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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8 年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正式确立了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内涵集中体

现在八个坚持上，即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坚持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良好生态环

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

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坚持建设

美丽中国全民行动，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普遍原

理，扎根于国情，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我国 40 年改

革开放之后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时代下，对人

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的新

认识、新发展和新实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

贡献，对中国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是在人类社会经历了

两个多世纪的工业文明之后进入可持续发展时代下对马克

思主义的新发展，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源自于三个方面的理论与实践：

一是源自于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继承和

发展，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和中国发展历史中如何处理

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经验教训的高度概括和理论升华，即

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和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生态

文明建设的基本理念和方略；二是源自于全面深化改革和

依法治国思想及其实践，即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

治保护生态环境，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和路径保障，

必须通过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来实现；

三是源自于相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生态文明的逻

辑起点是工业文明所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及其与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两山论”“生态环境民生

福祉”“生命共同体”“全民行动”“共谋全球建设”等思想

是对环境与经济、环境与社会、环境与全球治理、环境与

政治关系规律和生态环境科学理论的深刻把握，这是生态

文明建设的方法、目标和制度。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价值，在于全面完成了生

态文明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战略布局和

实践部署。这一战略布局和实践部署，推动生态环境保护

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1 “两山论”与环境经济规律

资源环境问题类型、程度及其影响状况与工业化和城

市化进程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或工业

化进程大致经历了农业大发展（1978—20 世纪 80 年代中

期）、轻工业大发展（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90 年代中期）、

重化先导（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重化工业（20 世纪 90 年

代末开始）和经济新常态等 5 个阶段。与不同时期产业特征

相适应，我国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迅速恶化的。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期之

前，我国生态环境形势总体态势是“局部恶化、总体基本

稳定”；进入高消耗、高排放的重化工阶段后，就转为“局

部改善、总体恶化尚未遏制、压力持续增大”。

我国对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状况的认识进程是同环境

与经济矛盾的演变状况相适应，并逐步深化的。1997 年召

开的党的十五大首次对环境与经济关系问题做出判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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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给资源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党的

十六大强调，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

日益突出。党的十七大认为，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

大。党的十八大强调，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

问题依然突出。201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资源环境

承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2015 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认为，生态环境特别是大气、水、土壤污染环境严重，已

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2018 年的全国生态环

保大会对生态环境形势做出“稳中向好趋势、但成效并不

稳固”的判断，这有两个含义：一是经过艰苦努力，生态

环境总体恶化趋势得到遏制；二是在以增速换挡、结构调

整和动能转换为特征的经济新常态下，经济社会活动对资

源环境压力的增量收窄、强度减弱。但从生态环境问题和

质量状况看，目前仍处在压力最大、风险最大、问题最严

重的高峰平台期，生态环境保护仍处在压力叠加、负重前

行的关键期。所以，党的十九大报告认为，生态环境保护

任重道远。

与认识进程相一致，我国处理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的

战略部署也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逐步展开的，并

与国际环境发展进程基本同步。1992 年联合国环境发展大

会之后，1994 年我国率先发布了《中国 21 世纪议程》，首

次提出转变传统发展模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1996 年，

“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规划纲要提出，实施科教兴

国和可持续发展两大战略，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

经济增长方式两个转变。

总体上，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之前，我国对环境经济

规律的认识及其对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安排上，特

别是从相关实践情况看，基本还处在“重经济增长、轻环境

保护”的状态，即“宁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例如，

1989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条规定，“使

环境保护工作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在实践中，

普遍存在环境保护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情况。2005 年，国

务院发布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首

次提出，使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2014 年新修订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采用了该原则，第四条改

为了，“使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

本世纪初，在浙江、福建、江苏等东部沿海地区，出

现了诸如安吉、张家港等一批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典型

地区，也就是“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的典型。

当保护生态环境的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社会效益时，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从党的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开始，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以后，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和绿色发展理念为标志，我国对环境与经济规律的认

识和对环境与经济融合发展战略安排与实践发生了系统性

飞跃。当经济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我国环境与经济关系状况就发生了全局性和根本

性变化。环境成为资源，具有自然资本的价值，是高质量

发展的生产要素，与土地、技术等要素一样，是影响高质

量发展的内生变量；同时，优美生态环境也是高质量发展

的结果，是衡量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优美生态环境与高质

量是发展的两个基本内涵，相辅相成，融为一体。这就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环境经济学理论内涵。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论”既是对我国环境与

