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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习近平生态治理思想的生成逻辑

（一）“现实的人”：习近平生态治理思想的逻辑

缘起

生态治理的对象既是社会成员，也是现实的人，

他们不是学理经验性的存在，而是处在网络关系节

点中的综合体。这些特质鲜活表征在以下几个层

面。其一，他们的思维方式深受各种内外部因素的

交互作用，在自然与社会交互关系中灵活跳跃。其

二，他们生态意识的唤醒蕴含着个体能力和素养的

逐步提高。其三，在不同的生活情境中，他们释放着

自我思想的火花和养成的智慧。作为蕴含现实性特

质的人，他们谋求幸福是自然行为和社会需求。围

绕人的自然性期待和社会性关怀，我们必须科学筹

划生态治理的走向。必须扑下身子探寻人民群众渴

求的民生诉求和成长期待，站在“如何唤醒人的良善

意识”这一出发点上，恪守生态为民的旨归，力争对

人民群众“现实的人”这一根本属性有一个深层次的

研究。也正是在围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美理念的

引领下，习近平承袭了前人的科学思想，更有力地为

新时代生态治理的应然趋势注入创造性的理念。对

人的现实性生存和自然的持续保护做出科学论断，

也正是基于对“现实人”的身份、角色、能力和素质的

深刻认知上做出的合理有序的哲学论断。

（二）“发展的人”：习近平生态治理思想的逻辑

中项

以往的生态治理过于注重贯彻行政命令，忽略

了从“发展的人”的生命立场切入，不懂得在社会成

员个性化关怀的前提下，找寻凝聚最大公约数利益

关怀的治理策略。习近平指出：生态文明的成果由

人民共享，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这找寻到

了“抽象的人”与“现实的人”共同追求的价值规约。

毕竟，在转型期，当人们面对不同生态思想的激荡

时，常常囿于自我认知水准，加上价值取向的偏离和

逐利欲望的膨胀，导致生态危机事件的频发。在享

受生态系统带来的丰沛资源和优良的审美体验后，

我们更能清楚地意识到享受和治理兼顾应该是持续

发展的必经之路，这也是我们对市场失灵症状和人

性异化恶习的有力回应。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落实在理论和实践

上有所突破的五大发展理念。这强调的就是在满足

人们自身整体发展的基础上，对促进自我提升和社

会进步的科学探索。要抓准人们身上“发展的人”的

特质，就要学会树立系统性思维和发展性思维，在凝

聚生态要素和厘清关系中突围。

（三）“自由的人”：习近平生态治理思想的逻辑终点

“自由的人”不是超脱规律的约束，而是在认知

规律的基础上，规约自身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促进人的自由成长是人类社会为之奋斗终身的目

标。在新的历史方位下，我们要清楚地察觉到“自由

的人”是摆脱单向度和畸形僵化流弊的和谐完善之

人。促使社会成员成为“自由的人”是共产党人为之

不懈奋斗的最终旨归，也是生态美好图景得以实现

的逻辑终点。在涉足人的全面发展的进程中，生态

的发展处于短板，需要我们处理好它与其他要素间

的协同增进关系，用生态的文化提供价值支撑，依托

治理战略释放生态福祉的红利。

二、习近平生态治理思想的实践指向

（一）对照生态矛盾，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初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然

习近平生态治理思想的逻辑和实践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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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生态系统作为其中重要的一

环，也发生着变迁，存在着人民对于美好生态生活的

需求和生态权益配置不均衡的矛盾。生态矛盾问题

实质上就是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福祉的

政治问题。对于生态危机的治理，从根本上来讲，要

处理好生态关系的问题，抓准生态经济结构改革的

“牛鼻子”，构建高效有序的发展模式，释放生态产品

的公共价值和为民属性。毕竟，未来谋划的美丽中

国和小康社会能否高品质地实现，需要我们审视“小

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这个经典命

题，这也是生态治理应然走向的精神指引。为民谋

福祉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初心，也是维系生态产品

公共属性合理公正的精神内核，解民生之忧和创民

生之利，都需要我们协调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然

与经济互促共赢的生态关系，这样才能厚植生态经

济的发展优势。

（二）贯通群众路线，渗透为人民谋福的风尚

群众路线向我们传达的是在生态治理的系统性

工程中，依靠谁去治理、相信谁去执行、为了谁去奋

进的课题。一切为了群众，就必须尽心地满足群众

的生态权益；一切依靠群众，揭示的是要释放群众的

生态智慧；从群众中来，告诫我们要戒除懒政怠政的

作风，深入治理一线，在鲜活的生态实践中提炼宝贵

的经验，并将提炼的成果运用到为群众造福的工程

中去。人民是否得到实惠，在物质和精神方面是否

得到满足，这都不再是量的积累和增长，更多的是品

质的逐步提升。个体作为群众中的一分子，唯有在

和谐有序的氛围中才能更好地释放自我，娴熟地驾

驭各种复杂生态关系，化解困扰群众现实难题，听取

群众真切的呼声，革除那些奢靡浮夸之风、官僚做

派、流于表面形式和迷恋享乐的流弊，方能唤醒群众

的创造热情。渐进共享作为群众路线的价值遵循，

倡导的就是在生产关系中处理好自我与他我的关系

和构筑健康向上的为民风尚，确保群众的问题得到

有效解决。这才是增进群众情感、深化政治认同的

重要手段。

（三）融入世界格局，创设为人类贡献的平台

融入世界格局的中国生态治理，在国际舞台上

展现了中华文化的风采，阐释了中国特色的治理方

案。他国生态治理的经验为中国生态治理的跃进提

供养料，而中国生态治理的素材也将为世界生态治理

宝库的鲜活发展增添色彩。为了将生态命运共同体

的科学设想落地做实，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

在完善共商协同的基础上，找寻沿线国家和区域的利

益共同点，进而打造共治模式下的生态治理长廊。

三、习近平生态治理实践向度的未来瞻望

习近平生态治理思想是在继承前人理论成果和

深耕时代土壤中生成的，它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

在新时代发展的最新成果。在遵循生态为民宗旨的

前提下，基于生态系统问题的现实考量，在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为人民谋福祉的风尚与为人类

发展做贡献的实践举措上奋进潜行，也是马克思主

义生态思想时代化发展的鲜活体现。具体来讲，首

先，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环节，对偏离科学

轨道的治理制度实施改进；其次，在为人民谋福祉的

环节，提出了涵盖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治国

战略，倡导科学谋划国土空间主体功能区的建设，遵

循自然规律，划定生态红线，温和地对待自然和保护

生态；再次，在为人类发展做贡献环节，提出并推进

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

习近平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蕴含的和谐

共生之美，以及“一带一路”倡议释放的共赢互惠之

心，传递的都是我们要在生态治理的国际舞台上贡

献中国方案。习近平生态治理思想中暗含的伦理和

谐之美、互惠共举之心和友好对话之举都是基于异

化的生态治理困境，在思维方式转换和治理举措改

进上做出的为人民谋福祉的用心之举。概而言之，

习近平生态治理思想是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

体系的鲜活发展和时代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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