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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源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生态文明思想，

根植于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基本认识。它包含了我国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由浅入深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成

果; 丰富了中国传统自然生态思想和可持续发展思想，同时统一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复合生态系统”以及“山水林田

湖草生命共同体”的辩证逻辑主线之中; 其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落实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以及积极建设“美丽中国”等四个方面，并具体落实到全面推行“河长

制”，“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建设长江经济带和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共享绿色生态文明发展成果的生态文明

建设实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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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2017 年 3 月 3 日全国政协会议和 3 月 5 日全

国人大会议接连召开，两会代表提交了关于如何

适应新常态，推进绿色发展理念的议案。“两会”
后不久，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又积

极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树立榜样。5 月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

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推动形

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把生态文明建设摆

在全局工作的突出地位，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

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10 月 18 日召开的中国共

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

次提出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树立和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走生

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①;

同年 12 月 2 日举行的第七届中国生态文明论坛

年会上，全国环保系统、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

代表以及相关专家学者等再次就“推动绿色发

展，建设美丽中国”热点话题进行了积极的研讨

交流。人大代表和专家学者等对环保事业的关注

再次将近年来党中央一直强调和贯彻落实的生态

文明建设摆在了社会公众面前，反映出以习近平

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重视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强调“绿色发

展理念”在五大发展理念中的重要地位。

早在 2008 年，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

加快建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党中央出

台了《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意见》，以积

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在总结十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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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基础上，将“生态文明

建设”第一次正式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行动纲领纳入党

章，并首次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发展理念，提

升了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2015 年 3
月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生态环保

贵在行动、成在坚持，我们必须紧抓不松劲，一定

要实现蓝天常在、绿水长流、永续发展”; 同年 5
月和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了《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以期更好地推进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同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形

成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2016 年 3 月《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纲要》进一步提出，要“积极适应把握引领新常

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

则”，并在第十篇《加快改善生态环境》中详尽地

表述了我国在加快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大

环境综合治理力度、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积极应对

全球气候变化、健全生态安全保障机制、发展绿色

环保产业等方面的工作重心。同年 12 月召开的

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推进会议上，国务院副总

理张高丽进一步部署推进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工

作，再次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意识和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人

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论断。
回顾我国一直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缘由，可

归结为: 一是我国地域辽阔、资源种类及总量丰富

的同时存在地域分布不均、区域差异显著的特点;

二是长期以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了社会

面临现代化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双重压力。我国

学术界对此展开了长期的理论探索，如刘思华创

立了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和生态文明与四大文明

全面协调发展等中国生态文明理论，这些思想理

论分别体现在其不同时期的生态经济学理论著作

中①; 方时姣揭示应从整体上解读马克思恩格斯

关于生态文明的思想论著，促进马克思主义生态

文明观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形成人与自然和谐

统一的生态文明价值取向②; 秦书生在对马克思

恩格斯经济发展生态化思想的梳理过程中，总结

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化思想关于自然生产力、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物质循环利用以及科学技术在

生态化过程中的重大作用③; 刘贺提出建设社会

主义生态文明，要坚持遵照“一条主线、两型社

会、三 大 力 量、四 种 文 明、五 位 一 体”的 框 架 体

系④; 还有学者提出践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生

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加快社会生

产力的转型升级，同时还需要改变人的生态意识，

通过对人的思维方式、人格以及实际需要的生态

化转变，真正实现从“经济人”利益中心主义向

“生态人”人与自然利益高度相关性转向⑤。从以

上研究成果来看，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作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对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具有指导意

义，而中国传统自然生态思想和可持续发展思想

以及我国所从事的伟大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等，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形

成提供素材，为丰富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和

实践创新提供素养和佐证。

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思想的历史形成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届党中央领导集体都

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同中国国情及社会实

践相结合，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态文明发

展的科学理论论述基础上，立足于社会发展需要，

不断地发展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发

展思想，由此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生态文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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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绿化祖国”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打下

基础，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思想源泉

毛泽东的生态文明思想萌芽于 20 世纪初，从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寻邬调查》、《长岗乡调

