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摘 要]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核心构成。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亟待以更加全面和纵深的样态展开，为此，需要对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透彻梳理，以更加清醒的态度和更加坚定的自觉走出一条富含生态意蕴的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高度的历史契合性，中国共产党持续探索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百年历史也是一部生态文明的建设史，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得以实现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重要推力。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高度的理论耦合性，中

国共产党之所以在探索和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长期历程中始终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战略位置，正

是基于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坚定继承和发展创新。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

高度的实践关联性，必须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继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关键原则，充分发挥其对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诸多构成层次与若干展开领域的能动辐射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注入源源不

竭的绿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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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

称《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1]，并对这一新道路的五个方面内涵构

成与发展要义进行明确界定，其中“美丽”一词正是代指生态文明建设。在此基础上，《决议》以整体

性的战略视角和前瞻性的发展视野进一步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生态文

明建设仍然是一个明显短板”[1]。要弥补这一现代化的“短板”，就有必要首先对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的多方面内在关联进行细致审视与总体考察，以聚焦生态文明建设来更好地拓展和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道路。

一、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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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百年以来探索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生态文明建设始终是一项重点工作，

二者具备深刻的历史契合性，而造就这一契合的关键环节就是人民。“人民群众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现

代化建设历程的实践主体，也是党领导下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成果的评价主体”[2]。正是在秉持着深厚

的人民立场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坚持将生态文明建设转化为现代化的发展成果，使人民能够在现代

化发展过程中享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多样的生态福祉。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

近代以来，在长期频仍的战争压力、不合理的资源开采、不均衡的人口增长与地区移民、经常性的灾

荒破坏等因素作用下，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呈现出不断恶化和扩大的趋势[3]。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代表

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采取了一系列切实举措加以应对，深刻印证了党的根本宗旨和立

场。这一时期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以生态文明建设探索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起点。

第一，高度重视对农业生态条件的维护和改善工作，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重要论断，强调要通

过改良水利、修建塘坝、积蓄水源等方法来确保良好的农业种植生态条件。党的三大通过的《中国共

产党党纲草案》正式将“改良水利”“改良种籽土质”等规定为“共产党之任务”[4] 253-254，并于此后相继

制定《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等规章律例，为保障广大农民

的基本生活权益、维护农业生产的良好生态条件提供了有力支持。

第二，积极组织救荒济灾的生态恢复活动，在发生严重的生态破坏和自然灾害时，特别是危及人民基

本生存条件的蝗灾、旱涝等，党中央及时设立专项救灾基金，并动员全体人民参与到植树造林、开荒

拓土、兴修水利的事业之中，使挽救和改善根据地与解放区的生态环境条件的努力“收到了史无前例的

效果”[5] 1041。

第三，主动开展保护环境、讲究卫生、勤俭节约的教育活动与政策呼吁，强调要实行“厉行有效的开源

节流办法，在各机关、学校、部队中，提倡生产运动与节约运动”[6] 160，并提出利用黑板报、庙会

、戏剧等十二种贯穿广大人民日常生活、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进行卫生和环境教育[7] 631，

由此树立起人民自觉内化的生态文明意识，达到“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与不卫生的状态

”[8] 241的目的。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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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二十八年的艰苦斗争，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由

此开启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崭新纪元，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加严峻、更为艰巨的执政考验，生态环境问题

就是其中的关键一环。为此，在这一时期，党和国家在将事业重心集中于国民经济发展和工业体系建

设的同时，也有针对性地开展了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举措，在基本满足人民物质生活需要的基

础上保障了人民的良好生活环境，为协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积累了宝贵经验。

第一，兴修水利工程、呼吁植树造林，实现对水土状况的修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洪涝灾害频繁发

生，特别是1954年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淮河流域、荆江流域为典型发生的特大洪涝灾害，不仅造成的严

重的经济损失和人口伤亡，也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而留下了长期的发展隐患。党中央及时作出指示，“