经济发展关系状况及规律的深刻揭示，也是对环境经济学

理论的形象概括，更是处理好环境与经济融合发展的指导

原则，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问题，习近平在

2013 年考察海南时就指出，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结

底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不应是对资

源和生态环境的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应该是舍弃

经济发展的缘木求鱼。

关于正确处理好环境与经济关系的战略定位问题，总

书记在 2014 年指出，正确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的关

系，也就是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是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在

2017 年，总书记进一步阐述到，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

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坚决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

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

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成为展现我

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对于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模糊认识，

2019 年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坚定地指出，要保持加强生

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经济从根本

上讲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不能因为经济发展遇到一

点困难，就动铺摊子上项目、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

念头，甚至想方设法突破生态红线。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

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过程中，污染防治和环境治理

是需要跨越的一道重要关口。我们必须咬紧牙关，爬过这

个坡，迈过这道坎。要保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定力，

不动摇、不松劲、不开口子。

关于如何理解“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或者说

“保护生态环境”与“保护生产力”之间的经济理论问题，

总书记在 2014 年全国两会期间，曾形象地讲到，为什么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鱼逐水草而居，鸟泽良木而栖。”

如果其他各方面条件都具备，谁不愿意到绿水青山的地方

来投资、来发展、来工作、来生活、来旅游？从这个意义

上说，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

2015 年，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又一次讲到，

要通过改革创新，让贫困地区的土地、劳动力、资产、自

然风光等要素活起来，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

变股东，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带动贫困人口增收。

关于从全局上如何推动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原则，总书记强调，就是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

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给自然生态留下休

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就是建立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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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就是要全面推动绿色发展。绿

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解决

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重点是调整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布局，调整区域流域产业布局，培育壮

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推进资

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

接，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

和不合理消费。

2 “生态环境民生福祉”“全民行动”与环境社会规律

环境与社会的关系及规律，就是生态环境状况对公众

生产生活的影响情况和公众对生态环境状况的认知、态度

和行为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所反映出的规律。

在我国，环境与社会的关系状况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

段。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和土地沙

化对一些地区生产生活造成较大影响，环境污染还不严重。

公众总体上还处在谋求“温饱”的阶段，对生态环境问题

尚处“漠视和不关心”的状态，甚至，在 70 年代初，还有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会产生环境污染”的极左认识。

到 90 年代中期后，一方面，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和宣传

教育工作的展开，公众的环境意识不断提升，公众参与环

保的行为开始趋向积极；另一方面，由于环境状况总体恶

化加剧，许多地区的环境污染或环境突发事件对公众生产

生活产生明显影响，部分居民的环境维权意识被动增强。

进入 21 世纪，特别近十年来，我国环境与社会的关系

状况出现了三个显著的新特征。一是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建

设阶段，公众的环境意识显著提高，将良好生态环境作为

美好生活质量的一部分的认识和期待越来越明显，从过去

求“温饱”和“生存”的状态进入求“生态”和“环保”

的状态，这是环境与社会关系发展的一般规律。二是除了

水污染和土壤污染的局部影响外，以雾霾为特征的大气污

染在全国大范围内对公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公众

对环境质量不满意的情绪和对政府加大环保力度的要求强

烈；同时，以 2005 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为标志，我国进入

环境污染突发事件高发频发期，公众的环境维权意识普遍

增强、维权行为普遍增多。三是以 2007 年厦门 PX（对二甲

苯）项目事件为标志，公众不但对现有的环境污染不满意，

而且对可能造成污染的建设项目频繁出现激烈的反对行为，

即明显进入环境“邻避”问题阶段，对正常的经济社会秩

序造成严重影响，环境社会风险明显增大。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自媒体时代下进入深度调

整转型时期，各种矛盾碰头叠加，信息流瀑效应显著，群

体性行为动员成本低、影响大，这就决定了我国环境与社

会关系状况进入一个敏感时期，总体稳定，但环境社会风

险的灰犀牛危机不得不防。当然，用好这个敏感期公众对

环境问题的热情和积极参与的力量，就可以全面改善环境

社会治理的结构和效果。

时代是思想之母。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敏锐地把

握到我国环境与社会关系发展变化的时代脉搏，深刻地揭

示出了环境与社会发展的规律。

关于环境问题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属性，总书记在 2013
年就指出，经过 30 多年快速发展积累下来的环境问题进入

高度频发阶段。这既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社会和政

治问题。经济上去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大打折扣，甚至强

烈的不满情绪上来了，那是什么形势？所以，我们不能把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

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2013
年，总书记在海南考察工作时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

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 2017 年，总书记

进一步指出，如果经济发展了，但生态破坏了、环境恶化

了，大家整天生活在雾霾中，吃不到安全的食品，喝不到

洁净的水，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居住不到宜居的环境，

那样的小康、那样的现代化不是人民希望的。2018 年在全

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总书记进一步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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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环境与民生的关系问题，总书记在 2013 年讲到，

