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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十个坚持”的基本命题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和深厚的哲学意蕴，其从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认识论和实践论三个基本维度进行思想体系构建。其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

观为思想原点，解决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的元哲学问题；以生态历史观、生态发展观、生态民

生观等为逻辑展开，从文明形态、发展道路、价值立场等方面进行了“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的理

论建构；以生态政治领导观、生态系统治理观、生态法治观、生态全民行动观、生态全球共赢观等为

方法论指导，回答了“怎么建设生态文明”现实问题，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总的遵循，为建设美丽

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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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 are strict logic and profound philosophy in the “ten principles”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hich are constructed on the basis of Marxist view of nature, epistemology and practical 
methodology. Starting from the view of nature that man and nature coexist harmoniously, the “ten principles” have 
answered the question “wh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hould be built”. Based on the concepts on ecological history, 
ec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people’s livelihood, the “ten principles” have constructed the theory on 
building “what kind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erms of its form, way of development and stance. Guided by the 
methodology of ecological political leadership, ecological system governance, ecological rule of law, ecological 
national action and ecological global win-win view, the “ten principles” have provided answers to the question 
of “how to buil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ten principles” serve not only as a general guidance for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but also as a Chinese concept and approach for building a beautiful world and construct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words：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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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将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内涵由原来的“八个坚持”拓

展为“十个坚持”，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2-3。如何

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十个坚持”基本命题的核

心要义、丰富内涵、内在逻辑和实践要求是当前

我们所要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从哲学层面去阐

释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并指导具体实践是我们党的

优良传统与重要经验，所以，洞悉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十个坚持”的哲学意蕴，对我们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和实践价值。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自然观：坚

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理论建构，都有其思想的

原点，或者说是思想的逻辑起点。而如何正确认

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首先

要解决的最核心、最本质的问题，也是其思想大

厦的生态哲学基石。

从人类起源史来看，人与自然密不可分，人起

源于自然，人依靠自然而生存；从人类社会发展

史来看，人类社会也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

产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和人类社会的发展

史就是一部人与自然关系发展进程史。随着人类

社会的不断进步，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也

逐步得到深化。

“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

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2]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

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石，它主要

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统一于物质性。“人

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

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生

活。”[3]56-57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相互依存，互为条件，人是自然界物质的“人”，

自然界是人和人类学的自然界。二是生产劳动实

践是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中介，劳动是人类社会

发展的动因，是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工具，是

达到“自然人化”“人化自然”的唯一途径，实

现了自然的优先地位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相

统一。三是达到“两个和解”。基于资本逻辑和

人的双重属性，马克思、恩格斯从“人—自然—

社会”整体联系中提出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

的双重和解”命题，认为未来的共产主义是人与人、

人与自然界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人与自然的物

质交换将以最无愧于人类本性的方式进行，“第

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4]。

习近平总书记以深邃的理论思维和历史眼光，

在历届中共领导人生态观的基础上，汲取中华优

秀传统生态智慧和西方环境学说的合理部分，发

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核心概念和思想内核，把人与自然关系的

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为新时代生态文明思

想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原核和基本原则。其生态自

然观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人与自然是生

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统一于物质世界，也必然统

一于一个生命共同体，其两者不是从属与被从属、

主宰与被主宰、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平等

友好、血肉相连的关系，相伴相生，生命与共，

人离不开自然的馈赠，自然也离不开人的呵护，

人与自然达到价值的统一。二是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保护自然。自然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

觉，失之难存。既然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那

就必然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不能破坏自然、穷尽

自然，不能以超出自然所能承受的价值损害来实

现人的无节制的价值欲望。所以，必须要像保护

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

态环境 [5]395，从生命价值上尊重自然，从生命理

念上顺应自然，从生命行动上保护自然。三是坚

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矛盾的普遍性原理中可

知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时时有矛盾，事事

有矛盾。可见，人与自然同样是矛盾的统一体，

既对立又统一，既统一又对立，并在一定条件下

实现相互转化。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

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的；当人类无序开发、

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 [6]360。

所以，遵守自然规律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

相统一的，只有纠正人的行为，控制人的欲望，

才能真正确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

本质观，“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生

态行动价值观，才能实现“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

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共产

主义”[3]83，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社

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个认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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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基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根本大计和全人类

社会的理想追求，基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

社会矛盾冲突的现实，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建

设清洁美丽世界的中国目标与世界未来图景，也

为“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找到了哲学的元依据。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认识论：理

