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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面对日益恶化的全球生态环境和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日益显现的诸多生态环境问题，习近平在
续承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思想，其主要内容包括：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双重
和谐的生态文明观；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民生福祉的生态民生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厚道发展观；

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制保护生态环境的生态法治观；以“生态红线”为生命线的生态安全观。梳理习
近平的生态思想，对我们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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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检

验一 个 社 会 全 面、协 调、持 续 发 展 与 社 会 文 明 进

步程度的重要标志。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直

面我国社会 主 义 生 态 建 设 实 践 中 的 一 系 列 生 态

环境 问 题，以 建 设 美 丽 中 国、实 现 中 华 民 族 永 续

发展为旨归 而 提 出 的 以“生 态 文 明 观、生 态 民 生

观、厚 道 发 展 观、生 态 法 治 观、生 态 安 全 观”为 主

要内 容 的 生 态 思 想 观 既 有 前 瞻 性、全 局 性，又 有

现实性，是深刻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结晶。

一、习近平生态思想产生的时代

背景和理论来源

　　任何一种思想理论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对

历史某一时期社会发展经验的总结，以及对社会

实践科学 认 识 的 结 果。习 近 平 生 态 思 想 的 形 成

也不例 外，有 着 深 刻 的 时 代 背 景 和 深 厚 的 理 论

根基。

１．习近平生态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首先，习近平生态思想的产生离不开生态环

境日渐恶 化 的 国 际 背 景。工 业 革 命 的 高 歌 猛 进

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然而，与此相伴

随的却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剑拔弩张”，人与自然

之间的对 撞 和 冲 突 导 致 的 生 态 破 坏、资 源 短 缺、
能源匮乏、环境污染、人口爆炸、粮食危机等把世

界推向了 崩 溃 的 边 缘。恶 化 的 生 态 环 境 如 果 不

能尽快得以 改 善，任 由 人 类 继 续 恶 化 的 话，人 类

社会的发展 在 可 预 见 的 将 来 就 会 陷 入 难 以 为 继

的境地，其“‘终 极 衰 退’随 时 都 可 能 来 临”［１］，随

时都可能 威 胁 人 类 的 生 存 和 发 展。这 绝 不 是 危

言耸听，而 需 要 各 个 国 家 高 度 警 惕。为 此，各 国

开始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并纷纷把保护生

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一项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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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施政纲 领。正 是 这 样 的 国 际 背 景 催 生 了 习 近

平生态思想。
其次，习近平生态思想是基于破解我国现代

化进程中 的 生 态 难 题 而 提 出 的。在 推 进 社 会 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国的确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然而，“发展＝经济增长＝ＧＤＰ增长”
观念指导下 的 粗 放 型 经 济 增 长 方 式 迫 使 生 态 环

境超负荷运转，引发了诸多问题：资源短缺、能源

匮乏；水污染、土壤污染、空气污染等环境污染层

见叠 出；土 地 荒 漠 化、植 被 破 坏 和 生 物 多 样 性 锐

减等生态 破 坏 不 可 小 觑。这 些 问 题 往 往 相 互 渗

透、相互交织在一起，严重威胁人们生产生活、生

命财产安全，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安

宁稳定。正 是 基 于 我 国 经 济、社 会、生 态 多 元 并

茂、和 谐 发 展 的 需 要，习 近 平 在 不 断 反 思 我 国 社

会主义生态 实 践 中 产 生 的 诸 多 生 态 环 境 问 题 的

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思想。

２．习近平生态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

习近平生 态 思 想 不 仅 是 破 解 国 际 国 内 日 益

凸显的生态环境问题的迫切需要，而且有其深厚

的理 论 根 基，包 括 续 承 马 克 思 主 义 生 态 思 想，汲

取人类文明史上的各种生态智慧。
首先，习近平生态思想续承了马克思主义生

态思想中 人 与 自 然 休 戚 与 共、同 命 相 连 的 思 想。
马克思主义 唯 物 辩 证 地 阐 释 了 人 与 自 然 休 戚 与

共、同命相 连 的 关 系。一 方 面，人 是 自 然 界 长 期

发展的 产 物，是 自 然 界 不 可 分 割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人类的 生 存 和 发 展 离 不 开 自 然 界。“人 是 在