人民群众对环境问题高度关注，可以说生态环境在群众生

活幸福指数中的地位必然会不断凸显。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环境问题往往最容易引起群众

不满，弄得不好也往往最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在 2016 年，

总书记又指出，各类环境污染呈高发态势，成为民生之患、

民心之痛。这样的状况，必须下大气力扭转。最直接、生

动、形象地反映环境与民生关系规律的论断，就是 2015 年

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西代表团审议时

讲到的，“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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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有了总书记关于环境社会问题的科学论断，党的

十九大将优美生态环境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

主要矛盾之中，强调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

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对于

如何保障人民的环境福祉，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

会上强调，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重点

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习近平关于环境与民生关系的理论判断，源自于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

史观的历史传承和创新发展，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建

设和改革发展实践的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

和使命的时代要求。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伊始，就向中外记

者讲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正因为总书记胸中始终装着人民的情怀、行动中始终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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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人民的宗旨，才能系统深刻揭示出环境与社会发展的

规律，指引着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方向和重点。

基于对环境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总书记对完善

环境社会治理体系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制度。习近平在

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建立政

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绿色行动体系。在全国生态环境保

护大会上，总书记强调，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

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

体人民自觉行动。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

受益者，没有哪个人是旁观者、局外人、批评家，谁也不

能只说不做、置身事外。

当前，防范与化解环境领域引发的社会风险也是环境

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

指出，要有效防范生态环境风险，生态环境安全是国家安

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要把生态环境风险纳入常态化管理，系统构建全过程、多

层级生态环境风险体系，严密防控垃圾焚烧、PX 等重点

领域生态环境风险，推进“邻避”问题防范化解，破解涉

环保项目“邻避”问题，着力提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

能力。

3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与生态系统理论

生态系统是指由生物群落与无机环境构成的统一整体。

生态系统之所以是一个统一整体，是由构成生态系统的各

个要素之间的空间结构关系、物质交换关系、能量流动关

系等相互联系所决定的，最终又形成特定的功能关系。所

以，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要采用生态系统方式的管理思路，

才能从根本上取得整体性效果。

生态系统方式理论认为水、气、土、生物等各环境要

素之间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管理生态系统需要运用综

合、系统方法；生态系统具有产品供给、环境调节和文化

美学等多重服务价值，需要进行多目标的综合管理。所以，

生态系统方式管理是一种运用生态系统整体性规律解决生

态环境问题的综合管理策略。与传统管理方式相比，生态

系统方式以维护生态系统健康为核心，统筹管理资源与环

境、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重视保护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

多重服务价值；在管理方式上，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核心，

进行多目标的综合管理，通过综合决策、统一规划和行动，

实现跨部门、跨行政区之间的合作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要坚持山水

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并在 2014 年中央

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进一步阐述，“山水林田湖是一

个生命共同体，形象地讲，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

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金木水火

土，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循环不已。”

对于在实践中如何坚持生态系统思想，总书记在治水、

生态修复、国土空间管制、城市管理等领域提出了一系列

明确理念和制度要求。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总书记指出，

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从大的方面统筹、搞好

顶层设计，首先要把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设计好。要按照人

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整

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统筹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

用、生态环境保护，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

空间，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

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2014 年，

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强调，要统筹山

水林田湖治理水。治水要统筹自然生态的各要素，不能就

水论水。要用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看问题，生态系统是一个

有机生命躯体，应该统筹治水和治山、治水和治林、治水

和治田、治山和治林等。在这次会议上，总书记还指出，

城市规划和建设要坚决纠正“重地上、轻地下”“重高楼、

轻绿色”的做法，既要注重地下管网建设，也要自觉降低

开发强度，保留和恢复恰当比例的生态空间，建设“海绵

家园”“海绵城市”。2015 年，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总

书记强调，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提高城市发

展的宜居性。古人说：“城，所以盛民也。”城市发展要把

握好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内在联系，实现生

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

对于农村建设，总书记 2015 年在考察云南工作时指出，新

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

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

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

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

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

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4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与全球环境治理

国际环境与发展进程（以下简称国际环发进程）起步

于 1972 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以 1992 年巴西里约

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2002 年南非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

首脑峰会和 2012 年里约 +20 首脑峰会为标志，不断推进和

发展。国际环发进程的意义在于，环境问题进入国际合作

议程，并通过合作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特别是形成人类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共识和实践。全球环境治理，是在国