人民政府应该适当地采取一些办法援助修水利、修滩、造林”[9]的规划举措，避免此类严重危害人民

生命安全和生活保障的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此后，在淮河、黄河、海河、长江、荆江等主要流域相继

启动了大型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建立起防洪、排涝的系统水利治理体系。同时，党中央也注重动员和

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呼吁全体人民投身于植树造林的行动当中，“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都绿起来，

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10] 44，从而为涵育水土状况提供良好的生态条件。

第二，调整工业化建设的指导原则和制定完善的规章制度，纠正盲目、无节制向自然索取的不良倾向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前期，党中央根据落后的工业国的现状以及严峻的国际态势，做出了集中

精力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决策，并相继形成了“大炼钢铁”“向自然开战”等带有极端倾向的指导原则。此

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贯彻执行，党中央开始意识到虽然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

但却是以牺牲生态环境和人民生活为代价的。因此，党中央于1973年召开首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制

定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并于次年成立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开

始注重将现代化发展同生态文明建设统筹观之，并着手探索构建相关规章制度，标志着党的现代化发

展理念的重大转变。

第三，大力宣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实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目的。在新中国成立初

期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成为当务之急，这就要求必须妥善解决

好先进的工业国的目标与落后的农业国的现状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因此，党中央在综合思考“家底薄”“

基础差”“先天不足”而发展任务异常艰巨等一系列情况后，决定在全党全国实行增产节约的发展战略，

号召全体人民形成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作风，厉行节约”“节约材料，

适当降低成本和造价，厉行节约”[11] 160。整体而言，尽管这一倡导节约的举措是从保证重工业建设

的角度制定的，在有意识地保护生态环境方面仍体现出明显的不足，但就这一举措本身的性质与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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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顺应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的正面效应。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任务置于更为突出的战略位置，实

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针。与此同时，基于对先前时期发展经验和教训的深刻体悟，以及对经

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科学预判，党中央在这一时期也有意识地整体推进了一

系列生态文明建设举措，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生态文明建设与现代化发展之间的关联，对人民与日俱

增的新期待、新要求做出了回应和解答。

第一，构建系统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赋予现代化更加深刻的生态内涵。邓小平高度重视法制在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保障作用，尤其是其对保护生态环境的独特作用，在1978年就已经初步形成了建

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法律规范体系的基本构想[12] 146-147。此后，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制化开始正

式纳入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日程，直至1989年我国首部专门性、综合性的“环境保护法”出台为止，已

经基本形成了涵盖总体规定与各基本领域的社会主义生态法律规范体系，顺应和保障了人民不断增长

的生态文明需求。

第二，实行统筹协调的战略发展规划，赋予现代化更加深刻的可持续意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

在各项事业上更加紧密地同世界接轨，在这一时期开始兴起并流行的环保主义思潮和可持续发展理念

成为我国确立发展方针的重要参考因素，“经济的发展，必须与人口、环境、资源统筹考虑”[13]

353“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13] 463。在如此考虑下，党中央制

定了《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并于党的十六大上正式将可持续发展确定为全面小康的基本目标之一

，从而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态势以更加协调、均衡和可持续的样貌呈现。

第三，创设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逻辑，赋予现代化更加明确的生态路向。回顾以往的长期发展过程，“

人民”这一话语要件始终是贯穿各个历史时期的关键词，但在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的大局之下仍然显现

出一定的弱势，甚至产生了一些诸如“只见GDP不见人”“先破坏后治理”的思维误区，“以人为本”为核心

的科学发展观正是基于此种形势判断而提出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党中央相继提出“两型”社会、“建

设生态文明”等战略构想，明确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遵循的发展特征，并由

此在基本国策、国际协同、产业转型等各领域中推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从而以全新的文明发展逻辑

设想和规划了一个“工业文明后的更高级的人类历史文明形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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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的转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任务更加紧迫地摆在党和国家事业面前，能否科学认识现代化与生态文明的本质关联