查》等早期著作中便可见其注重自然环境的思

想。20 世纪 30 年代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

央领导集体就十分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相

继提出一系列有益于生态环保的政策措施，对绿

化祖国、建设好生态环境做出了实际努力，1932
年中华苏维埃政府颁布的《植树造林》等决议便

是其体现。新中国成立后其生态文明理论开始走

向丰富阶段，但这一期间，面对着刚成立的新中国

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现实需要和复杂的国际环

境，党中央决定将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经济

建设作为工作重心。鉴于当时的生产力还比较

低、工业化水平也不高，生态环境问题并未立即显

现出来。其后，受党中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号召，在 1956 年我国

完成三大改造后不久，1958 年便掀起一股“人有

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大跃进运动。到了 20 世

纪 50 年代末期，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逐渐突显出

来，“植树造林、绿化祖国”被再次强调起来，提出

“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

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①。
但新中国的探索过程总是艰辛的，十年“文化大

革命”又对本已脆弱的生态系统造成了二次伤

害。为有效缓解和科学处理好绿色发展问题，

1973 年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会

上通过了我国第一份环境治理文件《关于保护和

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 到 1974 年，国务院又进一

步设立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先后下发了《环境保

护规划要点》《关于编制环境保护长远规划的通

知》等文件，力求加大全国性的环境保护力度，恢

复生态环境的同时防止人类对生态环境造成第二

次破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开始萌

芽，并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思想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思想源泉。

( 二) 环境保护正式上升为一项基本国策，为

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奠定基础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经历过农业合作化

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之后，在发展和保护问题

上，如何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同时，处理

好社会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成为以邓小平为核心

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思考的一大难题。事实告诉我

们照抄西方“先发展后治理”模式在中国行不通，

对此，我国采取了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选择。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为建设社会主义的需

要，1982 年 9 月 1 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

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

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此标

志着我国正式开始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

论来解决发展进程中的实际问题。如在如何处理

好自然生态环境方面，1982 年邓小平到北京十三

陵参加义务植树劳动时强调:“植树造林，绿化祖

国，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

要坚持二十年，坚持一百年，坚持一千年，要一代

一代永远干下去。”②1983 年 12 月 31 日，国务院

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中，又正式将环境保护

确立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理论开始初具雏形，进而为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进行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
( 三) 可持续发展成为指导我国发展的一项

重大战略，为“绿色发展理念”提供理论支撑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推

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格外关注人口、
资源和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强调“使经济速度与

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③，坚持走可持

续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

然要求，现在已经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关注的一个

重大问题。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

家，这个问题更具有紧迫性”④，提出要“正确处理

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改善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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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美化生活环境”①。江泽民虽然没有明确提

出“生态文明”这一术语，但却在众多讲话和报告

中提到了诸如“生态环境”“生态保护”和“生态建

设”等工作指示，实质上已经体现了其丰富的生

态文明思想。江泽民认为，环境意识是衡量一个

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要增强广

大干部群众的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应把人口、资
源、环境工作要切实纳入依法治理的轨道，这是依

法治国的重要方面。总体来看，十三届四中全会

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将

可持续发展问题摆在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地

位，科学分析了环境与社会其他方面的相互关系，

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进一步

发展，也进而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思想“绿色发展理念”提供了理论支撑。
( 四)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建成“两型

社会”，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带来思想启发

2007 年 10 月，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把建设

“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

标的五大发展新要求之一，首次把“生态文明”作

为党的行动纲领，实现了对十六大“全面建设小

康”的创新发展，至此，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正式上升为党和国家层面的政治战略任

务，也是党执政兴国的新理念和对马克思主义生

态文明理论的深化认识。在 2009 年 8 月召开的

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又首次提出了“大力发展绿

色经济”的科学论调。自十七大以来，以胡锦涛

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明确提出将

“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

标的新要求之一，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义

生态文明思想在处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上

一改盲目跟从西方工业文明“先污染后治理”的

旧思路。在继承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生态辩证思

想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加强社会生产方式转型升级，加快发展清洁生

产和循环经济，积极倡导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

友好型”社会以及贯彻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

学发展观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开

始呈现逻辑化，并最终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带来思想启发。
( 五) 积极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首次将“美丽中

国”作为执政理念，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

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
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③; 在 2013 年 5 月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

“建设 生 态 文 明，关 系 人 民 福 祉，关 乎 民 族 未

来”④; 2015 年 10 月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领导集体再次提出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将“绿色发

展”作为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个重要理念纳入

“五大发展理念”，并首次被纳入五年计划，作为

“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

个基本理念，进一步丰富完善了我国生态文明建

设理论; 而在 2017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

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

美丽中国”，同时做出了关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四大任务的部署，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

