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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来源

（一）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解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判和超越了资本主义那种

反生态特点的现代化理论。马克思肯定自然和人的

有机联系，他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

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马克思主张，在共产主义

这种“较高级的经济社会形态”中，“社会化的人，联

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

物质变换”，达到“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

盾的真正解决”，自然史和人类史的统一。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揭示了“实践”范畴中人与自然和谐的内

涵。生态文明实践作为一种“自主劳动”，是自由与

自觉、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完

成了的人道主义的统一。

（二）中国传统“天人合一”观念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文化在生态文明建设中

的作用，指出文化具有润物细无声的效果。“道法自

然”“天人合一”等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

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他还经常引用传统

名言说明传统生态智慧，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

“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劝君莫打三春鸟，儿在巢中

盼母归”“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

物力维艰”等。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很多至今仍闪

耀着智慧光芒的说法，如“德及禽兽”、“泽及草木”、

“恩至于土”、“德至深泉”、“川、气之导也”、“仁者以

天地万物为一体”等，都是我们建设生态文化的宝贵

财富。

（三）当代西方生态哲学与生态科学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也广泛吸收了当代西方生

态哲学与生态科学的内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所

产生的生态危机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反

思，生态哲学勃兴，出现了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

心主义、反人类中心主义、生物中心主义、生态中心

主义、动物权利论、大地伦理学和生态女性主义等一

系列思潮和理论。其中，影响较大也得到更多认可

的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可持续性”在本质上不是

“可连续性”，而是资源对于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可支

撑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永续发展理论、生

命共同体理论都吸收了国际学术界的前沿成果，如

拉弗洛克的“盖娅假说”即认为自然是一个能够自我

调节、自我生长的生命系统。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定位、目标与理念

（一）战略定位：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颇有建树地把生态文明提升为人

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

步的重大成果。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

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生态文明

作为人类文明的新阶段，是对工业文明的扬弃，其核

心理念是要求把自然作为具有生命、权利和价值的

系统，把发展置于自然可承受的限度内，与自然协调

共生，共同发展。

（二）建设目标：美丽中国

建设美丽中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良

好的环境支撑，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目标。习

近平同志在主持浙江工作时提出了美丽乡村、美丽

浙江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一思想上升为全局性

的美丽中国建设战略。美丽中国呈现自然固有的本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内涵
及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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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美，更表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美，是自然的人化

和人的自然化的辩证统一。近代工业化过程破坏了

自然的本然美，我国应吸取发达国家的教训，走生态

文明的发展道路，使现代化成为一个人化自然服从

和展现本然自然的生态美的过程。享受生态美是人

的天性，美丽中国建设满足人民对良好生态环境的

需求，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三）支撑理念：生命共同体、环境生产力和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支撑理念包含生命共同

体、环境生产力、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等一系列新理论。

1.本体基础：“生命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

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人的命脉在田，

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

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

物质基础。”生命共同体说明了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和

内在联系，奠定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本体基础。

2.自然基础：环境生产力

2006年习近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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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多次重申这一思想。环境生

产力把生态容量和环境承载力作为生产力要素，确

立了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辩证统一，是对近

代以来工业文明思想的突破。

3.核心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从生命共同体、环境生产力论断出发，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是改

变高碳依赖、高环境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并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要求。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方略

