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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大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沿

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过程中，维护、实践、弘

扬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不断坚持理论创新

和实践创新，不断解决各阶段面临的突出生态环境问

题，积累、发展和提升生态文明建设，并将其全面融

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各方面

和全过程，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认识到实践发生

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1]。在这一发展进程中，

通过对传统文化继承发扬、对客观规律深刻思考、对

自身奋斗总结升华，系统完整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正式确立，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前进方向 [2]。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历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 200 周年诞辰大会上的

讲话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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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指出：“人靠自然界

生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3]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

法》中指出，“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

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

自然界的胜利，因为每一次的胜利，自然界都进行了报

复。” [4] 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倾向，揭

示了人与自然不可分割的联系，又对盲目向自然索取的

绝对人类中心主义观点进行了警示和批判。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

建设时期，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变化发展，生产

关系与生产要素的关系不断变化调整，在不断解决生

态环境问题、建立健全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的过程中，

不断优化、完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特色的生态文

明建设实践也随之积累、发展和提升。

1.1  生态环境保护认识阶段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敏锐地

意识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

1952 年赴黄河考察，提出全面提升水资源的综合利用

效率，1956 年提出“绿化祖国”“要做出森林覆盖面

积规划”，1958 年提出煤炭综合利用，1960 年提出关

于各种工业废物的“麻将理论”，中共中央批转文件

指出工业废水和地下水污染问题。1972 年，我国派出

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首次人类环境会议，周恩来同志

深刻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1973 年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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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

会议，提出“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

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

的 32 字环保工作方针 [5]。

1.2  生态环境保护起步阶段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规划布

局改革开放和推进引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

对环境污染问题始终保持清醒认识，并开始与经济发

展统筹考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中，将制

修订包括环境保护法、森林法、草原法等在内的各项

法律提上日程。党的十二大指出要“保护生态平衡”，

党的十三大指出“努力开展对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

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

效益很好地结合起来。”[6] 1978 年，中共中央批转了

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通过的《环境保

护工作汇报要点》。1979 年，设立植树节，启动三北

防护林工程。1983 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

确立环境保护为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

1988 年，设立国家环境保护局，各省份、地市开始设

立环保职能机构。1989 年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召

开并确立了 8 项环境管理制度。

1.3  生态环境保护发展阶段

党的十四大把加强环境保护列为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的任务之一。党的十四大后，党中央把解决生

态环境问题提上日程，并关注全球环境问题。《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

景目标建议》明确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实施可持续

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战略。国家环境保护

总局成立。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保护环境就

是保护生产力以及“一控双达标”“33211”工程、退

耕还林还草工程、保护天然林等 [7]。党的十五大报告

中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1.4  生态环境保护提速增效阶段

党的十六大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环境保

护是重大民生问题、探索环境保护新路等新思想新举

措。党的十七大把建设生态文明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首次把“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写进党章。“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快建设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2008 年成立环境保护

部，职能定位进一步提升。这一阶段我国把主要污染

物减排目标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约束性指标，污染防治

管控目标更加细化、政策体系更加完善、环境经济统

筹得到强化，全面实施退耕还林等重点生态工程，以

大工程带动大治理。

1.5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确立阶段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

战略高度，提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

地位，丰富了党章中生态文明建设内容。党的十九大

报告描绘了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蓝图和实

现美丽中国的战略路径，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

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

一。党的十九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

将“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意识”等内容写入党

章。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生态文明和建设美丽中

国的要求写入宪法。2018 年召开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

会，确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八个观”开辟了

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标志着中国共产

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

新高度。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8 年中共中央

部署实施污染防治攻坚战，成立了生态环境部，在全

国人民共同努力下，生态环境质量取得明显改善，突

出生态环境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人民群众幸福感、获

得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8]。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体系与先进性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传承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 [10]，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顺应了时代潮流、

世界趋势和人民意愿，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领导、指导、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生动实践的集中体

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新时代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 [1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科

学理论体系，站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深刻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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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精髓集

中体现在“八个坚持”“八个观”，实现了“八个贯通”

辩证统一 [12]。

从“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维度，主要阐释为

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的深邃历史观和坚持良好生态环

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基本民生观。推进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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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伟大复兴的根本保

证，有生态环境变迁或恶化导致文明衰败的古巴比伦

的例子，也有生态环境相对良好的长江、黄河创造出

历史悠久、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的例子。加强生态文

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既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增进

民生福祉、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关系

党的宗旨使命和执政形象。

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维度，主要阐释为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自然观和坚持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社

会最基本关系，是生命共同体，只有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保护自然，才能在开发利用自然上不走弯路，

否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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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深刻揭示

了发展与保护的本质关系，更新了关于自然资源的传

统认识，把保护绿水青山与提供优质生态产品、满足

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作为发展的新内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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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

来的是发展理念和方式的深刻转变。

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维度，主要阐释为坚

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是生命共同体的整体系统观、坚

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严密法治

观、坚持建设美丽中国全民行动的全民行动观、坚持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的全球共赢观，集中体现

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实现方略。认识到

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

机链条，提出要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

发，强化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各种生态要素的协同治

理，进行整体保护、宏观管控、综合治理。保护生态

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

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

靠保障。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

共同享有的事业，需要全社会共同建设、共同保护、

共同治理。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

的共同梦想，保护生态环境，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

济、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保护好

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3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