、准确研判现代化与生态文明的现实状况、全面推进现代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同频共振，成为直接关

乎我国发展前途和命运的“时代之问”“人民之问”“现实之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了一系

列战略举措、提出了一系列战略设想，特别是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一当代中国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根本指南，架构起了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间的崭新演绎逻辑，即“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地球生命共同体”，为持续深入、系统、全面地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道路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指明了前进方向。

第一，以全新的思维方式诠释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演绎逻辑，强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首先，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5] 90。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通过将辩证思维作为思想纲领，对现代化的水平、质量、衡量标准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与生态环境的保护、改善、经济效益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联合起来进行深切思考，厘清了生态文明建设

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由此推进和实施了绿色消费革命、经济发展转型、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展理念等一系列思想观念和战略举措，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

供了基本前提。其次，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15]247。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将系统思维作为思想指南，对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协调推进路径进行全面观照和整

体统筹，不仅提出并贯彻了“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15] 257的发展思想，同时提出并贯彻“将生

态文明建设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16] 19的战略观点，为建设“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构建了系统支撑。再次，提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

民生福祉”[17] 123。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将民本思维作为思想底线，对生态文明建设

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取向进行准确判定，坚持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作为根本发展

目标，以高标准、强力度、严要求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美丽乡村目标、建设美丽中国等一系列民生

举措，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擘画了生动图景。

第二，以全新的制度体系支撑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演绎逻辑，强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是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现代化道路。首先，建设覆盖全面的生态文

明制度体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既坚持推动形成覆盖和引领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总

体规划和系列方案，“相继出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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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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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了40多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改革方案，从总体目标、基本理念、主要原则、重点任务、制度

保障等方面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全面系统部署安排”[18]；又借由在全国各地调研考察的实际经验，重

点关注并推进了包括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内的一系列区域生态保护制度体系。其次，建

设结构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在宏观层面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导推动将生态文明

建设写入党章和宪法，确保生态环境保护能够从根本上作为党和国家事业的一项重要制度原则予以实

施；在微观层面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构建起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的“四梁八柱”，形

成了包括源头治理、过程管控、后果惩处等方面的基本制度，确保生态文明建设有章可循、有制可依

。再次，建设科学合理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制度是否科学、是否先进，主要看是否符合国情、是否

有效管用、是否得到人民拥护”[19]。新时代以来的实践证明，我国探索建立并不断完善的生态文明制

度体系，不仅具有契合实际状况、适应发展阶段、呼应人民诉求的显著优势，同时保持了思想、制度

、政策等方面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从而展现出既尊重客观规律又继承历史经验的科学特性，为建设生

态良好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科学制度保障。

第三，以全新的国际视野扩展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演绎逻辑，强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是不断推动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现代化道路。首先，坚持将“共商”作为基本原则。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强调，“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国际组织携手合作，共同推进全球生态环境治理”[20]，并不断以切

实行动来宣示中国的决心与诚意。如率先发起建设“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的全球倡议、主动破

除国际贸易的“绿色壁垒”、庄严承诺要按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生态目标等，为推动构建“地球生

命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其次，坚持将“共建”作为重要方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努力”[18]，为此，中国坚持同世界各国

一道探索和构建全球生态治理的有效途径。如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核心、推动与沿线各国的生态环境

协定举措落地实施，多次承办联合国缔约方大会并推动制定《鄂尔多斯宣言》《昆明宣言》《生物多

样性公约》《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等全球协定，在美国奉行生态霸权主义的压力下坚决维护《巴

黎协定》的治理成果、于2018年同诸多国家进一步完善了具体细则，等等，为推动构建“地球生命共

同体”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再次，坚持将“共享”作为根本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呼吁，“保

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人类”[17] 231，中国致力于引领和推动全球生态治理进程，归根到底是为了守护

