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ory Researc h
学 论理★ ★ ★ ★

收稿日期：2015-03-17
作者简介：刘琦爽（1991-），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硕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研究；马晓跃（1989-），女，甘肃
白银人，硕士研究生，从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习近平的生态思想探析

刘琦爽，马晓跃
（兰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兰州 730050）

在恩格斯的著作中有这样的一句忠告，“我们不要过
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成为当下棘手的课题。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生态思
想，我们可以看出党的领导人生态思想在其中的重要指导
作用。习近平同志试图通过绿色 GDP 的生态思想来发展
我国的循环经济。在 1989 年，习近平对闽东经济发展问题
上就渗透出他的生态思想。他认为，闽东的发展成败在于
“林”。习近平的《之江新语》中，对于林业生态领域有所研
究，并提出了相关方面的建议。涵养水源、美化环境都是为
循环经济提供良好外部因素，对其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只有拥有双重效益，才可能拥有双赢结果。

一、习近平生态思想的内涵
（一）提出绿色 GDP 的生态思想
2007 年在浙江省任职期间，习近平同志提出要将浙江

省创建成为一个生态省，提出“绿色 GDP”的生态思想。“绿
色 GDP”的生态思想是继改革开放后党的生态思想的进一
步深化，不再是急于求成地以扩大生产力为宗旨，而是要
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经济增长固然是我国提升实力的例
证，但不能以牺牲生态来进行换取。这一生态思想的提出，
使得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种良性的趋势，使得社会发展迸发
出一股强大的动力。在这一经济结构优化的背景下，通过
对先进技术的不断加工，使得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不断
进行改良。通过第三产业的进一步完善，倡导理性消费方
式，完善经济循环发展的统一战线。

（二）完善生态机制体制建设的生态思想
在政府职能之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应尽的责任。能

否有效发挥政府职能的自身调节作用，在生态文明建设中
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习近平的生态思想中，他明确指出要
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尽可能地发挥政府职能的优

势，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格局。制度对于生态
文明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影响的不仅仅是单一的
某一方面。在十八大工作会议结束后不久，党和国家对于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又加以研究。过去
几十年，资源过度性使用和掠夺性开发，其原因主要在于
不清楚自然资源产权，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生态问题恶
性循环。在生态文明领域中，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是“新内
容”，它的主要作用在于，让人们了解到自然资源产权，加
入市场定位作用。另外，在用途管制方面，生态领域中出现
自然资源用途管制制度。这一制度的出台，主要在于监管
自然资源的使用，包括使用方式、用途等等。加强自然资源
资产产权制度、用途管理制度、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
制度等等，这都是明确“主人”要保护环境的决心。不可私
自改变其用途，任何对环境有害的都要受到一定程度上的
制约。这样才可能使更多的人承担起生态保护的责任，更
好地配置资源，发挥其最优化效果。

（三）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化的生态思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统的生态思想一直影响着我

们。社会主义生态文化是在传统的生态思想基础上，进一
步明确解析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内涵。湖南“毒大
米”等事件不断发生，让人们对生活的环境感到莫大的恐
惧。因此，要想发展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要保障人民
的最根本利益。从这一点出发，习近平提出建设社会主义
生态文化的生态思想。习近平说：“我们衡量生态文化是否
在全社会扎根，就要看这种行为准则和价值理念是否总体
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建设社会生态文化，用文化来
提高生态水平，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

（四）依法执政的生态思想
我国的法律虽已有完整的体系，但在生态环境的管理

方面却有一些漏洞。因此，在生态领域中要加强对生态方

摘 要：从我国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进步的历程。我国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都取得
了令人欣慰的成绩。但在常常忽视的生态领域，却有着严重的问题。从“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的格局中可以看
出，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的生态思想融会贯通于目前生态的方针政策之中。本
文对习近平的生态思想进行分析，分析其内涵及特点，找寻其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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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依法治理。建立相关的政策及法律法规，将责任与义
务进一步明确，提高其监管作用。习近平指出：“抓紧制定
和完善促进资源节约使用、有效利用的法律法规，制定更
加严格的节约标准”，同时对于浪费和破坏生态等行为，要
做出明确的惩罚措施。

