐共生，人与自然的关系进程从同化到异化到辩证

统一。在共生理论视角下，生态环境保护需要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价值理念。我国生态文明思维深刻阐明自然生

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依托生态环保政策，实行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自身产业结构优化，致力构建公平合理、合

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自然在科技和生产力低下的古代被异化，在资本扩张年代被同化，都不利于万物生存，

其理想状态是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自然为人类提供物质生产资料，人在自然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二者共同发展，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清洁美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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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是基于人类命

运共同体新理念对人类生态文明思想的扬弃和吸收。“我

们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拒绝奢华和

浪费，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风尚。”[2] 进入新时代，我国

生态文明思维涵盖我国社会等各领域，相互联系、相互

促进、辩证统一，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科学严密的逻辑

体系。

二、 基 于 共 生 理 论 视 角， 实 现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目

标——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中国历代历朝的思想家都注意天人关系，从董仲舒

的天人感应到程颢的天人同体和张载的天人合一，都把

认知思考的视角放在两者关系上，推天道以尽人事，此

天可等同于大自然。中国以农立国，自然时令变化往往

直接影响农产品的丰收与否，大自然的等同者天，与人

存在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是相通而不可分离的。天人

合一视角中，人类与自然处于平等地位，无处于中心者，

两者为一整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生视觉来看，

所有人类拥有同一个天空，空气相连；拥有同一个海洋，

水相连；拥有同一片土地，土壤相连。中国意识到“森

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和重要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

的重要生态保障”[3]，致力打造亮丽动人的“绿色名片”。

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者，三代人前赴后继开垦荒原，最

终让荒漠变成百万亩人工林海，利用大自然筑起了守卫

京津的重要生态屏障。浙江省发起“千村示范、万村整

治”一系列工程，从农村人居环境、村庄整治、水利工

程和危房等等方面，综合整治农村环境。支付宝“蚂蚁

森林”突显了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网络绿色能量，用户的

绿色低碳行为接连种植真树，仅三年时间，五亿人环保

善举转化转换成荒漠化地区被种植的 1.22 亿棵树。

1. 全球环境治理面临的问题和困境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指出世界目前面临三大全球性危

机，分别是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环境污染。此

三大危机相互作用，环境污染势必影响气候变化，让动

物和植物数量锐减乃至某些物种灭绝。从 1980 年到现

在，仅四十余年时间，海洋塑料污染增加了十倍。微塑

料对世界海洋危害及其严重，据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

业研究组织数据表明，海洋底部至少有 1400 万吨直径小

于 5 毫米的塑料碎片，严重影响海洋生物生存和发展。

2. 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

中国深刻认识到全球性生态危机问题，遵循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辩证法则，客观看待环境和经济发展辩证统

一关系，做好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践行多边主义，与

他国共同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

体系。气候治理上，中国切实落实《巴黎协定》要求，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力争未来实现碳达峰可持续发展

目标和碳中和目标。全球环境治理上，主席提出共同构

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缔造天蓝土净水清的环境，充

分利用自然资源可再生性，让经济发展进入可持续阶段，

这样生物的生存空间才能迈入更广阔的天地。加速发展

经济和科技，可为生态补偿、生态治理修复等提供物质

保障。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主席强调要做到

“六个坚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色发展，

坚持系统治理，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共

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系统治理举措，是因为环

境污染绝对不是某一个国家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共同系

统目标明确治理，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坚持共同但有

区别的责任原则是摆好了环境治理中各自地位和各有分

工，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对应的要求。

3. 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意义

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进一步密切人与山

水林田湖的关系，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理

念，形成科学系统的生态文明思想。共同构建人与自然

生命共同体让生态思维方式由非理性走向理性，不再割

裂对立两者关系，为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供保证，

把环境保护和良性发展决策部署纳入世界发展的总体布

局中。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此价值理念对责任构

建更为清晰明确，将个人责任，社会责任，国家责任和

世界环保组织责任一一点明，把建设清洁美丽世界纳入

生命共同体建设这个大视野加以积极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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