大自然 中 孕 育 而 生 的，是 自 然 界 长 期 进 化 的 产

物。”［２］６３“自然 环 境 是 人 类 生 存 和 发 展 的 物 质 前

提，人首先 依 赖 于 自 然”。［２］６３“没 有 自 然 界、没 有

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

工人用 来 实 现 自 己 的 劳 动，在 其 中 展 开 劳 动 活

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

料”。［３］同时，人 类 发 挥 自 己 的 主 观 能 动 性，通 过

生产劳动使自然成为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人

化自然”。人类进 行 的“连 续 不 断 的 感 性 劳 动 和

创造，是整 个 现 存 感 性 世 界 的 非 常 深 刻 的 基 础，
只要它哪怕只停留一年，……自然界将发生巨大

的变化”。［４］人类不断地“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 印

记，他 们 不 仅 改 变 了 植 物 和 动 物 的 位 置，而 且 也

改变 了 他 们 所 居 住 的 地 方 的 面 貌、气 候，他 们 甚

至还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随着对自然规

律的知识的迅速增加，人对自然界施加反作用的

手段也增加了”。［５］另一方面，人类要如实地把自

己看作是自然界的一员，“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

们统治自然 界，决 不 像 征 服 统 治 异 族 一 样，决 不

像站在自 然 界 以 外 的 人 一 样，—相 反 地，我 们 连

同我们的肉、血 和 头 脑 都 是 属 于 自 然 界、存 在 于

自然界的；我 们 对 自 然 界 的 整 个 统 治，是 在 于 我

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

规律”。［６］因此，人类开发改造自然的行为必须尊

重自然“意 愿”，爱 惜 自 然“价 值”，保 证 自 然“健

康”，顺应自然“规律”，否则，“不以伟大的自然规

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７］

其次，习近平生态思想汲取了人类文明史上

的各种生 态 智 慧。人 类 文 明 发 展 史 上 历 代 哲 人

先贤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

视、关注，内 在 地 积 淀 和 凝 聚 着 对 人 与 自 然 关 系

的深刻 认 识 和 辩 证 把 握，饱 含 着 丰 富 的 生 态 智

慧。比如，人类早期对于神秘力量的敬畏所表露

出的对自然之母“又爱又恨”、“又畏又惧”的神话

自然观；古 希 腊 以 人 为 中 心、主 客 二 元 分 离 的 原

始朴素自然观；中国古代儒家以天人合德为说的

天、地、人 并 立 并 行 的“三 才”理 论；道 家“物 我 同

一”的天人一 体 思 想；佛 家“法 界 缘 起”、“依 正 不

二”的整体 自 然 观；伊 斯 兰 教“真 主 创 造 万 物，人

是自然万物 一 分 子，人 与 自 然 相 依 为 命”等 思 想

无不包含着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相 处 的 生 态 理 念 和 生

态智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伴随日益显现

的生态环境 问 题 而 勃 兴 的 各 种 生 态 理 论 如 生 态

自然理论、生态经济学理论、生态政治学理论、生

态社会学理论、生态文化理论等都是习近平生态

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资源。

二、习近平生态思想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在 续 承 马 克 思 主 义 生 态 思 想 的 基 础

上，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战

略高度，十 分 重 视 人 与 自 然 的 关 系，对 生 态 环 境

保护作出了许多重要指示，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

了系统论述，提出了丰富的生态思想。

１．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双重和谐的生态文明观

改革开 放 以 来，我 国 坚 持 以 经 济 建 设 为 中

心，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有许多地方、许

多领域为追 求 经 济 增 长 无 情 地 导 致 和 不 可 恢 复

性地损坏了环境和重要资源，生态环境问题越来

越突出，人 类 的 生 产 活 动 和 社 会 活 动，如 果 处 于

非理性的、不清醒的、无远见的状态，那么它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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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 危 害，迟 早 又 会 返 还 到 人 类 自 身，最 终 可 能

导致人类 的 灭 绝 和 人 类 文 明 的 崩 溃。要 免 除 由

我们目前的活动过程可能招致的崩溃，我们必须

从根本上做出改变。目前，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抓紧偿还生态欠

债，正确处 理 人 与 自 然 的 关 系 和 人 与 人 的 关 系，
实现人 与 自 然 和 人 与 人 的 双 重 和 谐，促 进 生 态

文明。
人与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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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改造自然，但 是“大 自 然 不 是 一 个 取 之 不 尽 的 宝

