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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智慧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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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容丰富且意义深远。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着本土性、人
民性、法制性与全球性等四方面的内容，从尊重客观生态实践的唯物论、“两山理论”不断深化的认

识论、保护生态与经济发展共赢的辩证法和以人民群众的生态利益为落脚点的唯物史观四重角度

考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丰富的哲学智慧，有利于以哲学的眼光揭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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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领导的党中央

对我国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极度重视，并且

史无前例地将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

历史高度，坚决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

总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也成了目前全党、全国工作

的重中之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当下，展望

未来，具有内涵深刻且意蕴丰富的哲学智慧，指导全

党全国更加科学、准确地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

的伟大实践。

一、习 近 平 生 态 文 明 思 想 的 主 要
内容

习近平同志站在新的历史角度，赋予了生态文

明思想以新的生命和内涵，从多层次、多方位、多角

度论述生态文明思想，立意高远、见解新颖、内涵丰

富、思想深刻。
1．本土性

立足于本土国情，面对实际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现了鲜明的本土性。在经济

新常态下，全国的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发展质量提

高，面对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的现阶段国情

和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以绿水青山换取金山

银山的做法已不可取，同时要避免走西方国家以牺

牲生态环境来换取经济发展的老路。用生态环境的

破坏和污染来换取经济增长，这种简单粗暴的增长

模式犯了典型的“唯 GDP 论”的错误，所以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1］4

的重要论断，打破发达国家发展生产力就要破坏生

态环境的旧模式，化解生态环境与生产力的矛盾。
2016 年 5 月，习近平在海南考察调研时曾经明

确指出，“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2］这一

论断将生态提高到生产力的高度，保护生态就是保

护生产力。生态是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一同

构成了“生产力”的本体。所以在经济发展中强调

减少污染，节能减排，改变生产方式，调整产业结构，

强调以绿色发展来减少对生产力本体的破坏和伤

害。只有保护好生态环境，才能继续发挥其自然生

产力的优势，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自然资

源和干净卫生的物质环境。发展经济不一定要以牺

牲生态作为代价，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3］

的生态发展理念，就是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

即既能带来优美的生态环境，同时也能带来可观的

经济效益。
2．人民性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围绕人民性展开，这

与党和国家始终把人民的利益当成一切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的宗旨高度契合。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也

与人民生活紧密相连，与生态文明建设直接相关的

就是民生问题，我们固然要金山银山，但是如果没有

了一个青山绿水、舒适清洁的生态环境，那有金山银

山又有什么用呢?



在 2016 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讲话中，习

近平同志指出“绿水青山不仅是金山银山，也是人

民健康的重要保障”［1］90，生态环境是人民生活的基

础物质环境，面对环境污染问题，我们必须直面这些

与人民休戚相关的利益问题，并且予以重视，掩耳盗

铃是不可取的。“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是

食品安不安全、暖气热不热、雾霾能不能少一点、河
湖能不能清一点……如果只实现了增长目标，而解

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没有进展，即使

到时候我们宣布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人民群众也

不会认同。”［1］91－92所以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极为重

大的民生工程。人民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生态环

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离不开生态环境。让

人民享有新鲜的空气、健康的食品和洁净的水是人

民感受幸福生活的基本条件，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的转变，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的要求也逐渐

提高，不仅满足温饱问题，而且对生活质量也有更高

的标准。近年来由于空气污染、生态恶化带来的问

题逐渐影响到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如雾霾等问题，甚

至成了人们的心头大患，使人们生活的幸福指数下

降，所以生态文明建设与民生息息相关，人们也开始

更多地关注生态环境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顺

应人民的呼声与需求，指导着人们着力改善生态环

境质量。
3．法制性

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五位

一体”的总布局，必须加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强

法制对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强有力的管控作用。生态

文明建设除了靠全民自觉，还要依靠严格的法律制

度保障。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着深刻的法制

性，只有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才能真正实现新时代

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建设美丽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强调: “保护生态