解和把握好“三个辩证关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认识论上提出了一系

列重大命题和论断，既是建设美丽中国的科学指

南，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认

识论的新发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认识论主

要围绕对“三个辩证关系”的认识而展开。

（一）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

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到历史观中，就是如何认

识人类史与自然史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

然史和人类史。……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

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7]21 自然史与人类史统一

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自然史就是一部生态演

变史，人类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变迁史，从这个

意义上说，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关系就是生态与文

明的关系。正是人与自然、生态与文明关系的历

史演变推动了人类文明不断从低级走向高级。

人类文明起源于原始文明，发展于农业文明，

裂变于工业文明，“文明向何处去？”习近平总

书记在准确把握自然史与人类史、生态与文明关

系中，提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的生态历史观，实现了对“建设一种什么样的文

明形态”的科学解答，彰显了我国新时代生态文

明建设的历史依据。

这种生态观源于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辩证认

识。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生态环境的变化

直接影响着文明的兴衰更替。“生态兴则文明兴”，

奔腾不息的中国母亲河长江、黄河，孕育了灿烂

辉煌延绵不绝的中华文明；世界第一长河尼罗河

哺育了古老的埃及文明，成为古埃及人的“生命

之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孕育了璀璨夺

目的古巴比伦文明；恒河孕育了古印度文明等。“生

态衰则文明衰”，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衰退成为导

致古埃及、古巴比伦文明衰退的最直接的原因。

一度辉煌的楼兰文明、生机盎然的河西走廊随着

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而繁荣不再，逐渐被历史所

尘封。实践一再证明，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

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 [6]360-361。

这种生态观源于对工业文明的深刻反思。马克

思主义认为，人类文明历史演变进程可以划分为

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三个由低级向高

级发展的不同阶段。原始文明阶段，以人对自然

绝对服从为特征，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人对自

然界是“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7]35。

农业文明阶段，铁器时代的到来使人从自然界分

离出来，但人改造自然的能力依然十分有限，人

与自然的关系总体和谐。工业文明首先在西方兴

起，蒸汽、电气以及信息时代的相继到来，在创

造了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对自然造成了极大的破

坏，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矛盾冲突中发展，走在了

生态崩溃的边缘。

这种生态观源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层

批判。西方文明的资本逻辑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排

他性的生产目的，导致劳动本质的异化，造成对

工人、自然的双重剥削。实践证明，资本主义制

度无法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以及人

与自然的矛盾，也无法彻底解决生态危机问题。

生态产业与生态科技的应用，以及想方设法把环

境问题向发展中国家进行外部转移，使西方发达

国家环境问题在其内部实现了局部缓解，但这是

以牺牲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权益、导致全球环

境恶化为代价的。恩格斯曾警告道：“如果说人

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

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人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人服

从一种真正的专制。”[8]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化了三个方面的认识：

一是生态与文明具有因果逻辑关系，生态兴衰是

文明兴衰的原因，文明兴衰是生态兴衰的结果。

生态始终处于优先的地位，是文明发展的前提和

先决条件。人类文明的进步必然要遵从自然生态

演变的内在规律，人类活动必然要节制在自然生

态可承受、可调节、可控制、可循环的范围内。

建立在生态环境损害基础上的文明，必定是一种

不可持续的文明，必定被新的文明所取代。二是

西方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要求

的矛盾以及资本贪欲无度的本性与生态资源有限

性的矛盾无法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中得到彻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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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是人类最高文明的论断

破产。三是生态文明是一种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

文明。这种新型文明体现为对自然中心主义和人

类中心主义的超越，不再片面地强调遵从自然法

则，忽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不再片面地强调

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自然规律，体现为一种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命运与共的新型文明。正是在

这个认识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之路，赋予它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性，

赋予它现代化道路的生态意蕴。这条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发展中国家现代

化道路提供了中国方案，避免了西方工业文明是

唯一现代化道路的“文明陷阱”。

（二）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坚持绿色

发展

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到发展观中，就是如何正

确把握生态与发展、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问题。“正确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的关系，