人类共有的地球家园，深刻契合于各国人民的一致意愿和共同利益，是实现各国共谋发展蓝图、共享

发展成果的有效途径。为此，中国以平等协商、互惠互利的态度对待每一个愿意携手构建“地球生命共

同体”的国家，特别是以多种形式和手段加强对不发达国家的技术援助和资金扶持，确保全球生态治理

成果公平公正惠及每个国家和全体人类，为推动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气派和中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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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耦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

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1]，并由此“拓展

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

提供了全新选择”[1]，既鲜明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民族国家层面和世界历史层面上的双重意义

与显著优势，又有力凸显了生态文明建设在造就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意义性与优越性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所以具有如此深远的意义与显著优势，其内在根源始于理论依托的科学性。正是

基于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历史演进规律、政治经济学所呈示的资本逻辑双重效应、科学社会主义所

预示的社会发展必然前景，实现了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间的理论耦合，从而奠定了中

国式现代化道路在生态文明视角上所具备的深厚科学意蕴。

（一）根源于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人类历史演进规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就对前资本主义时期和资本主义时期的人类历史发展进行了

系统考察，并进一步揭示出人类历史演进所蕴含着的生态底色，即生态文明建设与人类的发展演进历

史，特别是现代化进程息息相关。就整体的思想演进历程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借由唯物史观达到对

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理解，是经历了一个从可能性预设到必然性论证的过程的。

在探索创建唯物史观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的认知尚且处于萌芽阶段，并且这

一阶段不是以对物质生产方式客观条件的科学认识达到的，而是借由人本主义历史观所达到的。在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视域中，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切理论和现实问题，最终都落脚于人的解放问

题，只有使人得到彻底而全面的解放，即将人从压抑个性、束缚自由、摧残才能的条件下脱离出来，

人与人类社会才能真正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正是这

一飞跃所蕴含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样，不论是《博士论文》中强调以人的自我意识来摆脱自然必然性

，还是《巴黎手稿》中规避人与自然的冲突，抑或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架设人与自然之间的

合理联系与沟通桥梁，直至《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

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22] 545，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高度重视借由人这一基本点来探讨人类

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在他们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预设性地揭示出生态文明

建设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和实现更高水平现代化的潜在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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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唯物史观经历了长期的衍化发展而最终成熟定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得以从生产力水平这一科学视

角出发，将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缘由归置于社会历史演进的客观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类历史的

演进阶段划分为“渔猎-农业-工业-生态”。在渔猎文明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最为原始的样态呈现。“

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压倒一切的东西”[23] 356，自然在人的敬畏和膜拜之下被神圣化、神

秘化，因而完全是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存在的，人与自然间的关系也处于被动和受制状态，而体现为

一种原始的、完全自然状态下的和谐。在农业文明阶段，人已经“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

的方法”[24] 38，从而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和改造自然，但也由此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生态破坏，但囿

于生产方式的落后和局限，这种破坏只是停留在较为轻微的程度，人与自然间的关系尚可以用基本和

谐来概括，而仍未恶化到危及人类生存发展的地步。在工业文明阶段，资本逻辑成为人类社会的主导

逻辑，由此造成了人类历史产生前所未有的显著分化和激烈冲突。一方面，人类影响自然、改造自然

的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

25]579。另一方面，人类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欲望达到无与伦比的程度，资本逐利的狭隘意图成为

一切实践活动的唯一标准，这样，生态环境成为资本逻辑下的必然牺牲品，人与自然间的关系达到极

端尖锐的地步，生态问题成为制约人类文明发展的一项重大问题。在生态文明阶段，人类通过反思过

往发展所付出的惨重代价，逐渐认识到人与自然间的关系不是“人类征服自然、自然惩罚人类”的恶性

循环，而应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性互动。因此，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人类不断推进和提升现代化