文明建设推向了一个全新高度。至此，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达到了体系化的全新阶

段，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

文明思想与时俱进的创新思维。

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思想的逻辑主线
( 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

文明思想的理论逻辑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继

承我国传统文化中朴素的生态思想、发展马克思

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和吸收西方可持续发展理论

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社会实践，形成了新时代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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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 页。
史方倩《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及其现代价值》，《理论月刊》2011 年第 1 期。
孙秀艳等:《美丽中国: 执政理念新发展》，http: / / cpc．people．com．cn /18 /n /2012 /1112 /c351073－19544862．html，2012－11－12。
习近平:《坚持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基本策略，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人民日报》2013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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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思想根植于我国传统自然生态思想

我国自古就有“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蕴

含自然生态意识的传统思想理论，如儒家从自然

资源有限性和人类需求无限性的矛盾出发，提出

“取物不尽物”“取物以顺时”，有限度地利用自然

资源，反对破坏性开发;《孟子·梁惠王上》中“不

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

胜食也; 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同样

体现出我国古代朴素的持续发展和永续利用的生

态思想; 道家庄子在《秋水》篇之三中提出“以道

观之，物无贵贱”的公正价值观，以此提醒人类切

莫以自身需求作为价值尺度对自然加以批判; 到

了宋朝，司马光又在《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四中

再次提出“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资源思

想。以此看来，我国生态文明思想由来已久，但直

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的现实实践过程中，传统生态思想的精髓才在得

到了全新的诠释和升华。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

马克思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理论宗旨，从人的

丰富实践出发，运用历史唯物观思考人类与生态

环境的关系，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 同

时马克思主义又富含辩证思想，认为人与自然应

该是相互促进的伙伴关系，是共生、共赢、共荣的

命运共同体，并提出以人为本和以自然为本的二

元论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性。马克思

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强调以生态意识为主导，引导

人类形成富有生态文明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

思维方式，形成代内和代际公平发展观，实现自然

生态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的全面协调可持续。马

克思关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论述

实质上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在

内的多维生态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就在于

其理论来源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

的落脚点同样在于其生态化的实践过程中，并具

体体现在以发展生态技术为价值取向的科技观、
以生态环境承载力为限的“循环经济”生产观和

以“保护环境，绿色消费”为指导的绿色消费观等

方面。因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生态文明思

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阶段自然也蕴含

着丰富的人本性、整体性、多元性、公平性、实践性

以及生态化特征。
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思想吸收了西方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最早由国际自然保

护联盟在 1980 年《世界自然保护大纲》中首次提

出。到了 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

们共同的未来》中再次提出了“持续发展”，并将

其释义为人类向自然获取生产、生活资料时，既满

足当代人的生存发展需要，又不影响后代正常发

展的代际公平观。1992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

会发表的《21 世纪议程》和《里约宣言》进一步提

出将“可持续发展”作为解决人类面临日益严峻

的生态环境危机的一种新的解决思路，以此标志

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正式确立和人类关注生态文

明时代的正式开创。而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

之所以是活的思想理论，就在于它具有与时俱进、
推陈出新的独特特点和理念先进的独特优势，随

着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不断重视和深

化，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指导我国实践的

同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思想自然而然地吸纳了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
( 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

文明思想的辩证逻辑

1．从“人类中心主义”向“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认识观的根本转变

依照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论

述，现代生态文明时期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并非

是由“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的简单

转变，而是在遵循自然内在规律的基础上，在协调

人类利益与生态利益的过程中处理好人与自然的

关系，强调“以人为本”的根本出发点和谋求“最

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既重视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又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最终实

现人与自然的本质统一①。党的十九大报告将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进一步促进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从

27
①赵惠霞:《生态文明构建与人的“自然化”》，《南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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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中心主义”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认识

观的根本转变。
2．从“半自然生态系统”向“复合生态系统”

系统观的根本转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

想认为，处理好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始终坚持以人

为本的全面发展为宗旨，从人的社会实践出发，运

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人类同生态环境的关系，解决

人类的生存和永续发展问题，与自然和谐相处。从

自然、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来看，生态文明是“物质

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

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

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①。从某种程度上来看，

“自然－人－社会”三者之间是一个有机整体，新时

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必须注重

以人类生存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同步为价值取向，处

理好“自然－人－社会”复合生态系统中彼此间的相

互关系。我们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思想旨在协调好自然、人、社会三者之

间的相互关系，它强调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生态系

统同时实现人与自然相互和谐的重要性，又具体表

现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自身由宏

观整体到微观个体，从意识层次到实践层次真正做

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如图 1) 。

图 1 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关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辩证认识