际环发进程中国际社会建立的环境合作体系，包括各种环

境相关公约与机制的制定与履行、以及支撑国际环境合作

的机构与非政府组织。

中国是国际环发进程建立和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全球

环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做出了重要贡献，也获得了很大

收益。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多双边环境合作进程，我国在

环境管理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政策学习、经验借鉴、资金

引进、技术交流、人员培养等方面一直是很大的受益方，

对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进程、相关立法和

管理政策形成、技术能力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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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际政治经济地位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我国在国际

环发进程和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出现了历

史性、转折性的变化。这一变化意味着，在国际环发进程

和全球治理体系中，我国开始了从积极参与进程走向主动

引领进程、从与国际接轨走向开创新机制、从遵守规则走

向维护和制定规则、从“引进来”走向“走出去”的重大

调整。

在这一重大转折的历史节点，习近平用全球的视野、

以博大的胸怀提出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具体体

现。早在 2013 年，习近平就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

候变化，维护能源资源安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中

国将继续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同世界各国深入开展生态

文明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成果分享，携手共建生态良好

的地球美好家园。在 2015 年第 70 届联合国大会上，习近

平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

同行，共谋全球生态建设之路。”中国不仅说了，也这么做

了。2015 年，没有中国的主导性贡献，也不会有巴黎气候

变化协定的诞生。“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和实施五年来，“绿

色”已成为相关实践的基本原则和重要内容，并取得了诸

多实质性进展。

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现代化过程中，这么大的体

量、这么快的速度、这么短的时间，我国面临的资源环境

压力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大。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一方面

需要依靠国际社会的合作，另一方面，我国的生态文明建

设对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进程具有重大的示范带动意义。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共谋全球生

态文明建设，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形成世界环境保护

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5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总
布局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逐步完善了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

以及战略目标和任务中的全面布局。全面布局形成的基础

就是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成为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

重要方面。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党的十八大指出，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

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就是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求，在建设布局上做

出的结构性安排。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

将生态文明体制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

体制一道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具体制度，

明确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组成部分，纳入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并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

治国进程中取得前所未有的进展和成效。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方面，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

部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方面，党的十九大指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

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

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

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

局第六次学习时指出，我们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多年，积淀

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

“劝君莫打三春鸟，儿在巢中望母归”的经典诗句，“一粥一

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治家格

言，这些质朴睿智的自然观，至今仍给人以深刻警示和启

迪。很显然，中国古代丰富深刻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文

化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培育和养成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化对建设生态文明发挥着基础性的

作用。所以，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

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并

将其作为建立五大生态文明体系之首，要让生态文化在生

态文明建设中发挥教化育人、转变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基础

性作用。 
因此，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

问题，习近平在 2019 年全国两会期间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

议时做出过这样的概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关于生

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不断丰富和完善。在“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

一条基本方略，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是其中一大理念，在

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大攻坚战。这“四个一”

体现了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把握，体现了生态文

明建设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地位，体现了党对

建设生态文明的部署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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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long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Over the Last Forty Years

XIE Zhenhua

(China’s Special Representative for Climate Change Affairs, Beijing 100035, China)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forty years’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s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has been evolving continuously. 

Focused on the needs of solving prominent environmental issue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the work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been 

implemented in China since 1972. It has been reforming, innovating, evolving and has realizing a “great leap” in the reform of environmental institutional 

system in about every ten years, and has become the current framework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stitutional system has been shap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phases of development, which has persisted 

in solving the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the process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iming at improving environmental quality, Chines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framework comprised of a complete policy and planning system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 comprehensiv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a sound legal system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as been gradually formed. To attain the goal of 

building a Beautiful China in the new era of develop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green development should be firmly performed and strategic 

framework should be well-designed. Applying to the domestic situation meanwhile keeping eyes fixed around the world, one should develop a new pattern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jointly build a clean and beautiful world. 

Keyword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istorical evolution; forty years’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s environmental histor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eautifu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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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Theoretic Fundament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EN Yong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Center,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s developed with solid theoretic fundament and rich practical basis in three dimensions at 

least, including the Marxism observations on human and nature, theories and strategies of the comprehensively deepening reform and the ruling by law, 

as well as relevant principles of social and natural sciences. Accordingly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esults in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which provides practice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with new philosophies, strategies, roadmaps, methods and paths 

for actions, targets and policies necessary. Reviewing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their natures behind,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inner links between “Two-mountains hypothesis” and environment-and-economy, “Environment as Welfare”“All Action Jointly” and 

environment-and-society; an integrated approach of eco-system and “A Natural-life-body consisting of mountain, water, forest, land and grass”;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Globally Joint-efforts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es above, the historic roles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systematic arrangements of strategies and actions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and elaborated.

Key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nature of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nature of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an integrated approach of 

eco-system;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