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现代化

建设的重大原则。”[6]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把握自

然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我

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

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9] 的

“两山”论和“绿色”是重要组成部分的新发展理念，

他从理论上正确分析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辩

证统一关系，为我们“走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提供了全新核心理念和战略路径。

“两山”论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涵：“既

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是第一层含义，主

要是指在处理生态与发展的关系时，既不能“只

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只讲索求不讲投

入，只讲发展不讲保护，只讲利用不讲修复，以

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一时一地发展；也不能

“只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只谈生态环

境的保护，而忽视发展、放慢发展或放弃发展，

回到“小国寡民”时代，而是既要强调环境的生

态保护，也要强调在环境资源可承受程度内的发

展，实现两者兼顾，实现生态和经济的协调发展。

形象通俗的话语彻底破除了生态与发展的对立思

维，纠正了非此即彼、两不相容的错误观念。“宁

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是第二层含义，是

对第一层含义的补充与升华，是指在面对生态与

发展作“两难”选择、必选其一的特殊情形时，

必须作出的诀别性选择，其突出了遵循自然发展

规律的优先地位，强调了“绿水青山”是发展的

基础和前提条件。对此，我们绝不能断章取义、

片面理解，因为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科学运用马

克思主义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生动体现。“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第三层含义，这个认识

达到了人与自然、生态与发展相融相生的最高境

界，两者互为条件，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

经济财富 [6]361，体现了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

一、生态属性和经济属性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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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把生态系统纳入生产力

范畴，实现了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统一，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生产力论。

“两山”论本身就是一种发展观念的革新，它

破解了生态与发展二元对立的难题。绿色是大自

然的底色，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是人类社会

的生命色。绿色发展主张跳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

认识的误区，承认自然价值，达到一种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绿色发展是人类永续发展

的必然选择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内在要求。

我们既不能走“只发展不保护”“只保护不发展”

的死路，也不能走“重发展轻保护”“先发展后保护”

的老路，更不能走“只讲自身利益，转嫁环境危机”

的邪路，而是要走“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

山”的新路，自觉抛弃“高投入、高消耗、重污

染”传统线性非循环的经济发展方式，建立以产

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非线性循环的生

态经济体系，严格把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控制在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可承受范围之内，保护自然

内在价值和促进自然资本的自我修复和自我增殖，

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正是在这个认识的

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发展理念，为“新

时代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注入了“绿色”

基因，实现了发展观的深刻变革，找到了一条优

化空间布局、调整产业结构、改进生产方式、推

进绿色生活，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

符合我国实际的绿色发展新道路。

（三）坚持良好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到价值观中，就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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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处理生态与民生的关系问题。“生态环境是

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

生的重大社会问题。”[6]359 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人民

立场，提出了“良好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的生态民生观，这是他自觉践行党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江

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理念的生动体现，

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价值追求和宗旨要求，

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什么样

价值立场”的时代之问。

习近平生态民生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

是坚持生态惠民，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

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主要

矛盾的阶段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比以往

更加强烈，需求更加丰富多元，品质要求更加高。

“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

为了民生”[6]362，我们必须不断提供更加美好的生

态环境、更加优质的生态产品，满足人民对生活

生态发展的新需求，使优美的生态环境成为改善

人民生活品质的幸福增长点，使人民切切实实获

得最优的生态产品和最大的生态实惠。二是坚持

生态利民，着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我国生

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转折性变

革，出现了全局性的变化，但生态环境质量的质

变仍道阻且长，重点区域、重点行业污染问题还没

有得到根本性地解决，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还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与人民对美好生态环

境的需要和期盼还有较大差距。对此，习近平总

书记要求要集中攻克老百姓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

问题，让老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生态环境质量改

善 [11]364。三是坚持生态为民，不断实现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

也是幸福。”[6]36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公共产品，

也是人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要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把自然从资本逻辑的“陷

阱”中解放出来，还自然“最公平公共产品”社会

属性，让人民共享生态财富，“让人民群众在绿水

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2]，

最终实现生态正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论：践

行“五种行动”

思想的真理性在于其实践伟力。生态文明思想

体系构建的逻辑终点必然回到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本身，实现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真理认识

和真理实践的过程，实现对“怎样建设生态文明”

方法论、实践论的科学解答。

（一）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

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的根本大计，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

问题。”[1]1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生态文明建设

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旗帜

鲜明地提出必须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

导，强调党的领导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

保证。

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主要有三

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只有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才

能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赋予生态文明社会主义

属性，从性质、方向和前途等方面与资本主义生

态环境保护本质的区别开来，实现一种超越工业

文明的更高形态文明。二是只有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才能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前途，赋予生态文