发展水平、超越和扬弃旧的文明形态的必由之路。

（二）奠基于政治经济学所呈示的资本逻辑双重效应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已经在主要国家相继取得了统治地位，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

方式，由此带来的是资本逻辑产生的双重生态效应。一方面，资本逐利的狭隘意图导致对自然资源和

生态环境的无节制索取，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生态破坏现象；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客观上促

进了科学技术、生产流程、管理机制等方面的巨大进步，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借由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进行现实考察之后，实现了关于生

态文明建设与现代化过程的综合性理论认知。

第一，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社会化的生态发展路向，为构建生态文明建设与更高水平现代化之间

的合理关联指明了一种科学的生产方式。首先，生产社会化凭借大规模的集中生产，能够以前所未有

的高效化、节约化方式利用生产资料，这就从起点上提供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合理生产条件。其次，生

产社会化同样通过集中利用手段，实现对生产废料的再利用。“由于大规模社会劳动所产生的废料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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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这些废料本身才重新成为贸易的对象，从而成为新的生产要素”[26] 94，这就从终点上提供了

生态文明建设的合理生产条件。最后，生产社会化能够将人这一最重要的生产因素聚合起来，利用“劳

动的社会结合”为生产过程的节约化、循环化奠定根本保障，“工人的结合和协作，使机器的大规模使

用、生产资料的集中、生产资料使用上的节约成为可能”[26]

106，这就从过程上提供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合理生产条件。

第二，考察资本主义条件下现实生产状况的潜在生态趋向，为构建生态文明建设与更高水平现代化之

间的合理关联设想了一种科学的经济模式。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之所以会造成巨大的生态破坏，一方

面，是由于资本积累和资本积聚所导致的贫富差异、阶级分化，以及由此造成的城乡分离现象，这就

客观上产生了商品生产与商品消费之间、农业生产与工农业商品消费之间的巨大鸿沟，“消费排泄物”

无法及时回流到农业生产过程中，并且大量堆积造成城市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另一方面，现代工

农业生产不仅由于生产效率的极大提升而会产生更多的“生产排泄物”，即废料、废气、废水等诸多有

害废弃物，而且还由于大量生物、化学制剂在生产过程的利用，导致废弃物具有相较以往更大的危害

程度。同时，以上两种“排泄物”在处理方式上多数时候采取的是单向线性模式，即从自然资源中获取

所需后直接将废弃物排放回生态环境中，由此造成愈益严重的生态破坏。事实上，它们都具有较高的

再利用价值，“所谓的废料，几乎在每一种产业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26]116，关键只是在于资本家是

否愿意投入相应的成本来建立起完善的循环利用系统。基于此种判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对资本

主义生产的现实状况进行了考察，发现在诸如毛纺织业、化学工业等产业中已经出现一定规模的循环

经济模式[26] 116-117。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的视域下，探明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

下已经蕴藏向更加契合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演进的趋势和可能，而这也正是对向更高水平的现代化

发展的一种现实预示。

第三，审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跃迁历程，为构建生态文明建设与更高水平现代化

之间的合理关联发现了一种主要的推动力量。就资本主义从萌芽到壮大的历程而言，科学技术及其发

展在这其中起到十分关键的推动效应，这种效应在初看时体现为顺应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扶持资本主

义发展壮大、从而不断导致生态环境破坏的“消极”效应。但从纵深来看，科学技术及其发展同时也积

聚着促使资本主义制度最终消亡的内在因素，这其中的一项突出表现就是科学技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

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彻底扭转。事实上，科学技术本身并不具有任何的意识形态倾向，而只是扮演着

一种纯粹客观的、以工具样态呈现的物质力量，其在具体的现实生产中究竟能够起到何种作用，终究

还是取决于人这一主体因素。因此，科学技术完全可以经由人的合理利用来实现其在构建人与自然和

谐关系中的媒介作用，这也正为扭转生态文明建设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不相容关系、打造生态文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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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耦合关系提供了重要动力。

