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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刘海霞副教授写的《习近

平生态思想探析》一文对“习近平生态

文明建设理论”进行了较详尽的总结梳

理，对于消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

的严重生态环境问题，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具有重要启示：促进和谐生态，关乎

公平与民生；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就是

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最严格的制度和最

严密的法制保护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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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党对生态文明建设做

出了科学严密的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

清晰地描绘了全面小康社会的图景。习

近平总书记站在谋求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实现人民福祉的战略高度，围绕推

动生态文明建设，构建绿水青山的美丽

中国，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着

力推进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开辟

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境界，提供了生

态文明建设新思路，开创了生态文明新

时代。
刘海霞写的《习近平生态思想探

析》一文，从习近平生态思想产生的时

代背景和理论渊源入手，对习近平生态

思想进行了深入详细的梳理和概括，为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制定和深入

推进提供了借鉴。作者指出，面对日益

加深的全球生态危机，为了破解我国的

生态困境，习近平在传承马克思主义生

态思想，汲取东西方文明的基础上，博

采众长、兼收并蓄，提出了具有深刻内

涵的生态哲学思想。认真研读作者对习

近平的生态思想梳理，对深刻理解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生态文明理论和

实践创新的历史演进和路径选择，准确

把握时代的脉搏，科学判断生态文明建

设的新形势，切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面临

的生态环境问题

毋庸置疑，我国的经济建设突飞猛

进、成就显著，然而经济高速发展的同

时，生态环境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生

存环境恶化、自然资源枯竭、环境污染

严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面临的

生态环境问题不容乐观。作者在《习近

平生态思想探析》一文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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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水环境日益恶化。水是生命之

源，是人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我国

水资源短缺较为严重，是世界上人均水

资源最匮乏的国家之一，人均水资源占

有量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 1/4。伴随着

工业文明蓬勃发展、城镇化加速推进以

及人口急剧膨胀，我国面临的水环境形

势十分严峻。地表水污染较为严重，全

国的七大水系总体为轻度污染，湖泊富

营养化问题突出。日常生活污水处理率

大幅度提高，近年来接连发生的水污染

事件，再次引起人们对水环境安全的担

忧。
（二）土地荒漠化日趋加重。我国是

世界上荒漠化、沙化面积最大的国家，

数以万计的人口受到荒漠化的影响，造

成的经济损失难以估量。我国每年沙漠

化土地面积达到 3 460 平方公里，荒漠

化总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 27.3%，相当

于 28 个台湾省。同时，每一天它都在以

惊人的速度扩展，吞噬着有限的耕地资

源。由于土地荒漠化的影响，每年约有

一个中等县的居民被迫流离失所，迁移

至外地以谋生路，最终陷入“沙进人退”
的恶性循环怪圈。

（三）大气污染日益加重。据统计，

全世界每年排入大气的污染物约有 6

亿多吨。污染源主要是：生活污染物；交

通污染；工业污染源及其他各类化工厂

排放的废气和粉尘。随着我国经济快速

发展和人口急剧增长，工业化进程中所

产生的大量化学物质不经任何处理直

接排放到大气中，超过了大气的容纳量

和自净能力，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和身体

健康带来严重影响，大气污染已经成为

人们的“心肺之患”，大气污染治理也成

为我国环境保护的首要任务。
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必须长期

坚持走生态文明道路，但是改善生态环

境，任重而道远，知之非艰，行之为难。
习近平强调，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

污染已迫在眉睫，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成

为重中之重。
一是促进和谐生态，关乎公平与民

生。保护生态环境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长

期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存在

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把经济发展简单化

为 GDP 决定一切，盲目追求速度，导致

环境污染加剧，资源透支严重，所谓“吃

祖宗的饭，造子孙的孽”，为子孙后代赊

欠了许多“生态债”，留下了沉重的负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读《习近平生态思想探析》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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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习近平强调经济发展并不能单纯地