自然生态系统要从“人与自然”层面达到和

谐状态，要求人类在精神层次上树立生态环境意

识，在实践层次上加快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生

态化改造，最终实现社会发展既获利于自然，又还

利于自然，改造与保护自然同时并举，实现人与自

然的和谐统一②。社会生态系统强调人类从“人

与社会”“人与人”及“人自身”三个层面实现人与

自然的相互和谐。“人与社会”揭示了人同自然

有着紧密联系，和社会之间依然存在着密切的关

系，体现了马克思关于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双

重和谐的辩证思想。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发展时期，实现“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和

谐，要增强人们的生态文明意识，意识到环境也是

一种生产力，用绿色生产取代传统的粗放型生产，

走具有内涵的生态型经济发展道路，提升生态文

明建设地位，最终实现全民参与。从“人自身”的

角度看，个人要在尊重自然基础上促进自身全面

发展，增强环境保护意识; 发扬“敢为人先”的精

神，从自身做起，实现人与自然的相互和谐。

3．从“优先追求经济效益”向“山水林田湖草

生命共同体”发展理念的根本转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

想较以往文明形态的不同之处在于，其生态文明

思想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倡导在不牺牲和

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环境的基础上发展物质生产

力，彻底摒弃“优先追求经济效益”的传统发展思

路，进而转向打造“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真正实现“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生态

化绿色发展模式。党的十八大第一次将“生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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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潘岳:《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http: / /www．zhb．gov．cn /hjyw /200609 / t20060928_93306．htm，2006－09－28。
贺祥林，江丽:《关于生态文明的几点思考》，《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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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建设”正式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发展理

念”纳入“五大发展理念”总体格局，十九大关于

推进绿色发展、治理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

保护和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四大任务的部署，

正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

想在全面协调人与自然相互关系方面辩证认识的

重大体现，也是当前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相互关

系方面所达到的较高认识水平和当前社会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发展所达到的最高阶段。从最初的

“优先追求经济效益”到“可持续发展战略”，再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

形成与发展，都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基础对生态

建设思想内容不断修正的结果，都是对马克思恩

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创新发展，彰显了新时代习

近平绿色执政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①。

四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贡献与实践创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

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理念在当代中国生态

化的最新实践成果，不仅是人类对以往生产方式

自我批判和反思的产物，也是迄今为止人与自然

相互关系的辩证认识所达到的最高阶段，集中反

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创新

和生态建设实践创新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贡献。
( 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

文明思想的理论贡献

1．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

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审议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

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

的同时，首次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五大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放到关系我国发展

全局的重要高度，以此作为“十三五”乃至更长时

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基本理念，集中反映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

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入认识，势必更好地指

引我国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

明发展道路，加快实现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华

民族永续发展的发展目标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格局②。同时，党的

十九大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进一

步明确了“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

千年大计”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发展道路。
2．生态文明建设被正式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正式纳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了

“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

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

程”;“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

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断生态

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

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的主要任务; “坚持节约

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

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指导方针以及“必须坚持

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途径，整体提升了生

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自十八大以后，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又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

面”的战略布局; 加强同国际间的生态文明建设

交流与合作，全力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应对全

球性气候变化，进一步提升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
3．“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被正式写入

党章

2013 年 9 月 7 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发表演

讲时首次公开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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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召开的十九大报

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作出了“坚持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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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潘佳:《政府作为补偿义务主体的现实与理论》，《东方法学》2017 年第 3 期。
任理轩:《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绿色发展———“五大发展理念”解读之三》，http: / / theory．people．com．

cn /n1 /2015 /1222 /c40531－27958738．html，2015－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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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的重要论断，提出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

环境的基本国策，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

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

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十九

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修正案) 》决议则正式

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论正式写入党章，进一步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对我国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大理论贡献。
4．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积极建设“美丽中

国”
2016 年 1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的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积极搭建了