（三）蕴含于科学社会主义所预示的社会发展必然前景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理论学说，归根到底是为了提供对未来社会的合理论证。在经过对历史规律的

澄清和现实状况的考察之后，进一步以此为依据来探索一条通向未来社会、实现更高水平现代化的科

学道路就成为当务之急。这一任务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设想关于未来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本

身的发展趋势、空间维度的结构样态等若干方面的基本原则实现的。

第一，揭示一种消弭“人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的未来社会现代化原则，即生产资料公有制。马克思和

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一切旧的阶级社会形态，之所以呈现出愈益深重的人与自然的矛盾

问题，根源在于私有制，特别是作为私有制的最终体现形态和最高发展阶段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资

本主义私有制下，一方面是资本家之间为攫取高额资本利润而进行的竞争；一方面是工人之间为争夺

稀少的生活资料而进行的竞争，二者共同导致了对生态环境的必然破坏。因此，只有彻底消灭资本主

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条件下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首先实现“人与人的和解”，并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解”的目的，这也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未来社会中

实现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及其生态图景的合理进路，“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

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

决”[22]

185，同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23]

300，从而为开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创造了前提保障。

第二，探讨一种超越“单向度的人”的未来社会现代化原则，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

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的劳动已完全蜕变为一种异化、“固定化”的劳动。在这种劳动中，人

不是感觉到自己作为人的独特性，无法确证自己超越动物本能活动的本质特征，人作为不同于动物的

高级生命体所具备的多方面的劳动要求被压抑和剥夺，甚至人本身已经将自己无意识地贬抑为与动物

毫无二致的、只靠单纯肉体本能进行活动的生物，单纯的生理机能与物质欲望的满足成为人自我肯定

的唯一标准，人成为“单向度的人”[27]，而包括生态环境、精神文明等标识人的美好生活需求的方面

则被忽略不计。这种场景在未来社会将不复存在，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

条件”[25] 53。人因而能够真正意识到自己区别于动物的独特性，不仅将劳动活动作为确证自我本质

、彰显自身优势的主要途径，摆脱了仅仅以谋生手段来界定劳动活动的狭隘视野。同时，人对自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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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的认识也达到了全面、准确的阶段，“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23]300，从而

有意识地将生态向度纳入到现代化发展的构设框架之中，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成为直接衡量未来社会

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准。

第三，设想一种摆脱“虚幻共同体”的未来社会现代化原则，即“真正共同体”。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

人类社会形态整体上将呈现由“自然共同体”到“虚幻共同体”再到“真正共同体”的演进逻辑。在“自然共

同体”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十分有限，人与自然尚处于原始的生

态和谐景观之中。在“虚幻共同体”阶段，由于阶级划分成为社会的经常性行为，私有利益成为主导一

切的底层逻辑。不论是社会发展、国家建设，乃至世界交往都服从于私有原则，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

、阶级利益与人类利益、当下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对立冲突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22] 41，人与自

然的关系也由此演化为两个尖锐对立的极点。“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

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22] 571，狭隘的私有利益已经在个人的社会联合中被消灭，代之以更加

契合于全体人类美好生活和未来愿景的共同利益。这种共同利益不断赋予“真正共同体”的现代化建设

以更为深厚的生态意蕴，“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26] 928-929，从而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现代化条件下的更高水平的复归，这也正预示了生

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未来走向。

三、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关联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5] 470

。这一论述，立足于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形、因应于我国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客观要求、契合

于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需要，从五个具体方面回答了“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建设并持续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时代课题。其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关键性的一项，不仅以其特有的深

层意蕴渗透于其他各项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原则之中，同时也更加深刻地彰显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

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扬弃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项独特要义。因此，以

系统性、联系性的视野对此进行梳理和阐明，能够充分借由生态文明建设的广泛指涉达到对其他若干

现代化原则的统筹观照，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关键支撑，不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行稳致远。