库，而是一个需要我们精心保护的家园。”［８］人类

归根结 底 是 自 然 的 一 部 分，不 能 凌 驾 于 自 然 之

上，人 类 的 行 为 方 式 应 该 是 理 性 的、合 乎 自 然 规

律的。习近平本着对人类文明高度负责的态度，
重申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要性，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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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人类，建设生态文明就是造福

人类。”［９］１２０人与自然这一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

实质上反 映 的 是 人 与 人 的 关 系。马 克 思 说：“人

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只有

以一定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

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

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

系的 范 围 内，才 会 有 他 们 对 自 然 界 的 关 系，才 会

有生产。”［１０］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发展，
人与人的关 系 对 人 与 自 然 的 关 系 的 影 响 日 益 增

强。因此，在 社 会 生 产 实 践 中，不 仅 要 促 进 人 与

自然关系的和谐，而且要努力实现人与人关系的

和谐。只有这样，才能有力推动人类文明的历史

演进。正如习近平指出的，“生态兴则文明兴，生

态衰则文明衰。”［９］１２１“生态文明具 有 特 殊 的 吸 引

力和想像力。”［１１］为此，习近平主张要在处理好人

与自然的关系的基础上，“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 护 自 然 的 理 念，贯 彻 节 约 资 源 和 保 护 环 境

的基 本 国 策，更 加 自 觉 地 推 动 绿 色 发 展、循 环 发

展、低碳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建

设美 丽 中 国，努 力 走 向 社 会 主 义 生 态 文 明 新

时代。”［１２］２１１－２１２

２．良好生态 环 境 是 最 普 惠 民 生 福 祉 的 生 态

民生观

一直以来，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

落后的社会 生 产 力 之 间 的 矛 盾 运 动 推 动 着 我 国

社会的发展。然而今天，因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导

致的水污染、土壤污染、土地荒漠化、大气污染等

直接影响人 民 群 众 生 态 权 益 的 生 态 民 生 问 题 已

上升为当 前 我 国 社 会 发 展 的 突 出 问 题。这 些 突

出问题对人 民 群 众 的 生 产 生 活 和 身 体 健 康 带 来

严重影响和 损 害，社 会 反 映 强 烈，由 此 引 发 的 群

体性事 件 也 不 断 增 多。这 说 明，民 众 对 干 净 的

水、清新的空气、安全的食品、优美的环境等的要

求越来越高，生态环境在群众生活幸福指数中的

地位不断凸显，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重要的民

生问题。而 正 如 习 近 平 所 指 出 的：“老 百 姓 过 去

‘盼温饱’现 在‘盼 环 保’，过 去‘求 生 存’现 在‘求

生态’”。［９］１２３

民众对蓝 天、白 云、净 水 的 热 切 期 盼 将 生 态

民生摆上 了 格 外 重 要 的 地 位。而 能 否 正 确 认 识

生态民生问题的重大影响并着力解决它，直接关

系到执政党、政 府 与 人 民 群 众 的 关 系，影 响 当 代

中国的政治 进 步、政 治 发 展 和 社 会 稳 定，并 对 人

民群众的各 项 权 益 以 及 人 的 自 由 而 全 面 发 展 予

以重大影响。习近平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十

分关注生 态 民 生，他 指 出，“建 设 生 态 文 明，关 系

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１２］２０８他要求加大环境

治理和保护的力度，保障民众热切渴望的生态民

生权益，并明确提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

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保护生态环

境，关系最 广 大 人 民 的 利 益，关 系 中 华 民 族 的 长

远利益，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在这个问

题上，我们没有别 的 选 择。”［９］１２３习 近 平 在 许 多 场

合多次强调，必 须 清 醒 认 识 保 护 生 态 环 境、治 理

环境污染的 紧 迫 性 和 必 要 性，以 对 人 民 群 众、对

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真正下决心把

能源资源保 障 好，把 环 境 污 染 治 理 好、把 生 态 环

境建设好，努 力 走 向 生 态 文 明 新 时 代，为 人 民 创

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给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