明人类共同价值追求。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的价

值立场，最终目标是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和人的自

由全面发展，其“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

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11]425 的价值主张符合全

世界人民的整体利益和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三是

只有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才能形成强大的政治动

力机制，实现我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深化了党的领导地位的认识，在准

确把握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关系的

基础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最大优势的重大政治论断 [6]16。党的领导是全面

的、整体的，也是具体的、生动的，必然是社会

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保证。

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就必须毫

不动摇地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

置 [11]360，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

局、基本方略、新发展理念、强国目标中所包含

的生态文明思想和绿色发展理念，实现党的主张、

国家意志和人民意愿的高度统一；必须在生态文

明建设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的基

础上，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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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和实践创新；必须充分发挥党的政治领导力、

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以强烈

的政治责任与生态担当，健全政治动力机制，凝

聚磅礴之力，提升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二）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

从 2013 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山水

林田湖是生命共同体，到 2018 年全国生态环境保

护大会正式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从

2021 年全国“两会”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统筹

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到 2021 年 7 月强调坚

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无

不反映了系统思维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科学运用。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是“人与自然

是生命共同体”重要论断的理论延伸和具体表征。

其反映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狭义的自然界是

一个具有内在紧密联系的复杂系统，系统内各构

成要素独立存在，但又普遍联系相互发生作用，

形成一个循环往复的有机整体，即山水林田湖草

沙统一于一个自然生命整体。二是广义的自然界

也是一个生态有机体，它覆盖了包括人在内的整

个客观世界，各个构成要素相互依存、紧密相连，

正如人的命脉在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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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3，人与

自然通过“命脉”紧紧联系在一起。三是生命共

同体存在对立统一关系。自然生态体系中某一生

态要素遭到损害，必然引起一连串的不良反应。

如毁坏了林和草，就破坏了山，山储藏不了水，

水要么干枯，要么变成了洪水，最终导致水土流

失，生态失衡与破坏。生态体系中的各要素是“一

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共生关系，并且是一种动

态平衡的共生关系。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就是

要坚持系统治理观。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关

键期、攻坚期和窗口期，必须科学运用系统思维，

从生态全局把握整体，着眼长远把握未来，算大账、

综合账。实行整体性保护，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

要素，整体施策、综合治理，坚决打赢污染防治

攻坚战，捍卫蓝天碧水净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治理好水污染、保护好水环境，就需要全面统

筹左右岸、上下游、陆上水上、地表地下、河流

海洋、水生态水资源、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6]393

开展系统性修复，构建国土空间生态安全格局，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改善

受损生态状况，让透支的资源环境逐步休养生息。

通过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保护与修复，

不断提升生态系统整体性的循环能力，把自然的

自我修复能力还给自然，促进生态平衡、生态稳

定和生态质量的全面改善，达到系统治理的最优

方案、最好途径和最佳效果。

（三）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

环境

自然生态的威胁主要来自人类本身，如何限制

人的行为和经济活动，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现实

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实行最严格的

制度、最严明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

可靠保障。”[10]106

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坚持问题导向，靶

向治疗。习近平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

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

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 [6]363。这

一论断抓住了生态保护问题症结所在。二是加强

制度创新，织密制度网络。只有不断完善制度体

系建设的“善制”，健全法制体系建“良法”，

才能真正做到有制可循、有法可依，才能真正把

生态文明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三是强化制

度执行，让制度发威生效。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

行，只有广泛宣传，才能让大家知法度、守法制，

只有严格执行，才能立权威、知敬畏、正行为，

才能让制度真正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

高压线”[6]363。

坚持习近平生态法治观，就是要把最严格的生

态制度、最严密的生态法治作为生态保护和生态

治理的最重要的手段与途径。着力制度创新，积

极推进“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全面

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

度、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等四项重点任

务，全面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着力法制建设，

在已出台和修订的防治法、保护税法、适用刑法

相关规定等基础上，加快建立绿色生产、绿色消费、

绿色生活等方面的法律制度，形成完备的生态文

明法制体系。着力制度落实，综合运用行政、法治、

市场、科技等多种手段，强化制度执行和环境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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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行政公正和司法公正，守住生态正义防线和

