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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he civilized construction movement which is in-
itiated by the mankind to consolidate th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construct the eco-
logical environment balance mechanism, and build the earth’s home. I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ome logical contradictions need to be solved, and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f socia- 
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est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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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为巩固人与自然和谐、建设生态环境平衡机制，共筑地球家园而发起的文明建设运

动。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有些逻辑矛盾需要解决，既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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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十七大党中央第一次将“生态文明”写入政治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

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使人们在良好生态环境中，实现社会经济的永

续发展。”接下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生态文明提出建设性指导方针：“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

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因此，党的十八大创造性地提出，面对资源紧张、环

境污染、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这也是

我们党执政兴国理念的新发展、新突破。 

2. 生态文明建设中逻辑悖论的表现 

生态文明是继工业文明后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目前，国内学术界主要沿用的是原国家环境保护总

局副局长潘岳关于生态文明的定义，即生态文明是人类物质、精神成果的总和，这些成果是人类遵循人

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生态文明是一种人与自身、自然以及社会和谐共生的文化

伦理形态[1]。因而，生态文明建设是一场新的文明革命。据有关资料数据统计分析，我国现在仍有很多

城市没有集中地处理污水、生活垃圾和工业废弃物，目前，我国已有 1/3 的土地遭受酸雨的侵害，超过

一半湖泊流域的水资源不可用，1/4 的中国人民无法正常饮用干净的水源，大概有 1/3 的城市呼吸着被污

染的空气。因此，据中科院测算数据，目前由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已占到 GDP 总值的 15%，

超过 9%的经济增长[2]。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将高污染、高损耗的生产模式转变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产业

化，将人类对自然界无限的征服欲望和过度消费形式，经过“生态文明”理念内化，而外现于与自然和

谐相处、文明追求和理性消费。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有几类逻辑悖论是不容忽视的。 
(一) 人类主体与自然客体关系的矛盾 
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将人类定义为唯一具有理性和思维创造的存在，是自然界的主体，而自然

界则是依附于人存在的客体，这种思想虽然解放了人类思维的束缚、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但是，主客体

之间的主次关系使二者对立，割裂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关系，人类陷入自我中心的极端。这种极端将人

推到能够取代神的存在成为世间唯一且重要的主体地位，包含人之外的一切自然物，即客体，人是价值

主体，又是存在主体，这种思维最终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对

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这是从“实践”的认识对两者关系的把握。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

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3]。这段话包含了马克思主

义中深刻的生态思想：第一，人不是自然之上独立的存在，而是自然中的成员，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的

有机整体；第二，自然是人类生存发展的载体，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对象，离开自然，人类就失去生存发

展的物资生活资料，另外，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丰富的精神养分，人的意志、情感和智慧都来源于自然，

人在自然中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物质交换的媒介、人与人相互联系的桥梁。因此，马克思认为：

“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

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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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4]。 
(二) 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不协调 
目前，我国处于工业化向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最突出。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

类从自然界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提高了生活水平，人类对自然的索取越来越肆无忌惮，严重破坏了生

态环境。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问

题上，我们没有处理好两者的内在关系，也没有协调好两者的发展路径，因此，经济发展优于环境保护，

单纯注重 GDP 的快速增长，以完成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而忽视自然生态的内部平衡，所以，必然造成先

发展后治理的局面。对此，我们也承担着严重的后果，每年秋冬之际，北方的雾霾就是最明显的生态恶

化的后果，严重影响人民的生活、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生态的内部支持，

要是没有良好的生态条件，经济建设则无从谈起。因此，把握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对立统一关系，建

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三) 短期效应与长远利益的比例失调 
我国生态建设注重长远利益的最大化，即可持续发展理念，但就目前发展状况看，短期效应与长远

利益总是矛盾的，甚至出现“杀鸡取卵”、“涸泽而渔”等现象，长久以往，就会成为生态文明建设中

无法缓和的内在矛盾。对此，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第一，国家政府行政法规严抓狠打暴力牟取行

为；第二，政府政策优惠和经济奖励政策，提高民众环保意识；第三，加大科技投入生产力度，转变生

产方式，推行生态产业化。另外，人们的经济发展和生产生活应与自然的承载力相适应，在原始社会时

期，人口数量少，因而，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工业革命后，科学技术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提高

了生活质量，同时，打破了人类与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甚至危及子孙后代的生存资料。因此，当代与后

代的利益平衡时当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正如罗马俱乐部曾经睿智预测：“一般说，与问

题有关的空间愈大，时间愈长，真正关心其解决办法的人数就愈少。”[5]。所以，协调好短期效应与长

远利益的可持续发展，共同打造美丽的地球家园。 
(四) 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断裂式发展 
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毋庸置疑的内在矛盾，一方面，西部地区因经济

落后，注重短期经济利益，忽视生态环境保护，而东部发达地区前期因先天条件经济快速发展，后期就

更加注重生态环境建设，但是，由于两者断裂式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无法整体推进；另一方面，东部地

区强调生态建设，必然会将污染型产业转移到西部地区，这种以牺牲落后地区生态环境的做法从更本上

打破地域间经济和谐共生与生态文明的整体建设。因此，注重地域间的和谐发展，谁污染、谁治理，谁

的责任谁承担。 

3. 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转型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只能在社会主义的理想形态——共产主义社会，当前，在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建设生态文明，要从国情出发，走特色之路。 
(一) 转变人与自然的不对等关系，遵从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 
“天人合一”的思想不仅是一种道德观，也是一种生态观，如孔子所指出的，“天何言哉，四时行