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

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

保障。”［1］99依法治理生态环境，必须做到: 第一，建

立完整的社会考核评价体系。在社会发展的整体评

价中，不以国民生产总值论英雄，将环境污染、资源

消耗、自然损耗等生态环境指标融入整个考核体系

中，评估社会的发展要综合经济、生态两方面的效益

和损耗来进行衡量，将生态指标放在社会考核的突

出位置，以此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第二，建立责任追

究制度。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资源能源

欠缺、环境污染加剧、生态系统破坏等问题，必须以

严格的手段进行管理，落实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建设

责任追究制度，严格实行党政同责。各级领导干部

是其行政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肩负着国

家和人民群众的期望，必须对其所在地区的生态环

境负责; 第三，划定严格的生态红线。目前，生态环

境建设必须树立现代生态文明的观念，划定明确且

严格的生态红线，并从制度上保障生态红线，保护良

好的生态体系，无论是出于什么缘由，都不能越过红

线一步，否则，就要受到法律严惩。
总之，习近平同志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法

制保障，通过全面践行依法治国，推进我国生态文明

建设的法制化进程，从而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

强有力的法制保障，推动生态文明的现代化建设迈

入新台阶。
4．全球性

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立足全球宏大视野，为世

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中国方案。生态文明建设不只

是给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更

是惠及全世界乃至全人类的共同福祉。随着经济全

球化的发展和“一带一路”的深化，生态文明建设与

全人类的发展息息相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

仅是对中国发展中面临的生态困境提出解决措施，

更是为全球共同面对的生态考验提供中国思路，传

达中国态度。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 “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

类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

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

路。”［4］697－698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近年

来全球性的生态问题最为明显的就是气候变暖，导

致两极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共同的生态难题需

要全球所有国家共同应对，积极参与解决，无论哪一

个国家都不能置身事外。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也正积极寻求解决办法，从产业结构、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能源资源等各方面应对生态问题带给全

人类的挑战，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保护好我们的地

球家园，为子孙后代的永续发展提供良好的生存

环境。
“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我们要着

力推进国土绿化、建设美丽中国，还要通过‘一带一

路’建设等多边合作机制，互助合作开展造林绿化，

共同改善环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生态挑

战，为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作出应有贡献。”［1］138 习近

平同志立足中国国情，放眼全球，不仅意识到了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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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建设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更是站在全球的战

略高度，主动承担生态环境建设大任，积极应对挑

战，与 全 球 各 个 国 家 合 作，携 手 共 建 人 类 的 美 好

家园。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智
慧考量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继

承和发展，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智慧，需要从哲学的角度

出发，对其生态文明思想所蕴含哲学智慧进行考量。
1．尊重客观生态实践的唯物论考量

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唯物

论思想，其生态文明思想与生态文明实践都在不同

方面体现了唯物论的哲学观点。
( 1) 世界统一于物质

恩格斯认为，世界的真正统一在于其物质性。
首先，人类社会统一于物质，物质环境为人类的生存

发展提供基本的条件。所以我们必须尊重实践、尊
重客观事实、尊重历史发展规律，坚持一切从实际出

发，透过表面现象看到问题本质。习近平同志曾提

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反复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

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因为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最为

基 础 的 条 件，是 我 国 持 续 发 展 最 为 重 要 的 基

础。”［1］13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基

础，人类也是物质世界的组成部分，如果生态环境一

味遭到人为的破坏，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就难以为

继，所以我们必须要积极践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其次，意识统一于物质。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是凭空臆想的，而是在我国经

济发展越来越快，生态环境问题却愈加严重的境况

下，通过走访全国各地广泛调研提出的。京津冀地

区雾霾天气严重，西部地区水土流失加剧，沙尘天气

增多，植被退化、东部地区河湖水污染严重、南方地

区洪涝灾害紧张……习近平走访调研了全国具有代

表性地区的生态现状，从我国真实的生态国情出发，

立足于我国现在的生态状况，对于全国生态问题进

行了客观分析，因此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紧紧扎

根于我国的生态实际，是对客观的生态实际情况的

真实反映，体现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哲学

立场。
( 2) 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尊重客观规律相结合

尊重客观规律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在我

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尤其是在进行经济建设中，在

发挥人类主观能动性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更要尊重

客观的生态发展规律。习近平曾提到，“‘天育物有

时，地生财有限。’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

失之难存。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是规律，

谁也无法抗拒。”［1］13物质世界长期以来有其自身固

有的发展规律，中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必须认

识到我国目前的发展现状，在尊重客观生态条件下

发挥能动性。无论如何，都不能违背客观规律搞经

济建设，否则生态环境必然受损，人类也必将受到大

自然的严惩; 在尊重客观规律基础上充分发挥中国

社会主义的强大力量，聚集全国人民的智慧，最大程

度激发人们的主观性、能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走一

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发展新道路。
2．“两山理论”不断深化的认识论考量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还包含着深刻的认识论

的哲学智慧，从“两山理论”的不断发展，以及我国

的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开展，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中深刻的认识论哲学。
( 1) 实践决定认识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也是认