底线，把制度和法治的刚性和权威立起来，全面

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法治化、科学化水平。

（四）坚持建设美丽中国全民行动

生态文明事关人类生存之根基，事关文明之

兴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社会力量在哪里？

这是我们必须要解决好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坚持建设美丽中国全民行动主要包括三个方

面的含义。一是人民大众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

力量。这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唯物史观在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直接体现，也是“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民观的

实践要求。二是人人要做绿色生活的倡导者、行

动者。绿色发展重在生产方式的变革，而绿色生

活重在生活方式的转变。现代社会生活重物欲高

消费、重享乐大消耗的特征越来越成为生命地球

的不可承受之重，必然要向一种适度、理性、简约、

绿色的新生活方式转变。而这需要每一个人都不

能做旁观者、局外人、批评家，要从自我做起，

自觉履行关注生态环境、节约能源资源、践行绿

色消费、选择低碳出行、分类投放垃圾、减少污

染产生等个人生态伦理规范，实现生活行为的自

我生态约束。三是人人要做绿色生态的建设者和

贡献者。每一个人除了约束自己的个人生活行为，

更要履行呵护自然生态、参加环保实践、参与监

督举报、共建美丽中国等保护自然的社会生态伦

理责任，形成一种共同履行、共同监督、共同建设、

共同享有的社会生态氛围和风气。

坚持生态全民行动观，就要把全体人民动员起

来、组织起来和行动起来。加强生态文明价值观

的宣传教育，提升全民生态环境素养，构建生态

文化体系。把生态文明自然观、历史观、价值观、

发展观等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体系，传播

生态文明理念，弘扬生态道德，营造崇尚生态文

明的良好生态文化氛围。推动形成文明的生活方

式和消费方式，提升生态行动自觉。从你我做起，

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自觉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

碳的生活方式，自觉践行资源节约、循环利用的

消费方式，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发挥其他主

体示范引领作用，聚成生态行动合力。要健全党

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

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11]366，发挥党政机

关带头作用，创建节约型机关；强化企业主体责

任，创建绿色工厂；推动环保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打造生态保护生力军；畅通公众参与机制，加强

生态监督。

（五）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本身既包含了自

然生态内在系统运行的整体性、同一性和关联性，

也包含了各国人民作为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的整

体性、同一性和关联性，大家同住一个地球村，

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

倡议：“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

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6]364

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主要包括三个方

面的内涵。一是各国和各国人民属于人类命运共

同体。人类具有共同的生存根基、共同的发展诉

求、共同的各类挑战、共同的人类社会责任，人

类相存相依、生死与共的关系从未像现在这样明

显和重要。正如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这个世界，

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

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

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的命运共同体。”[12] 二是共建清洁美丽世界是

全人类的共同梦想和共同目标。人类文明的车轮

在滚滚向前，但经济发展在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

同时，也带来了自然资源的巨大消耗、生态环境

的严重破坏，“人类对自然的需求已经超过地球

的可供给能力，地球严重生态超载”[13]，人类面

临着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生态赤字。人类必须携起

手来，守护共同赖以生存生活的生命地球，共建

共享清洁美丽世界，这才是各国和各国人民的唯

一出路和不可推卸的共同责任，任何国家任何人

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三是各国要携起手

来共同面对挑战、共同承担生态责任，构建全球

生态治理新秩序。全球化的潮流不可逆转，但世

界在深度融合的同时，也遭遇逆全球化、单边主

义和生态霸权的威胁，全球生态治理困难重重，

人们亟需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形成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共识，摒弃零和博弈思维，

纠正生态危机转嫁发展中国家、损害发展中国家

生态权益的不公正的霸权做法，维护全球生态正

义，加快构建“共商共建共享”全球生态治理新

秩序新格局，共同创造清洁美丽世界和全球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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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未来图景。

我国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

贡献者、引领者 [6]364。面向未来，我们将主动承担

同自身国情、发展阶段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责

任，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进一步加强

国际合作，恪守《巴黎协定》，履行碳达峰碳中

和减排承诺，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深度推进

“一带一路”绿色建设，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的基础

上 [5]509-510，构建绿色发展伙伴关系，让生态文明和

绿色发展的理念与实践造福各国人民。深度参与

全球生态治理，倡导各国生态文明建设交流互鉴、

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维护发展中国

家平等参与权、发展权和生态权益，倡导共同但

有区别的生态责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的重大

成果 [1]3。它的“十个坚持”基本命题具有严密的

逻辑结构和深厚的哲学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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