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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思想的哲学意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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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思想是顶层设计和具体实践举措相统一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意蕴。

在辩证唯物主义方面，其主要体现在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层面；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其主要体现在群众史观和价值观两

个层面。蕴含丰富哲学思想的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思想的最终归宿是以人民为中心，是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科学指南。

【关键词】  习近平；生态思想；哲学意蕴；人与自然

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思想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

与中国历届领导人在生态方面的集体智慧基础之上，以中国

人民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运用创新的理念与方法对生态环

境加以管理与建设，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实现“美

丽中国”的建设目标的新时代生态思想。在习近平新时代生

态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意蕴。习近平总书记运用哲学

思维科学解释我国现实的生态问题，最终的目标是把我国建

设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

近平新时代生态思想中蕴含的哲学思维是对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继承与发扬，是一种独特的思维存在，对于习近平新时

代生态思想的哲学意蕴分析主要涉及以下层面。

一、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思想中的唯物论思想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为，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

质决定意识，意识对于物质有能动的反作用。人类的生存与

发展离不开自然界，自然界对于人类是基础性的存在，人类

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界是物质的，人是通过对象化的活动

尤其是实践活动将自身与自然界联系在一起的，自然界是人

类生存与发展的根基。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思想中的哲学思维

的逻辑出发点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思

想继承了马克思生态思想中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马克思认

为，“自然界是我们人类 ( 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 ) 赖以生

长的基础。”[1]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思

想的出发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

同体”，在十九大报告中又明确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

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2] 习近平

总书记在自然界的物质性前提下，在继承马克思生态思想中

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上，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升到

“生命共同体”的高度，认为自然界是我们人类生存与发展

的依托，经济的发展与人类文明的进步同样要以自然界为基

础。在新时代，要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前提与

出发点就是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二、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思想中的唯物辩证法思想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也叫唯物辩证法，是人们在认识世

界和改造世界中所运用的根本方法，属于方法论范畴。习近

平新时代生态思想是顶层设计与具体的实践举措想结合的

系统的理论思想，其中蕴含的辩证法思想也是极为丰富的。

第一，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一切事物运行和发展的

动力，矛盾是反映事物对立统一关系的哲学范畴，现存的任

何事物都处于对立统一的关系之中。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思想

的哲学演进的逻辑主线是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

关系，习近平总书记运用矛盾分析法对经济的发展与生态环

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了阐述。经济的迅猛发展一方面能

够使人们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另一方面势必会使生态环境遭受一定程度的破坏，是用绿水

青山换取维持我们生存的金山银山。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3] 生态环境的保护

在一定意义上与经济发展是一致的，良好的生态环境能够促

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思想明确规定了经

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明确提出经济

的发展速度要与环境的自然承载力成正比，我国的经济发展

要与生态环境保护同时进行，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实现“美丽中国”这个战略目标。

第二，唯物辩证法中质量互变规律的内容包括事物的

变化有质变和量变两种状态，量变是质变的基础，当量变达

到一个度的时候事物就会发生质变。一方面，习近平新时代

生态思想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和前人优秀的智慧

结晶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国具体的生态环境问题分析中得出

的，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思想从理论层面来说是在习近平历次

讲话中所提出的生态思想的量的积累基础上形成的。另一方

面，我国目前所面临的生态环境的破坏不是一天两天造成

的，生态环境面临的巨大压力也并不是一时造成的，同样我

们解决生态问题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要有愚公精神，一点一

滴做好量的积累才能实现质的飞跃。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

报告中指出，“完成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

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划定工作。”[4] 我们的环境治理问题必须

要守住这三条控制线，在各个方面都要做好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的建设工作，这样才能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的伟大目标。

第三，唯物辩证法认为一切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

并且事物之间的联系是随时随地都在发生的、是具有客观性

的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是多种多样的、是具有系统

性的。所谓系统，指的是由互相关联着的、互相作用着的若

干个要素按一定的规律或者方式组成的有机整体。习近平新

时代生态思想中明确指出，“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构建

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

性。”[5]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

中运用系统的方法，将生态环境的保护以一种系统化的方法

具体到各个方面。生态问题的出现不是某一个方面的原因造

成的，所以在生态环境的治理问题中需要各个部门利用自身

的优势合理分配、统筹兼顾、综合治理，要求各个地方、各

个部门协同发展、相互合作、全民参与，为实现“美丽中国”

这个战略目标，为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青年人要尽心尽力、努力奋斗、贡献我

们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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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思想中的群众史观
群众史观坚持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创造者，而并非是少

数的英雄人物，人民群众对社会的运行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

的决定作用，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对于执政党来讲至关重

要。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思想

的逻辑归宿是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实现人的自由全面

发展。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思想把生态环境建设与民生结合到

一起，认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民的福祉。在新时代，人民

的美好需要不仅仅是物质资料的丰富，更重要的是生存环境

的优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生态环境就是给人民群

众最公平的公共产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每一个人民都能享

用到的，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蓝天白云、绿水青山的直接

受用者是人民。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仅是“金山银山”，而

且是每一个人民所共同期盼的民生福祉，也是每一个人更好

地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思想中建设“美丽

中国”战略目标的最终归宿的目的就是创造优美的生态环境

使人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四、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思想中的价值观
价值观是人们对具体事物总的看法和观点，价值观的

前提是人们对具体事物有详细而又周密地认识与了解，主要

表现在人们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活动的总的观点和判断。

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思想中的价值观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是

生命共同体的思想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

指出，“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

然上走弯路。”[6] 马克思很早之前就已经论证了人与自然是

和谐统一的，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劳动要遵循自然规律，不能

因为自己的贪欲过度开采对自然界造成破坏。人类与自然的

关系问题经历了一定的发展历程，人类对自然无休止的索取

会导致自然对我们的报复，我国曾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经历

了用“绿水青山”换取“金山银山”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我

们的生态环境遭受到了破坏。党的十八大以来高度重视生态

环境的治理，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思想

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指导，高度重视我国经济发展与生态

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将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放在需要迫切

解决的位置上，提出人的实践活动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

五、结语
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前所未

有的高度。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国经济文明发展的重要保障，

也是我国能够长久繁荣发展的千年大计，同时也是全球经济

文明发展的大计。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局势，从十八大以来，

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一些突出的环

境问题治理有了明显的效果，使得我国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参与者。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思想明确提出我国生态

文明建设中的经验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中国

智慧，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发挥我国的大

国精神，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贡献者、引领者。习近平

新时代生态思想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理念出发，旨在解决

我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为生态文明制度

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也是把我国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理论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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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从两方面来认识 ：一方面，要从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看西部

地区的战略地位。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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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有助于构建良好和谐的边疆民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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