二、习近平生态思想的特点
（一）人性化
习近平的生态思想是从以人为本出发的，将人们所忽

视的问题明确指出。人在社会中要实现全面发展，而社会
往往只重视经济利益，在顶层设计中未将这一重要关键点
融入其中。因此造成了人们生存的环境频频出现问题，安
全系数不断下降，严重影响人们的幸福指数。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是一切
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在 2012 年我国的《人权事业的进展》
白皮书中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人权保障范围，可见生态思
想与人权的密切关系。习近平的生态思想就是从人的角度
提出，保障人权，维护人们最根本的利益，这是维护稳定的
最关键因素。以人为本，重视民生问题，解决人们最关心的
现实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这些方针政策中，我
们可以看出习近平生态思想的人性化体现在方方面面。

（二）制度化
国家治理离不开法治，同样在生态领域更需要法治做

保障。从目前我国的生态事件中，反映出一个棘手的问题，
那就是制度存在一定的漏洞。在生态资源使用、生态环境
保护、生态破坏补偿等问题上，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使得
生态问题不能得到良好的治理。习近平的生态思想将制度
建设融入其中，这无疑加大了保障的力度。制度化的生态
思想还可以提升人们自我约束的效果，使得生态呈现一种
良性循环的状态。

（三）实用化
十八大报告中，“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以解决损

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
染防治。”对于群众的健康，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其针对性
极强。这一问题的提出，使得工作重点更加明确，更具有实
用价值。针对重点污染源头进行强化治理，这一方针政策
会使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深
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
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和生态补偿制度”，还进一步指出要“积极开展节能量、碳
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试点”。伴随我国经济的突飞猛
进发展，我们在环境经济手段上要不时加以变化，如排放
权交易、环境税等。这样不仅可以减少成本，而且还可以解
决生态问题。近些年，我国在林业碳汇交易上，采用这种思
想，不但有效地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而且也做出了相
应的理论贡献。

三、习近平生态思想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的生态思想、江泽民的生态思想、胡锦涛的生

态思想等都是在生态领域中重要的思想精髓，习近平的生
态思想是在这基础之上，对党的生态思想进一步深化。传
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将思想融入政策法规之
中，达到理论与实践完美的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
想的传承和发展，也是对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理性认识。
习近平的生态思想从顶层设计中将其融入，对我国综合发
展有着重要意义，对世界生态文明安全也具有重大贡献。

十八大报告中，有对于节约资源方面所做出的明确指

示。“全面促进资源节约。资源节约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
之策。要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
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加强全过程节约管理，大幅降低能
源、水、土地消耗强度，提高利用效率和效益。”全面性不仅
仅体现在这一方面，“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
都体现了十八大报告中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这一性质。十
八大报告提出“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这是
我党首次把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与低碳发展统筹到实现生
态文明建设中来。绿色发展是在环保角度下提出的，这种
发展在带来经济价值的同时，可以有效提升生态价值。而
循环发展是生态文明的生产方式，通过促进生产、流通、消
费过程，对其采取再利用或提高资源化技术等方法来实
现。低碳发展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途径，目前气候变化
莫测是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核心之一，低碳发展的重点在
于以二氧化碳的减排为标准，来衡量经济增长与生态之间
的关系。

四、总结
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脚步中，生态思想潜移默化地

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使
得人们更加关注生态文明建设。纵观史料，在早期，发达的
资本主义国家就十分重视生态思想，西方的学者对其展开
深入的调查研究。尽管面临很多困难，如历史性问题、制度
约束等，但他们的成果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生态文明
与发展经济是可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新中国成立后，
我们的首要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着重加强经济建
设。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建设等方面得到了突飞猛进的进
步，但相应的矛盾冲突逐渐暴露出来，其中最明显的问题
就是生态问题。如何面对来势汹汹的关系经济发展的持续
性问题，我们党的领导人习近平做出了一系列的战略部
署，努力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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