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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生态文明建设

付凯

重庆市武隆区隆江城市建设有限公司，中国·重庆 408599

摘 要：论文深入探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作用。阐述其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在回

答生态文明建设重大问题、遵循自然规律、回应民生需求及提供全球治理智慧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通过分析

人与自然、发展与保护、环境与民生、自然生态各要素间关系，揭示其理论内涵。并结合实际，从贯彻新发展理念、

落实制度体系、强化环境治理及参与全球治理等方面提出实践路径，旨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向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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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d by the Though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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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in depth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socialist ide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era. Elaborate on it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in answering major issues related to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following natural laws, responding 
to people’s livelihood needs, and providing global governance wisdom. 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environment and livelihood, and natural ecology,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are 
revealed. And combined with reality, propose practical paths from the aspects of implementing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implementing institutional systems, strengthening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governance, aiming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o a new h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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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自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了“五

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之中，从而诞生了生态文明思想。这一

思想不仅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还成为行

动的指南。在生态文明思想的引领下，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

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我们见证了生态环境质量的显著

改善，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然而，我们仍然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如在一些地区

环境污染问题依然严重，生态系统表现出脆弱性。这些问题

迫切需要我们深入贯彻生态文明思想，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以确保我们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些环境问题，保障国家的

长远发展和人民的福祉。我们必须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是

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持续的创

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宜居的地球。

1 生态文明思想的时代意义

1.1 理论创新意义
生态文明思想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

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规律的认识

达到新高度。它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

度，融入国家发展的总体布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增添了新的内涵。例如，在传统发展理论中，经济增长往

往被置于首位，而生态文明思想强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

护的辩证统一，创新了发展理念。

1.2 历史传承意义
中华民族向来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传统智慧，如

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生态文明思想传承和弘扬了这些

优秀传统文化，同时结合现代社会发展需求进行创新。它站

在历史的高度，审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指出生态兴则文明

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为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指明方向。

1.3 现实指导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生

态文明思想顺应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将生态环境提

升到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关系民生的重大社

会问题的战略高度。生态文明思想秉持着良好生态环境当属

民生福祉这一观点，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着

力去解决那些影响人民健康的各类环境问题，进而满足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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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优美生态环境所怀有的需求。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以这些

理念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具有

重要意义。

1.4 世界贡献意义
面对全球生态环境挑战，生态文明思想秉持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

案。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推动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

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达成共识，提升了制作国在全

球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引领地位。

2 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内涵

2.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的生存和

发展依赖于自然，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

一理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

在实践中，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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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城市规划中，增加城市绿地

面积，保护湿地生态系统，为城市居民创造更加宜居的生态

环境。

2.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刻阐明了生态环境保

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自然生态具有价

值，我们可以通过改革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将自然

价值、自然资本转化为经济价值、物质资本。例如，一些地

区发展生态旅游，利用当地的绿水青山吸引游客，带动了当

地经济发展，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的双赢，如表

1 所示。

表 1 2018—2022 年生态旅游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情况数据汇总

年份 生态旅游收入（亿元） 带动就业人数（万人）

2018 500 10

2019 600 12

2020 400（受疫情影响） 8

2021 700 15

2022 800 18

2.3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被视为最公平的公共产品，

它为所有人提供着最普遍的民生福祉。我们推动经济发展，

其根本目的是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然而，保护和改善生态

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的福祉。因此，我们必须加快步伐，

努力改善生态环境的质量，以便能够提供更多的优质生态产

品，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在一片蔚蓝的天空、绿色的大地和

清澈的水域中进行生产和生活。

2.4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
生态是一个统一的自然系统，它由相互依存、紧密联

系的有机链条构成。人类的生存与繁荣与土地息息相关，而

土地的生机与活力则依赖于水资源的丰富与纯净。水的循环

与供给又与山脉的植被覆盖和土壤质量紧密相连，山脉的健

康状况直接影响到土壤的肥沃程度。土壤的肥力又与森林和

草原的生态状况密不可分，这些自然元素共同构成了一个生

命共同体，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进行生态环

境治理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从系统工程和全局的角度出发，

统筹考虑自然生态的各个要素，实施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

综合治理。例如，在进行流域治理时，我们需要综合考虑上

下游、左右岸的生态保护，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和管理，确

保整个流域的生态平衡，从而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

坚实的自然基础，如表 2 所示。

表 2 生态系统关系表

生态要素 相互关系 对生态系统的作用

山 涵养水源、保持水土 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水 为生物提供生存条件 促进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

林 调节气候、提供栖息地 保护生物多样性

田 提供粮食和农产品 保障人类的生存需求

湖 调节水资源、净化水质 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

草
防止水土流失、保持土壤

肥力
促进生态系统的能量流动

3 以生态文明思想引领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
路径

3.1 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
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保持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

定力，妥善处理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在追求环境效益、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多重目标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努力寻

求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通过实现生态环境的高水平保护，

我们可以有效地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不仅

能够起到倒逼作用，还能发挥引导、优化和促进的多重功能，

从而加速形成绿色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具体来说，我们

可以鼓励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循环经济，以减少资

源的消耗和环境污染。

3.2 落实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为了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必须建立健全一系列生态

环境保护制度，这包括但不限于生态补偿制度、环境监管制

度以及其他相关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旨在为环境保护提供

坚实的法律和政策基础。同时，我们还需要加强这些制度的

执行力度，确保它们能够成为刚性的约束，成为不可触碰的

高压线，从而在实际操作中发挥出应有的效力。例如，环境

影响评价制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要求在项目实

施前进行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估。对于那些不符合环保要求、

可能对环境造成严重损害的项目，我们必须坚决不予审批，

确保不会因为短期的经济利益而牺牲长远的生态环境健康。

3.3 强化生态环境治理
为了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的质量，我们应当加大在生

态环境治理方面的投入力度，这包括但不限于加强大气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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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水污染以及土壤污染的防治工作。通过科学合理的措施，

我们可以有效地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保护和改善我们的自然

环境。此外，推进生态修复工程也是至关重要的，这有助于

提高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例如，我们可以开展沙漠化

治理项目，通过植树造林和恢复植被的措施，逐步改善沙漠

地区的生态环境，使其变得更加宜居，同时也有助于减少沙

尘暴等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为周边地区带来积极的影响。

3.4 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秉持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我们致力于建设性地

参与全球环境治理。通过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我们不仅分

享了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丰富经验，而且积极为全球

的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的力量。举例来说，我们积极参与

了《巴黎协定》的实施过程，努力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应对气

候变化行动，以期实现更加绿色、低碳的未来。

4 结语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为中国的生态文明

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而且也为我们指明了行动的方

向和指南。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思想的时代意义和理论内

涵，积极探索和实践其指导下的路径，对于推动中国生态文

明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以及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作出积极贡献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

我们要不断深入贯彻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推向一

个更高的水平，确保我们的自然环境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可持

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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