（一）探索多元主体协同的生态治理模式，积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主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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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推进生态治理进程愈益成为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条件的背景下，如何不断提升生

态治理质量就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主要议题。这也直接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能否在生

态意蕴的支撑和佐证下得到持续提振，从而不断彰显出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优势所在。“人是

生态治理活动的社会主体，人的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是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动力”[28]。两种现代化

道路的不同主体逻辑必然导致生态治理的不同演进趋向，资本主义现代化以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逻

辑，在生态治理过程中势必会导致不同个体间的利益差异以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由此

造成对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不良影响；中国式现代化以集体主义为逻辑，强调“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

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12] 337，在生态治理的过程

中能够达到对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有机统一与统筹协调，并且在这一逻辑指引下能够进一步将我国

人口规模巨大这一独有特征转变为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优势，达到“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

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18]，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协调发展提供广泛力量。

探索多元主体协同的生态治理模式，关键要统筹好传统教育方式与现代网络方式。一是以传统教育方

式展开，立足各类主体的不同特点，采取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的教育原则，最大程度将生

态文明建设的全局效应和关键意义普及好、宣传好，激励各类主体形成主动投身生态环境保护、积极

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过程的良好观念。二是以现代网络方式展开，架设现代化的生

态治理交互平台，拓宽各类主体参与生态治理的渠道和途径。要充分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巨大优

势，开发覆盖全面、信息共享、反馈及时、访问便捷的网络交互平台，如App客户端、html和h5网页

、微信公众号平台、微博自媒体平台等，最大程度实现生态治理的与时俱进，确保生态治理人人参与

、人人监督、人人尽责，从而发挥出各类主体协同参与生态治理的显著优势，为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的协调推进注入不竭动能。

（二）构建覆盖全面的生态福利体系，完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物质动力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1]，既是百年以来党

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关键原则，也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续写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新篇章的必然路向。在如何评定与衡量共同富裕的问题上，首先要明确共同富裕的主体维

度，即“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29]；进而要明确共同富裕的内容维度，即不仅要让人民享

有丰裕的物质生活、为人民提供殷厚的经济福利，也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环境的更高层次需要、在

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为人民提供良好的生态福利，从而鲜明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

特优势，并由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接续推进奠定深厚底气和生态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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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覆盖全面的生态福利体系，关键要完善生态产品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各环节的相关举措

。一是加快推动各类产业特别是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实现绿色转型、提高生产效能，提供更多高质量

的生态产品。二是健全生态产品分配体系，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鼓励三次分配更多

投资于生态领域，并进一步提升生态产品的供给力度。三是疏通生态产权和绿色资本变现渠道，不断

探索建立覆盖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等各领域的生态产权交易市场，完善生态福利体系

的整体框架。四是加大对生态产品的宣传力度，借助地理旅游标志、有机食品认证等方式，刺激人民

对生态产品的消费意愿，真正将“良好的生态环境”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共有财富”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17]。

（三）打造统筹协调的生态要素融合机制，厚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多维支撑

实现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谋划党和国家事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重要战略任务，“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30] 26。经过长期发展，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

下，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斐然，生产力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条件得到

显著改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广泛弘扬，高尚的道德标准成为人民的自觉遵循，社会文明程度

和日常行为风尚日益向好。与此同时，随着新时代以来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全局性的转变，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更加深层的诉求，这突出地体现在生态文明建设的程度上：没

有生态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再发达，也不可能有人民的幸福生活[31]，三者共同构成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的关键要素。

打造统筹协调的生态要素融合机制，一是要注重在发展和提高生产力的过程中实现生态要素的有机融

入，推动形成更加契合于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生态生产力”的生产力样态[32]。人是生产力的首要因

素，要将生态和谐的相关理论融入各级各类教育体系，帮助广大人民形成良好的生态道德，在主体层

面上助推生态要素与生产力的有机融合；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是生产力的关键因素，要加快科学技术

