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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视域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反思与重构——学习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心得体会

宋海东

西安翻译学院，中国·陕西 西安 710105

摘 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新的部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占有重要

地位，它的决策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和重要现实意义。新质生产力是绿色生产力，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有利

于引导人们深刻认识新时代新征程中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

健全生态文明环境和治理体系；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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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made new arrangeme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hich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s system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Its decision-making has a distinct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and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green productivity, and green is the background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which is conducive to 
guiding people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new journe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an be carried out from three aspects: perfecting the basic system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mprove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nvironment and governance system; Improve the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mechanism.
Key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man	and	nature;	reflection;	reconsitution

0 前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专篇论述，

使其构成“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的一位，

这是我党对国家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

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绿色发展，究

其本质就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这对我们认识

和推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和历史意义。如今，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

成就，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如何加快社会

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我们党和国家面临的时代新课题。

1 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

当前，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国际合作越来越紧密，

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之间彼此形成相互

联系、相互依赖的有机体。在各国都致力于发展本国经济的

进程中，世界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由于多方面的影响生态

环境也变得越来越糟糕，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严峻的

考验，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等问题。具体表现

在：大气环境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污染物排放总量高；水

资源缺乏严重，水质有待提高；人口激增导致资源缺乏；森

林覆盖率低，分布不均；水土流失严重，土地沙化十分突出；

自然灾害频发，旱涝交替出现；制度建设不完善等。这些生

态环境的恶化，不仅给人类带来了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而

且严重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面对这些问题，党和政府迅速做出反应。自从党的

十七大首次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新理念后，党的十八

大再次强调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又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上升到“中国式现

代化”的内涵之一，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

任务，总基调是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聚焦建设美丽中国，

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不到一个月，《关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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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印发，这是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后的第一份抓改革、抓落实的中央文件，从而把

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又一次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

高度，这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 新质生产力理论对生态文明的反思

生产力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改造和影响自然以

使其适合社会需要的物质力量。这句话表明了生产过程中人

与自然的关系。新质生产力是“超越”了传统生产力，其核

心是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标志，构建人与自然生态系

统之间的协调统一，其特质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同步推

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价值，为高质量的发

展助力。

2.1 实践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根本命题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依托实践揭

示了社会生产与自然形态变迁的内在联系。近代工业革命以

来，机器化的大生产在经济理性的主宰下抽离了原始社会人

与自然的“和谐”，对自然界的消耗和破坏带来的不仅仅是

生态危机，更是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的理念危机。进入现代

社会，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实践、不懈奋

斗，探索与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创造

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当下社会生产已经转向“新质”，开辟

了生态文明建设新的局面，从根本上实现了生产力“质”的

有效提升，实现了全生产要素的良性互动和融合发展。

新质生产力是以技术创新为主线，是在传统生产力上

的创新性突破，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新

质生产力为科技创新激发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

持，彰显科技赋能实践的跃升。在实践中凸显平衡经济发展

与生态保护。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既要在造就高技术含量

的生产要素“求质”“求新”，又要在倡导“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这是新质生产力顺应产业革命、回应现代

化实践要求，是构筑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

2.2 用系统思维看自然、人以及社会之间的辩证运

动关系
恩格斯说过：“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

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这是对普遍联系和系

统观念经典的哲学表达。系统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

重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辩证法深刻地分析了现

代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社会）整体联系，整个自然世界

和社会世界不仅是运动发展的过程集合体，而且各个领域内

部和领域之间存在着“近乎系统的形式”的内在逻辑联系。

照此理解，对新质生产力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阐释，必然要

从理论层面把握其内在结构与运行机理。新质生产力实现了

生产力水平的提升，通过创新科技、配置方式、组织形式，

推动全生产要素系统化整合，围绕绿色低碳转型，维持其生

态系统的良性互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创新生产

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

顺畅流动。”

生产力是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它体现了人和自然的

关系，是附着在人自身之内的力量，通过人的实践过程实现。

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

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传统生产力更多表

现为技能型劳动，即使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所使用的机器

设备也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产出更多的所需产品。相比之

下，新质生产力是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依托人工智能、

互联网等劳动生产方式颠覆性的变革，更加注重智能化、绿

色化、低碳化、生态化。此外，新质生产力还推动教育、科技、

人才的相互协调发展，助力高质量持续发展。

2.3 准确把握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共生关系
人作为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形

成的产物，自然界为人类提供赖以生存的生产和生活资料，

为人类的生产实践提供了场地。恩格斯就在《路德维希·费

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自然界是不依赖

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即自然界的产物本身赖以

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这就是

说，人类活动是无法脱离自然而独立存在，两者始终处于有

机的统一，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

习时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

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新质生产力

与绿色生产力的内在联系，也表明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社

会发展的价值追求。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发展开辟出新的路

径，为人类实现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新的现实前提。与传

统生产模式相比，“新”更注重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下的新

理念、新技术、新动能的可持续发展；“质”更注重创新要

素与环境生产要素下的新模式、新产业、新业态的高质量发

展。这种融合必将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实效应。另

一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

要着力点，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提供重要支撑保障。当前中

国推动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卡点和瓶颈，需着眼于新质生产

力高附加值产业创新与应用，要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

才链深度融合，亟待形成合力，准确把握人与自然是和谐统

一的共生关系。

3 新质生产力理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构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关系

到人民福祉和中华民族未来的全局性、战略性、根本性问题。

结合新质生产力的有关理论，生态文明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建设。

3.1 加强生态教育，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做好

保护与开发的平衡之路
任何一个想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国家都必须注重教育

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性。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



环境与发展 6卷 9期 ISSN：2661-3735(Print)；2661-3743(Online)

237

约束不良行为，更是为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提供条件。因

此，在加强生态教育的同时，建立相应的自然资源保护制度，

找准旅游保护与开发的平衡点，逐步完善实现绿水青山的守

护与增值，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通过

在各层级开展生态教育、制度教育、形象教育，使人们认识

到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有助于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还能促

进经济的发展。通过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可以实现生

态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推动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2 强化生态优先，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把绿

色当成鲜明底色，走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已成为新时代的发展征程中的共识。绿色发展是必由之

路。经济发展不能止步，但发展的方式必须转变。逐步推进

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体系，以及监管体系，要积极推动产业绿

色化转型，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清洁能源产业等新兴产

业，让绿色成为经济发展的鲜明底色。在保护与发展的双重

努力下，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系，法律法规政策体系。让自

然生态资源不仅保持其原有的自然魅力，还焕发出了新的生

机与活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以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守护好我

们的绿水青山，开创出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得益彰

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以“绿”为笔书写生态文明建设的华美

篇章。

3.3 推进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健全绿色低碳

发展机制，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生态经济之路
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是中国在推动实现中国式现

代化的过程中探索出的现实路径之一，统筹推进产业生态化

与生态产业化，对于中国全面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大战略

意义。新征程中，作为一种新的更高阶的发展形态，产业生

态化赋予经济生产主体更高的生态效益和社会价值，在实现

利润增长的同时能够实现经济、生态和社会发展的共赢。但

是，在推进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要始终为绿色低碳发

展提供坚实物质技术基础，满足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向往、对美丽生态的期待，这样才能达到产业生态化、生

态产业化，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能打

造中国式现代化生态经济之路的核心要义与价值所在。

当前，世界范围内产业变革正在蓬勃兴起，新一轮的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

史性交汇，这为我们推进绿色发展提供了难得的重大历史机

遇。面向未来的新型产业发展格局和经济增长模式，坚持既

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的发展理念，在保护生态中加快

发展，在加快经济发展中建设生态文明，积极探索经济与生

态协调发展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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