3.1  基本建成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探索实践，我国已逐步建

立起比较严密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形成了上下贯

通、横向联动的工作机制。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出台 40 余项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文件，《关于加

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

体方案》绘就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图，国土空

间规划管控、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现代环境

治理体系、河（湖）长制、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

省以下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中央和

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等基础性制

度逐步确立，一些关键改革落地见效，建立并实施两

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推动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生

态环境保护责任，获得百姓点赞、中央肯定、地方支

持、解决问题。

3.2  有效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面对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突出生态环境问

题，我国充分发挥制度和体制优势，后发技术优势，

生态环境治理力度大、进程快、拐点早。坚持向污染

宣战，深入实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和七大标志

性战役①，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2013—2020 年，

首批实施新空气质量标准的 74 个城市细颗粒物平均

浓度下降近 50%、优良天数比例上升 17.9 个百分点，

重污染天数下降八成以上，蓝天白云、繁星闪烁成为

常态。在空气治理进程上，我国用 7 年左右的时间走

过了发达国家十几年甚至二十年的历程。全国达到或

好于Ⅲ类水体比例上升至 83.4%，劣Ⅴ类水体比例下

降至 0.6%，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优良比例达

96%，城市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达到 98.2%，清水绿岸、

鱼翔浅底景象增多，“好水”的比例已经和国外发达

国家相当。土壤安全利用水平稳定提升，完成 20.8 万

个建制村环境综合整治，初步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比例

31% 左右，森林覆盖率达到 23.04%，生态系统格局与

生物多样性保护整体稳定，留住更多鸟语花香、田园

风光，全球的绿化面积增长有 25% 来自中国 [14]。

3.3  绿色低碳发展初见成效

主体功能区制度逐步落实，国土空间布局进一步

优化。生态环境保护的倒逼、引导、优化和促进作用

明显增强，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全国 9.5 亿千瓦

煤电机组实现超低排放，发电煤耗达世界先进水平，

建成全球最大清洁煤电供应体系；6.2 亿吨粗钢产能

①  七大标志性战役为打赢蓝天保卫战，打好柴油货车治理、长江保护修复、渤海综合治理、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水源地保护、农业农村
污染治理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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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或正在实施超低排放改造，建成了最大规模的

钢铁工业清洁生产体系；城镇污水日处理能力达到 2
亿吨左右，已成为全世界污水处理能力最大的国家。

水污染防治重点行业实施清洁化改造，重点区域“散

乱污”企业及集群综合治理基本完成，生态环保产业

持续发展壮大。能源结构持续优化，全国清洁能源占

能源消费的比重上升至 24.5%，煤炭消费占比下降至

56.8%，光伏、风能装机容量、发电量均居世界首位。

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京津冀地区煤炭运

输集疏港实现“公转铁”，全面供应国六汽柴油，累

计淘汰黄标车、老旧车 2460 多万辆，新能源汽车产

销量占世界一半。全面提升能源资源利用效率，2020
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碳排放强度超额

完成比 2005 年下降 40%～45% 的承诺目标。绿色消

费和绿色生活方式逐步深入人心 [15]。

4  未来展望与世界意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道路

上的根本遵循，也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高度概括

和科学总结，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理念，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对

全球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4.1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遵循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

大的梦想，必然要全面提升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

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生态文明融入发

展建设全过程，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关乎民族未

来的长远大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宏伟

蓝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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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要求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推动

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深刻变革，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

量，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奋斗。

4.2  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发展全球共识

发展是解决我国乃至世界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

键，生态环境问题也必须通过发展来解决。从国内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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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用途管控，落

实生态保护、基本农田、城镇开发等空间管控边界，

强化“三线一单”硬约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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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

动绿色技术创新和市场机制完善，推进清洁生产，发

展循环经济，在产业、能源、运输、生活等领域绿

色转型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同时，严控化石能源消

费，降低重点行业和领域碳排放强度，促进经济社会

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确保 2030 年前碳排放达峰，努

力争取 2060 年实现碳中和。从国际看，全球绿色低

碳发展是大势所趋，欧盟、德国、韩国等发达国家

积极采取绿色新政等刺激政策，出台转型战略与规

划，推动能源体系转型，加快技术创新，发展循环

经济，促进全社会共同参与，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

以绿色低碳发展作为国际竞争力和领导力的核心和 
关键。

4.3  指引全球可持续发展方向和路径

可持续发展始终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关

乎人类的整体利益。人类社会中的任何制度形态，都

无法回避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都必须有效回

答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关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对这一时代命题提出了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人类命

运共同体是这一理念的生动诠释，在国际抗疫合作、

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构建新

型国际关系等方面积极贡献中国力量，为世界和平发

展注入正能量。同时，围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重大

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为保护生态环境、建

设美丽中国提供丰厚的理论支撑，继续与世界分享可

持续发展的中国方案，贡献东方智慧，提升我国作为

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的地

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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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Trac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Worldwide Significance 
of the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U Jun, CHU Chengjun, YANG Shuhao, REN Yajuan, WANG Qian*

(Chinese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Beijing 100012, China)

Abstract: An accurate grasp of historical logic and profound connotation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learning and implementing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practic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the Marxist idea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y of the CPC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stages with a century-long timeline, 
systematically composes the historical logic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actical effects achiev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and proposes to take Xi Jinping’s theory 
as the leading theory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global consensus 
on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share the path and trend of Chinese solution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eek the 
construction of glob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ogether. 
Key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istorical trace; developmental process; 
worldwide signific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