（一）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优先是我国生态

文明建设的基本方针。环境容量限制是经济社会发

展的基本制约。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在不少领域仍

具有粗放型特征，提高资源利用率的空间还相当

大。节约优先，就是要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以最小的

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保护优

先，就是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控制

污染源头，缓解环境和资源压力，避免自然环境的破

坏性使用，实现低环境代价的高质量发展。节约资

源应变革生产方式，用低碳排放代替高碳排放，用资

源的循环利用代替线性利用，用工业 4.0、“互联

网+”、物联网技术来改造传统制造业。同时，还应改

革近代以来的生活方式，减少资源消费，提高物品循

环利用率。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还应改变征

服和控制自然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树立人与自

然和谐的理念。

（二）生态空间布局的整体谋划

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也是中华民

族繁衍生息和永续发展的家园。国土空间具有刚性

约束特点，科学地规划国土空间布局和集约化合理化

地使用迫在眉睫。“生产空间集约高效”，要求提高土

地利用效率，高效利用国土空间。“生活空间宜居适

度”要求生活空间与环境资源协调和谐，避免浪费。

“生态空间山清水秀”要求按生态规律保护自然，修复

生态；留出基本生态用地，规划生态服务、生态防护功

能区；针对具体生态空间划分主体功能区，分别划出

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禁止开

发区域以及建立国家公园制度（首批10个），实施定

向利用和保护。为有效地开展和巩固主体功能区划

分，还应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和“生态赔偿机制”。

（三）绿色发展观

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方向是绿色。绿色发展是

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原则，以低碳循环的生产方

式和生活方式为措施的永续发展模式。绿色是发展

的本质规定，以绿色为基础的发展才是基础牢固的

发展。绿色生产方式包括动力源头的清洁能源、生

产过程的绿色制造和循环经济、产业形态的绿色产

业和低碳经济等具体措施。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是

再造绿水青山，提高生态承载力，扩大环境容量，使

GDP增加成为自然自我修复、恢复秩序的熵减过程，

形成负熵GDP，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经济发展的驱

动力和引擎。

（四）绿色政绩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在主持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提出，发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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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经济增长，“还要看社会发展指标，特别是人文

指标、资源指标、环境指标”。他反对“把‘发展是硬

道理’片面地理解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把经济发

展简单化为GDP决定一切”，提出绿色政绩观，主张

“GDP快速增长是政绩，生态保护和建设也是政绩”，

“既要GDP，又要绿色GDP”。“十三五”规划把“绿色

GDP”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党的十九大通过

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写入了“增强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的内容。

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贡献和意义

（一）生态文明理论的重大创新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包含一系列重大理论创

新。把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新阶段，确定了生

态文明对人类发展的意义；生态文明建设关乎党的

执政地位的思想充实了党的执政理论；生态民生观

发展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认识，确立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的重要内涵；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生态文

明建设的目标；生命共同体论确立了生态文明建设

的逻辑前提；环境生产力论奠定了生态文明建设的

自然基础；“自然修复”恢复了自然在生态文明建设

中的本体地位；绿色发展指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实

践方向；国土空间优化思想完善了生态文明建设的

措施；绿色政绩观明确了新时期领导干部的主体责

任。这些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贡献。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展了唯物论和辩证法。

生态观念丰富了物质概念的内涵，物质运动规律包

含生态规律，人与自然和谐是遵守自然规律的生态

延伸。生命共同体理念反映了山水林田湖等自然的

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深化了人与自然的辩证

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生态系统是几亿年形成

的复杂系统，要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复杂的系

统工程进行操作，“实施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生态保

护和修复”。习近平总书记重视“矛盾运动的基本原

理”，他关于和谐地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的思想丰富

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环境生产力”理论

确立了环境在生产力构成中的基础地位，丰富了马

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优秀传统文化蕴藏着解

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思想。生命共同

体思想是“天人合一”“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思想的发

展，生态文明思想可以说是传统天人合一思想基于

当代实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四）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与中国贡献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生态文明建

设是我们承担大国责任的展现，也是对人类文明的

重要贡献。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社会不会放弃利润

最大化的生产方式去主动地承担生态责任，因而全

球范围的环保事业举步维艰；相反，中国的生态文明

建设则成为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道靓丽风景。绿

色发展理念的提出，把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列入“十三

五”规划和“十四五”规划都是中国对于世界生态责

任的主动承担，也将为世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中国

方案。

（五）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方向指南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

的辩证扬弃，其中包含的肯定自然的价值从而真正

地实现人的价值、实现自然史和人类史相统一的绿

色发展观，具有引领人类文明未来发展的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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