的转化和应用进程，推动对生产工具的变革和创新，提高对生产资料的高效、节约、绿色利用水平，

在客体层面上提供生态要素与生产力有机融合的坚实保障。二是要注重在营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精

神风尚的过程中实现生态要素的有机融入，推动形成更加契合于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生态文化与生态

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文化样态[33]。要大力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明思想，实现对“天人合

一 ᴠᱬ�ㅎݲ椠ᴠ᱓홵⡧ং舠ᵻ䥏⁾�ὠŦ穡杶葒ᮐ➏汓ᙔ豒᭥끠❓템嗿䭎衑癦ꂐɞ鑎蹥祰륶萀

表现形式；要积极借鉴西方生态文明思想中的合理成分，以辩证态度对“深绿”思潮、“浅绿”思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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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学马克思主义等纷繁复杂的理论形态进行科学分析，驱散其中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利成分

，汲取其中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利观点，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加以阐发和释读。在此基础上

，要进一步着力于生态文化与生态价值观的弘扬、普及和内化，避免单纯的知识教育手段或政治宣传

形式，而要将这一过程视作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环节，通过综合利用各类公众媒体、积极开展各

类文体活动等载体，推动生态文化与生态价值观形成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影响，进而真正转化为人

民的内在认知和自觉意识，为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协调推进积淀久远的精神力量。

（四）推动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地球生命共同体，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意义

自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阶段以来，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演进，愈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

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共同威胁，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孤然于世，如何有效协同各方利益

诉求、携手共建人类地球家园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重大时代课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始终坚

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34] 5。坚决摒弃借共谋

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名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行径，坚持以平等协商、互利互惠的原则推动世界各

国“加强绿色国际合作，共享绿色发展成果”[35]，愿意同各国分享本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宝贵经验，同时致力于打造契合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和全体人类一致诉求的地球生命共同体，

彰显了中国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布局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交往原则的贯通性理解和整体性把握，“体

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1]，从而不仅为扭转全球生态恶化趋势提供了强大助力，也深刻彰显了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从而更加坚定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自信和底气。

推动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地球生命共同体，一是要广泛传播爱护生态、保护环境的共有理想信念和价

值取向，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积蓄广泛的认知基础。要认清“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现代化发展模

式的严重弊端，同时坚决摒弃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利用贸易方式和国际协定来实现污染转移的卑劣行为

，坚持呼吁世界各国“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

展和人的全面发展”[36] 525，与各国共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二是要主动承担社会主义大国的使命责

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展现良好的国际风范。要深刻领悟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所承担的

重大使命，不仅坚持做到以自身为垂范，积极履行国际公约和生态协定，同时要考虑到其他仍处于较

低水平现代化阶段的国家的发展现状和履责能力，通过战略政策、借由国际平台或出于道义支援给予

这些国家适当的帮助，不仅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显著发展优势，同时也为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协调发展奠定良好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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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he core component of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path. On the new journey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ized country in an all-

round way,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road needs to be launched in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manner. A more sober attitude and a firmer self-consciousness to embark on a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path rich in ecological implications.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path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have a high degree of historical

compatibility. The century-old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continuous exploration of

the path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s also a histor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

vital thrust for a great leap.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path of Chinese-

style modernization have a high degree of theoretical coupling. The reason wh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lways placed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a strategic position

in the long-term process of exploring and opening up the path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s

precisely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of Marx and Engels. The firm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path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have a high degree of practical relev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must be regarded as the key principle for continuing to expand the path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give full play to its active radiation to the many levels of composi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ath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t will inject inexhaustible green power

into th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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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1年度全国高校思政课建设项目“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宁夏大学）”（编

号：21SZJS64010749）、2020年度宁夏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宁夏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研究”（编号：

NGY2020022）成果。

[作者简介] 党锐锋，法学博士，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研究；徐琛，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 18 / 19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 19 / 19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