展的“绿色银行”。

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厚道发展观

厚道发展 是 在 生 态 文 明 理 念 指 导 下 对 传 统

发展模式的 扬 弃，它 是 以 人 的 幸 福 为 目 的，谋 求

人与自然的 和 谐，主 张 经 济、生 态 和 社 会 互 利 共

赢的可持续发展。今天的生态环境问题，传统发

展观难辞其咎。因 为 它 提 倡 的“发 展”本 质 上 是

不厚道的，表现为“对自然的不厚道（对自然的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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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榨取）、对他人的不厚道（贫富鸿沟的产生）、对

后代 的 不 厚 道（严 重 透 支 子 孙 后 代 的 生 存 资

源）”。［１３］６６这种不厚道的发展观的确使“我们的发

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１４］习近

平意 识 到，要 破 解 当 前 的 生 态 环 境 问 题，就 要 正

确处理好 经 济 发 展 和 环 境 保 护 的 关 系。他 把 二

者比喻为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的关系，在哈萨克

斯坦纳扎尔 巴 耶 夫 大 学 发 表 演 讲 并 回 答 学 生 们

提出的问题，谈到环境保护时深情地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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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２０

这也正像他所指出的，中国社会的发展再也不能

以ＧＤＰ论英雄，要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

又看潜绩，把 民 生 改 善、社 会 进 步、生 态 效 益、环

境损害程度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
习近平的 厚 道 发 展 观 深 刻 揭 示 了 经 济 发 展

和保护生态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首先，经济发

展离不开 自 然 生 态 条 件 的 支 撑。自 然 资 源 是 经

济发展的物质前提，经济的发展决不能破坏和牺

牲自然生 态 条 件。如 果 人 类 只 顾 发 展 经 济 漠 视

自然环境的保护，不仅会导致自然资源和生态环

境的 破 坏，还 会 招 致 自 然 的 惩 罚，经 济 可 持 续 发

展也会由于 丧 失 自 然 基 础 的 支 撑 而 成 为 一 句 空

话。其次，保 护 环 境 实 质 上 就 是 发 展 经 济，保 护

环境和经济发展不可偏废。习近平指出：“保 护

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

展生 产 力。”［１２］２０９良 好 的 生 态 环 境 是 任 何 社 会 持

续发展的根本基础。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是长远

发展的最 大 本 钱。良 好 的 生 态 环 境 本 身 就 是 生

产力。严峻的现实告诫我们，片面发展经济而忽

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就会出现只有经济增长而生

态遭受破坏 的 恶 果，这 是“竭 泽 而 渔”；过 度 否 定

经济发展而一味强调环境保护，就会陷入为保护

而保护的窠臼之中，这是“缘木求鱼”。面对未来

发展 的 重 重 压 力，要 坚 持 保 护 优 先，在 保 护 中 发

展，在 发 展 中 保 护，实 现 经 济 发 展 和 生 态 环 境 保

护的互利共赢，这种厚道发展观既体现当代人的

切身利益，又关乎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

４．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制保护生态环

境的生态法治观

蕾切尔·卡森说过：“不是魔法，也不是敌人

的活动使这个受损害的世界的生命无法复生，而

是人们自 己 使 自 己 受 害。”［１５］３这 说 明，层 见 迭 出

的生态环境问题表象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

根子却是人 与 人 关 系 的 不 和 谐，也 就 是 说，生 态

环境问题的产生一定有深层次的体制性、制度性

的原因。我 国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中 存 在 的 一 些 突 出

问题，大都与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法治不完

备有关。因 此，解 决 生 态 环 境 问 题，就 要 从 人 与

人关系 密 不 可 分 的 社 会 制 度 层 面 寻 找 突 破 口。
中共十八大 报 告 指 出，“保 护 生 态 环 境 必 须 依 靠

制度”。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 六次集体学习时

也提出，“只 有 实 行 最 严 格 的 制 度、最 严 密 的 法

制，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的保障。”［１２］２１０

十八届三中 全 会 对 环 境 保 护 和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的

法制保障作了具体规定，“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

立系统完 整 的 生 态 文 明 制 度 体 系。实 行 最 严 格

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
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

环境。”［１２］２１０

法制是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生态环境

和加强生 态 文 明 制 度 建 设 离 不 开 法 制。通 过 法

律和制度的 约 束 力、强 制 力 和 溯 及 力，有 效 处 理

经济、社会生态之间的复杂关系。用最严密的法

制保护环境，具 体 来 讲，首 先 需 要 更 加 科 学 合 理

的法律制度 的 设 计 和 安 排，即 以《环 境 保 护 法 为

重点》，完善资源、生态和环境相关法律法 规。抓

紧修订与完 善 环 境 专 项 法 律，如《大 气 污 染 防 治

法》、《水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抓

紧开展土壤环境保护、环境税、核安全、生物多样

性保护等方面的立法工作，尽快弥补生态环境保

护和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立法空白。其次，要将

符合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时代要求的法律思想、
法律观念、法 律 价 值 取 向 融 入 行 政 法、民 法、刑