以速度的增长作为衡量标准，更不能以

牺牲环境为代价，而应该统筹人与自

然、社会的和谐发展。2013 年 4 月，习

近平在海南考察时强调：“良好生态环

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

生福祉。”外部环境因素直接影响着人

的健康与发展，关系广大人民的福祉，

蓝天白云、绿地净水、安全果蔬都是人

民群众对生态文明最朴素的理解和对

环境保护最起码的诉求。我们要秉着高

度负责的态度，为了人民群众和子孙后

代的未来发展，狠下决心治理好环境污

染，为广大群众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

境，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全

国“两会”期间，在参加江西代表团审议

时，习近平又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

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生态环境就

如同我们的眼睛，要以保护眼睛的小心

翼翼保护生态环境，要以对待生命的虔

诚恭敬对待生态环境。对破坏生态环境

的行为，坚决不手软、不姑息，不能下不

为例。我们必须贯彻落实节约资源和保

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尊重自然规律、顺
应自然发展，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

海念海经，关心人民健康福祉，为子孙

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

环境。切实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社会发

展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注重人与自然

的平等，为实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

的协调发展、互惠共生开辟新道路。
二是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就是保

护和发展生产力。习近平深刻阐述了生

态环境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提出要

“牢固树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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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

念”。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生

产力发展达到了空前的水平，现代化建

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经济总

量跃居世界第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然而，以无节制消耗能源资源、破坏

生态环境为代价促进经济高速发展，导

致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

盾越来越突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主客

体的统一，在对待自然的问题上，如果

不协调好经济发展与自然的关系，掠压

性开发，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那

么，将来我们会付出更大的代价。100

多年前，恩格斯也说过：“我们不要过分

陶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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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我们不能

越雷池一步，要彻底改变以往将保护生

态环境与发展生产力对立起来的传统

思维模式，让透支的资源环境逐步休养

生息，坚决不能为了一时的经济增长而

牺牲环境，要不失时机地调整不合理的

产业结构，改变资源利用方式，从而达

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目标。同

时，我们要尊重自然、敬畏生命，把道德

对象的范围从人和社会的领域扩展到

生命和自然界，给予自然必要的人文关

怀和自由空间，使自然生产力逐步得以

恢复，实现人类的生产消费活动与自然

的可持续发展。习近平在 2015 年 3 月

24 日政治局会议中提出：植树造林是

实现天蓝、地绿、水净的重要途径，是最

普惠的民生工程。绿水青山本质上就是

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身就是生

产力，也是核心竞争力，要努力把生态

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因此，我们要号召

全民参与植树造林，逐步恢复我国山清

水秀、波澜壮阔的秀丽风景，努力把建

设美丽中国化为人民自觉行动。
三是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

制保护生态环境。习近平十分重视法制

建设，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只有最

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是生态

文明建设的有力保障。刘海霞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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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制度和法治，逐步

建立和完善促进经济发展的评价体系

和科学考核机制，建立生态文明指标评

价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破坏、生态效

益等指标纳入经济发展评价体系，使其

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向度和约束

力。任何历史条件下，法律规章的产生

和执行都在向人们宣示一种客观的律

令，它使得社会大众在行为上要有节有

度。建立环境问责制度，对于无视生态

环境承载力，盲目开发、造成严重环境

破坏的企业和个人，必须追究其法律责

任，从而增强群众的生态意识，将环境

保护内化于每个人的内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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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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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依法治

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强有力保障，

我们必须通过加强构建法制来贯彻落

实生态文明建设，保护绿水青山，记住

乡情乡愁，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的关键和保障”，是破解生态危

机的必由之路，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战略选择。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

文明衰，习近平生态思想对于我国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是我

们行动的指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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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刘海霞主持的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西北地区环境问题引发的

社 会 冲 突 及 其 防 控 机 制 研 究 ”
（11CZZ027）、甘肃省高等学校基本科

研业务费项目“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生态

观及其当代启示”（2014A－040） 的阶

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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