生态文明建设的监督和评价体制，并明确确立了

“加快绿色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规范生态文

明建设”的目标①。自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美丽

中国”的概念并将其作为执政理念以来，在 2015
年 10 月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又首次被纳入

到“十三五”规划中，作为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思想。2017 年 10 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上，习近平总书记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共

同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特征，并多次

强调要推进绿色发展、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
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和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

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
丽，再次体现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思想对积极建设“美丽中国”的重大

理论指导作用。
( 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

文明思想的实践创新

1．全面推行“河长制”，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

2016 年 10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

28 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同年 12 月印发的《关于

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正式提出在全国全面推

行河长制，由党政领导担任河长，依法依规落实地

方主体责任，协调整合各方力量，加强对流域水资

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

等工作，并明确提出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的基本原则和全面落实加强水资源保护、河

湖水域岸线管理保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
水生态修复和执法监管的主要任务②。全面推行

河长制，既是深入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和推进我国

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在水环境保护和治

理方面的理论实践，在解决我国水问题、完善水治

理体系和保障国家水安全等方面具有重大的现实

意义。
2．打造长江经济带“黄金水道”，“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
仅就区域发展战略而言，党中央下发的政策

纲领性文件便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针对长江流域的开发工

作，早在 2014 年国务院就下发了《国务院关于依

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

强调要推动上中下游地区协调发展、沿海沿江沿

边全面开放，要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横贯东西、
辐射南北、通江达海、经济高效、生态良好的生态

文明示范带; 此后 2016 年 3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

开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9 月正式印发的《长江经济

带发展规划纲要》再次强调要保护和修复长江生

态环境、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创新驱动产业转

型，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持以不破坏生

态环境为前提，“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将长

江经济带打造成为生态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

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
2017 年 8 月，国家发改委再次发文重申，要把修

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加快构建综合

立体交通走廊，坚决淘汰落后污染产能，着力优化

沿江产业结构，以此等等充分体现出了习近平新

时代在打造长江经济带“黄金水道”过程中“共抓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

文明思想。
3．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发展，共享绿色生态

文明发展成果

2015 年 3 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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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共中央，国务院:《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http: / /www．gov． cn /xinwen /2016－12 /22 /content_5151555．htm，2016－12－
22。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http: / /www．mwr． gov． cn /ztpd /gzzt /hzz / zyjs /201708 / t20170811_973312． html，
2016－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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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审议并与 4 月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

纲要》指出，要把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国家

的一个重大战略，实现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态环

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大力促进创新驱动发展，

增强资源能源保障能力①。特别是在生态环境保

护方面，在积极打破行政区域限制，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和治理的同时，为加快促进绿色循环低碳经

济发展，建立京津冀一体化环境准入和退出机制，

京津冀三省市特制定了 2015－2017 年植树造林

实施方案，将周边毗邻区域一并纳入到京津冀大

气污染防治范围，建立区域联防联控污染机制，以

此扩大区域生态空间。由此可见，推动京津冀协

同创新发展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思想的又一大理论实践成果，其在加快

京津冀三省市一体化进程、实现协同创新发展的

同时，还将带来绿色生态文明发展成果的共享。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Historical Process，

Logical Thread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s

LIU Yaobin1，2 ＆ ZHENG Weiwe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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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ve thoughts of Xi Jinping's view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thought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f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era has em-
bodied the importance attached by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to enriching and perfecting the theory of eco-
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strengthen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
ping the theory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s well as our practical under-
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Xi
Jinping's view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originated from Marx's Basic
Understanding of Harmonious human and nature，and enriches traditional Chinese natural ecological idea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nd unified into the dialectical logic of“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composite ecosystem”and“community of life in lake and forest and grassland in landscape”．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of Xi Jinping's view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flected in
implementing the concept of“green development”，realizing“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
ture”，Implementing overall layout of the“five in one”，setting up the consciousness of“Green mountain is
the golden hill”and building the“beautiful China”，and implementing the“the system of river chiefs”，

building the“golden waterway”of the Yangtze Ｒiver economic belt，fulfilling“jointly grasping great protection
and not engaging in grand development”，and promoting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ei-
jing-Tianjin-Hebei Province by sharing the gree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chievements．

Key words: Xi Jinping's view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era; history formed; logical mainline;

practic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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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土资源局:《京津冀协同规划纲要》，http: / /www．hebqhdsgt．gov．cn /gtzyj / front /6048．htm，2015－1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