法、诉讼法、经 济 法、社 会 法 等 相 关 法 律，推 进 这

些法律的“生 态 化”。除 了 合 理 的 制 度 设 计 和 推

动各项法律“生 态 化”，最 为 重 要 的 就 是“治 本”，
这个“本”就 是 采 取 各 种 措 施 唤 醒 全 民 生 态 法 律

意识，并使生态法律意识深入人心，只有这样，人

们才能自觉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把生态环境保

护作为己任，凝聚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

建设的巨 大 正 能 量。正 如 美 国 前 副 总 统 阿 尔·
戈尔在给《寂 静 的 春 天》写 序 时 深 刻 指 出 的，“环

保意识的 迅 速 觉 醒 是 最 具 根 本 性 的。一 个 正 确

思想的力量远远超过许多政治家的言辞。”［１５］５

５．以“生态红线”为生命线的生态安全观

牛津大学教授诺曼·梅尔斯曾在《环境与安

全》一书中指出：“生态完整是国家安全的核心”，

２３ 贵州社会科学 总第３０３期　



它作为 自 然 安 全 的“纬 线”，串 起 军 事、政 治、经

济、文化安全 的“经 线”，对 一 个 国 家 和 民 族 的 盛

衰兴旺产 生 广 泛 而 持 久 的 全 方 位 影 响。改 革 开

放以 来，中 国 经 济 持 续 高 速 增 长，取 得 了 举 世 瞩

目的 巨 大 成 就，然 而 同 时，我 们 也 深 刻 感 受 到 了

生态与生 存 的 切 肤 之 痛。尽 管 这 些 年 来 我 们 在

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不能不

看到，由生态问题引发的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

的冲突和矛盾日益增多，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

的最大瓶颈 和 影 响 国 家 安 全 的 重 大 隐 患，“生 态

安全依然是 高 悬 在 国 人 头 顶 上 的 达 摩 克 利 斯 之

剑”。［１３］２１９

生态安全 是 一 切 安 全 的 基 石。没 有 生 态 安

全，军事、政治、经济等的安全也就无从谈起。为

保障生态安全，我国设定了１８亿亩“耕地红线”、

３７．４亿亩“森 林 红 线”、８亿 亩“湿 地 红 线”，这 些

“生态红 线”的 设 立，其 实 就 是 生 态 危 机 逼 近 的

“临界点”。习 近 平 强 调，保 障 生 态 安 全，首 当 其

冲要严守一个 个“生 态 红 线”。“生 态 红 线，是 国

家生态 安 全 的 底 线 和 生 命 线，这 个 红 线 不 能 突

破，一 旦 突 破 必 将 危 及 生 态 安 全、人 民 生 产 生 活

和国家可持续发展。”［９］１２６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

六次集体学 习 时 指 出，“牢 固 树 立 生 态 红 线 的 观

念。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

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１２］２０９我国的生态环

境问题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非采取最严厉的

措施不可，不然不仅生态环境恶化的总态势很难

从根本上得到扭转，而且我们设想的其他生态环

境发展目 标 也 难 以 实 现。因 此，“要 精 心 研 究 和

论证，究 竟 哪 些 要 列 入 生 态 红 线，如 何 从 制 度 上

保障生 态 红 线，把 良 好 生 态 系 统 尽 可 能 保 护 起

来。对于生态红线全党全国要一体遵行，决不能

逾越。”［９］１２７

三、小结

习近平生 态 思 想 是 深 刻 认 识 人 与 自 然 关 系

的产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理论

上，习近平的生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

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形成的又一理论成果，拓展

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

义理论宝库。实践上，习近平生态思想对生态文

明建设 提 供 了 理 论 指 导，是 新 时 期 我 国 实 现 人

口、资源、环 境 和 经 济 社 会 全 面、协 调、可 持 续 发

展的 强 大 思 想 保 证，对 于 建 设 美 丽 中 国、实 现 中

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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