焉，万物生焉，大河言哉！”(《论语·阳货篇》)这就是说，天是一切自然变化之起源，四时运行，万物

生长是其基本功能。对此，儒家提出：尊重生命、兼爱万物的生态伦理观，孟子提出“亲亲而仁民，仁

民而爱物”，程颢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这就体现了把人伦道德和生态道德有机结合。在处

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中庸》指出：“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则能尽

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参赞”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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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人在自然天地中的参与和调节作用，体现人在自然中的主体地位，尊重自然、利用自然规律参与自

然万物的发展与创造。 
(二) “五大发展理念”协调一致 
首先，生态文明建设与政治文明建设相协调，政治文明建设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利的政治环境，

协调工业生产与自然生产的关系；运用有效的政治手段、完善民主法治建设、强化生态理念，树立正确

的生态观、政治观，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其次，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文化相呼应，将生态文明纳入文化

建设的领域，强调自然文明与人文生态的协调发展，提倡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发展理念，

建设蓝天白云、绿水青山的生态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树立生态文明理念、鼓励发展生态科技、

倡导生态伦理道德，热爱自然、珍惜自然；再次，生态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相促进，一方面，良好的生

态环境为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必需的资源保障，促进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美丽中国建设

与生态文明建设息息相关，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发展总格局，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后，生态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相支撑，生态文明建设是物质文

明建设的基础，物质文明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两者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人类生存发展

一定会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保护生态环境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一定会制约经济的发展，因此，在经

济发展过程中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使二者达到和谐、平衡、共存。 
(三) 强调生态文明产业化生产模式 
首先，注重生态文明灌输理念，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立法，从实际出发，吸取国内外有效经验政策，

制定一个全面统一的“自然生态保护法”，通过政策支持、鼓励生态产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建立以市

场经济为主导、国家调控为手段的制度机制、监管机制、补偿机制、预警机制和评估机制；其次，转变

生产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生态产业，致力于发展知识经济产业，“发展知识经济产业是促进

人与自然协调的生态文明社会的根本途径。”[6]。知识经济就是以发展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新型式产

业，把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产业转变为依靠知识经济的高科技产业；最后，推广发展循环经济模式，

传统的生产方式是以“资源–产品–污染处理”单线流动形式，造成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环境恶化，

然而，循环经济的生产方式与传统经济截然相反，投入低–污染少–产量大–效率高，这种生产模式减

少对资源的过度消耗，资源节约化，生产成本低，实现节能生产、循环再生产。 

4.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才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根本选择，因为在共产主义的社会，“社

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

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

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7]。马克思主义对生态的理论指导，强调从自然主义到人道主义再到

共产主义的回归，真正使人类文明在生态主义上实现共产主义的回归，因此，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中，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 
(一) 树立整体生态自然观和生态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 
人类对自然界的整体把握和理性认识形成自然观，它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当时的自然科学发

展水平息息相关。在工业文明时期，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欲，把自然界看做一成不变的东西，不承认自然

是一个有机变化运动的整体，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的机械自然观，它割裂了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认为

人是自然的统治者、唯一的主体性存在，导致人对自然毁灭式掠夺。整体生态自然观要求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相互依存、共同发展。首先，整体生态自然观强调注重自然生态的整体性、系统性和有机性，注

重自然界各个要素的相互关系；其次，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从各个角度关注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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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全局性、动态性、长期性等方面尊重自然，人是自然长期进化的产物，与自然是互惠共存、相辅相

成的有机整体；最后，整体生态自然观认为人与自然是平等的。人与其它物种都是组成大自然家庭的成

员，大自然的每一种生物，不是为人类而诞生的，并不是人类的征服对象，而是大自然家庭中平等的一

员，他们都有自身的内在价值理应得到尊重[8]。在工业文明社会，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打破人与自然和

谐共存的整体价值观，造成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因此，在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过程中，人们要摆脱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理念，重新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 
(二) 加强全面生态文明社会主义建设 
首先，大力倡导生态文明绿色消费理念，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大幅度得到改善，消

费理念随之发生改变，中山大学社会学博士学导师王宁老师曾提出：“中国的奢侈品消费暴涨是一扇窗

口映射着现如今中国社会很多的畸形现实。”因此，提倡绿色消费理念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过程中尤为重要，绿色消费有两种方式，一是绿色产品；二是可持续利用的生产方式，改变人们传统

的消费理念，引导人们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理性消费、适度消费，十八大报告提出“在改善我们物质生

活的同时，充实日常生活中的精神生活，美化我们周围的环境，提高生活中的质量”。其次，构建生态

产业产业链，推进绿色生产、循环生产和低碳生产，倡导现代企业生态文明理念，作为现代企业，在追

求利益的同时，也应该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调整生产结构，创新生产体制，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响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策，制定环保生产机制，严格把关、绿色监测，实现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互利

共赢；最后，齐心合力构建美丽中国。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路，

“我们应该不断探索中国环境保护新道路，用新的理念进一步深化对环境保护的认识，用新的视野把握

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机遇。”[9]。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任道重远，在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指导下，结合中国国情，

树立生态文明理念，经过长期实践努力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双赢”，共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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