识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同时认识也在不断地指导

实践。任何认识都是来源于社会实践，没有实践的

认识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从习近平在浙江省做第一书记的时候就开始萌

芽，并且随后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调查

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生态实践经验，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孕育而生。“两山理论”又随着

中国的生态实践而不断发展和深化，既是对现存的

生态情况的担忧，又对如何搞好生态建设提出了其

解决措施和办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于我国

的生态现状，指导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工程，

推动着我国生态保护实践的不断深入，不断打破旧

的、固化的思想桎梏，破解生态难题，建立新的生态

发展体系，实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
( 2) 认识是反复的、无限的

毛泽东强调:“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

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

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5］认识

是通过实践而对客体的能动的反映，并且随着实践

的不断变化而变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也不是一

蹴而就的，而是对历代领导人思想的不断丰富和发

展而形成的，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建设和

全球的生态环境保护中经过不断地检验而发展成熟

8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http: / /nhxbskb．cbpt．cnki．net 第 22 卷



的，体现了认识是在实践中发展完善的哲学原理。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入深水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进入攻坚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必然会随着生态

文明建设而有新的发展和新的突破。
3．保护生态与经济发展共赢的辩证法考量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

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提倡保护生态自

然与发展经济共生共赢的发展模式，把保护生态与

经济发展紧密相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思维。
( 1) 联系的普遍性与客观性

事物之间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联系

是客观的。人与自然之间是联系的，人是自然发展

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自然是人赖以生存的物质环

境。所以人与自然的联系是客观的，不是主观臆想

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我国社会建设中，要

厘清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不能把自然神话，也不能让

人类完全凌驾于自然之上，同时也不能把人与自然

完全割裂开来，人与自然之间是密不可分的，推进人

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不能以孤立的观点看待人与自

然的关系。在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将社

会的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的保护紧密联系，不能把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割裂开来，否则我们必将付出

惨重的代价。所以，我们必须站在哲学视域下以联

系的眼光看待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 2) 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事物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要始终以发展的眼光

看问题。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改变，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日趋强烈。习近平同志指出: “推

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

深刻革命。这就要坚持和贯彻新发展理念，正确处

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4］827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要加强贯彻执行新发展理念，以“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破解新时代生态

发展难题，凸显生态发展优势。新发展理念之所以

能够取代旧的发展理念，是因为它顺应了时代的变

化和实践的发展，在新时代蕴含着新的生态内涵和

思想，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顺应时代的潮流，体现

了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的哲学智慧。
4．以人民群众的生态利益为落脚点的唯物史观

考量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就是人民群众

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立党立国

的重要哲学基础，习近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建设的领导核心，其生态文明思想坚定不

移地贯彻着群众史观，蕴含着科学的唯物史观的哲

学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

福祉，关乎民族未来。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

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明

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标志着我们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表明了我们加强

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1］5 我国的

生态文明建设要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把

人民群众的生态利益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

归宿。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旨就是为了人，目标就是

创造一个适合全人类生存的绿色优美的生态环境。
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要多聆听群众的意见，反映群

众的生态呼声与生态诉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进行

生态文明建设，做到生态惠民，生态富国。
习近平从人类发展的宏大视野，立足于中国国

情，审时度势，所形成的生态文明思想既对马克思主

义哲学思想的承续与创新，又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

践中创新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其丰富的哲

学智慧为当下日趋严重的生态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

思想、新举措，为提高中国生态治理体系和生态治理

能力的现代化，为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生态蓝图，创

造一个山清水秀的生态环境，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美丽中国提供思想指导，并为世界的生态文明建设

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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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ship． Through Socrates’refutation of the way to understand justice from an individual perspective in the Ｒepub-
lic，it is shown that neither wealth nor the interests of power can give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of justice． It is proper
to comprehend justice by considering the whole city-state，the whole human soul and their relationship as a whole．
Because it involves the city-state，soul and virtues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good life”of human beings．
This is Plato’s thought of justice about how people should live their lives．

Key words: good life; soul; justice; virt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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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ation on the Philosophical Wisdom of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YANG Li，LIU Yuanting
( Marxist College，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Lanzhou，Gansu 730050，China)

Abstract: Faced with increasingly prominent ecological problems，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stands in a new his-
torical position and proposes hi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s，which are rich in content and far-reaching． Based
on the new era，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s include four aspects: locality，affinity to the people，

the feature of legality and globality． Considering the ecological wisdom of Xi Jinp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ateri-
alism that respects objective ecological practice，the epistemology of continuous developing from the“two mountains
theory”，dialectics from the protection of ecolog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is conducive to reveal the trend of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
struction with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Key words: Xi Jinp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philosophical wis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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