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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植根全球生态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挑战、新任务、新形势。习近平总书记一

直以来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并且从国情出发，不断地提出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思想、新理念、

新论断，最终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继承与

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得益于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滋养，具有深刻的科学性根基

和理论特质，是我国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指南，其思想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遵循，增强了我国生态建设的国际话语权，

是新时代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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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have rooted in new challenges, tasks and new situation singlobalecology and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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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constantly put forward 
new ideas, new ideas and new opin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finally 
formed Xi Jinping’s ide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Xi Jinping’s though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ory,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collective wisdom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nd thanks to the nourishment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ecological culture, has profound scientific foundation and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is 
the guide for China’s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ts thought 
further develops Marxist ecological philosophy, provides theoretical follow-up to achiev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enhances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of China’s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t is the 
product of Marxism’s China seization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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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采取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厉的一些措施来应对各个方面、各种形势下的

生态环境问题。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生态文明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公众的视

野中。从古至今，中国文化中都包含有生态文明理念，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大踏步迈进新时代的今天，

中国共产党将生态文明的建设放在关乎国家发展的突出位置，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

不懈追求。生态文明建设是在中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发展中一场极为深刻的变革，它对中华民族的永续

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有利于不断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不断推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此外，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在治国理政工作实践中不断形成的，是对我国经济、

政治、社会发展的不断总结和深度思考，是我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科学把握人与自然、

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而形成的新思想，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行动指

南。在当代，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党和政府也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与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生态

文明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一方面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

障，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开辟了道路。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来源与内涵 

2.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来源 

在理论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理论基石而产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很

早之前就认识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且在他们的很多著作中都展现出了生态文明理念的萌芽。他

们认为，人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同时人类对自然界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在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作用

于自然界的过程中，人类需要深刻认识和切实尊重客观规律，恩格斯说：“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

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1]早在生态危机还未完全呈现之前，马克思恩

格斯就直接的提出了这一问题，认为人类对资源的浪费以及毫无限制的掠夺以及占有，对生态环境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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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惮地破坏，总有一天将会导致自身的灾难[2]。如同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

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在国际大环境下，基于本国具

体实际，习近平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时代化与中国化，推动了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是历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既是对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继承，又是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传承，是在一个

新时代下产生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在实践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是中国

共产党人关于生态文明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的实际出发，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生态建设实践相结合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态思想，充分体现

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执政理念和对生态文明建设高度的自觉自省。 

2.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关注且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并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论断新思想新战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刻而丰富的内涵，主要包含以下方面：第一，坚持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自然观。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良好的生态是人与社会持续发展的基础，

人类只有不断遵循自然规律，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生态自然观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对生态与文明关系的鲜明阐释，彰显了我们

党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自然规律以及经济社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第二，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生态发展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

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该理念坚定了我们党引领长远发展的执政理念，是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本质性内容。该理念要求我们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加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坚

持绿色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第三，坚持环境就是民生的生态

民生观，该理念深刻揭示了生态与民生的辩证关系，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能为人民创造福祉，更能体现

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民生，保

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因此，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重点解决

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努力为人民群众营造一个美丽舒适宜居的良好生存环境。第四，坚持山

水林田湖综合治理的生态全局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要统筹山水

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由一个部门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

一修复是十分必要的”，该理念科学阐明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方法，表明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庞

大的系统性工程，要不断统筹规划，增强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3]。第五，坚持生态环境全球治理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维护能源资源安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各

个国家，各个地区应当携手共进，共同应对在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环境问题。习近平的生态环境全

球治理观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大国担当以及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的责任意识。 

3.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价值意蕴 

3.1. 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推动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重点论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强调自然界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认识到自然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基础[4]。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宏观视野，对马

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发展，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国家建设的重要位置，并且不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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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提出一些新思想、新论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运用，是新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一定程度上体

现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它是在实践当中不断形成的能够经受得住实践检验的一种理论，是人民的期

望，也是人民的追求，它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充分体现出了唯物辩证的科学精神，丰富了马克

思主义生态理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发展，形成了新时

代最新的生态理论成果。 

3.2. 改善生态现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把保护好绿水青山比作是守住了金山银山，突出强调保护环境、绿色发展的重

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

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5]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中可以看到，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经济生产

发展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在人类正确认识和处理之下的相互促进关系。当今世界的环境问题已

经与民生问题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守护住青山绿水和蓝天白云也是提升人民幸福感的一种方式。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要求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要形成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爱护自然资源，保护环境。当今，中国的发展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愈发严重、生态系统退化

等诸多问题，为了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提高珍惜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性，就必须采取

有效措施，以自然规律为准则，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6]。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

自然界是人类社会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人类可以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有目的地利用自然、改

造自然，但人类归根到底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不能盲目地凌驾于自然之上，人类的行为方式必须符合

自然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整体，对自然界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利用不讲建设。保护

自然环境就是保护人类，建设生态文明就是造福人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人为本，坚持资源节约和

环境保护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善生态现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3.3. 增强生态建设国际话语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为世界各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提供了中国经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当中的部分新观点，新思路，新视角并不只局限于中国的生态建

设，而是将整个人类的发展都审视在内。超越传统发展观，立足于全人类的命运发展，其中所包含的部

分发展理念不仅使中国受益，对于其它国家的生态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保护生态环境是每个国

家的责任，中华民族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积极主动承担大国责任，勇于担当，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中

国样本”展现了良好的大国形象，进而有利于不断增强我国生态建设的国际话语权。“走基于东方智慧

的生态文明之路，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中国人民为克服生态危机而进行的新的伟大实践”，

面对国际国内不断发生变化的生态环境新形势，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批判继承，

创新发展，不断与其他国家发展因素相融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当中的生命共同体理念有利于促进各

个国家之间的沟通交流与合作，同时其思想也为全球生态治理做出了巨大贡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与支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4. 结语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为基础，不断吸收和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

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一方面，该思想从理论上创新了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执政理念，为构建美

丽中国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些新思路和新方法，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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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生态文明思想的内涵，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另一方面该思想为解决新时代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顺应国际社会的发展需要及全球的环境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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