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生态意蕴

[摘 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含着以“生命共同体”为基础的生态自然观、以“两山”理论为价值旨归

的生态价值观、以“绿色发展”为特质的生态发展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生态

观、价值观和实践观的理论延伸，不仅是对人与自然之间本质关系的深刻诠释，而且为生态文明理论

的创新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为21世纪的生态治理实践和人类社会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在此理

念指引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生态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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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与自然是休戚与共的关系。马克思曾指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

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

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

，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1]

161

自然相较于人类的先在性使得它成为人类活动无条件的前提和基础。但是，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化的

快速发展以及人类日益剧增的消费，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已经超出了大自然的承受能力，生存机遇反

而变成了生存危机，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荒漠化加剧、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等问题愈发严峻。

这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严重威胁，迫使人类不得不反思该如何关切自身的生态命运。对此，党的

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

谋划发展。”[2]

45

坚持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坚持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将绿色发展纳入新发展理念，将污染防治纳入三大攻坚战，将美丽中国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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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与此同时，中国坚定践行生态多边主义，努力构建公平合理

、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促成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签署、生效和实施，宣布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愿景，充分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成功举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一

阶段会议，发布《昆明宣言》，提出设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开启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篇章，倡

导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和“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开展南南合作，帮助发

展中国家提高环境治理水平。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生态共同体建设的

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一、践行以“生命共同体”为基础的生态自然观

世界观包含自然观，自然观就是唯物辩证地、科学地看待自然界。人是自然的产物，人与自然的关系

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关系。当今社会对于自然界的本源、演化规律和结构认识已形成基本共识，而在

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认识，尤其是各国对生态环境、生态危机的认识不尽相同，在应对生态危机的决

策和举措方面甚至大相径庭。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人

的衣食住行都受到自然的制约，人的生命及生命的延续都必须持续不断地与自然交互作用[1]

161

。简言之，人类来自自然界，其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物质能源均来自自然界。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

辩证统一的论述，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自然先于人而存在，人与自

然辩证统一的对象性关系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中。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具有自然属性，不仅要

遵循自己的生命规律、社会历史规律，也要遵循大自然物质能量交换、生态相对平衡的规律。

自然界中的空气圈、水圈、土壤圈、岩石圈等资源或覆盖全球不同国家，或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这种

全球范围内的圈层大循环将所有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人类共同成为维护地球生态系统平衡发展的责

任主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山水林田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科学论断。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自

然观以系统整体和普遍联系的恢宏视野，揭示了人与土地、水资源、矿藏资源、山林资源等自然要素

之间的辩证统一、共生共存；揭示了人类作为自然之子，自然是人类生存之本、发展之基这一本质关

系，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生态观的创造性转化，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新性发展

，其丰富的思想内涵、深邃的理论观点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现实

意义。

毫无疑问，自然生态体系是一个由人与自身之外的山水林田湖等自然界客观存在物共同构成的生命共

                             ?? 2 / 13



同体。不同形态的生命个体与自然存在物在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孕育和滋养下呈现出各具活力的自然景

象，只有包括人在内的全部生命个体与山水林田湖等自然界的和谐共生才能实现生态的平衡与稳定。

每一个自然存在物都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人类必须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是对自然的尊重，更是对人

类自己负责。自然界的恩惠和宽容是有限度的，表现为各种资源是有限的。当人类生产和生活未超过

自然界所容纳的限度时，自然界则能通过自我调节恢复其原有平衡状态。但一旦人类的行为超过了这

个限度，自然界就会以“报复和惩罚”的方式否定人的行为。质言之，自然界的各种生命形态都源自地

球这一生命母体，相互关联、唇齿相依、共生共存。所有生命体在自然生态系统的支持下，生存繁衍

、各展异彩。

然而，受利益驱使，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人类不顾自然规律，大肆破坏自然。正如马克思所

说：“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荒芜不毛……可以说明为什么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

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3]

680

人类管理不善或是惨烈的战争，都会对自然环境造成难以挽回的灾难。因而，吉登斯深刻指出，科学

技术日新月异让生产力前所未有提升并极大地改变着现存的自然界，这种人化自然环境的迅速扩张，

本质上物质性的活动环境让人们所处的城市及其附属区域的自然环境都成了人类调整和控制的对象，

再也不是纯自然的了[4]

53

。作为艺术家的歌德总是把自然生命及其发展作为他的描写对象。从他的《威廉·迈斯特》和《诗与真

》两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机械的世界和有机的世界、死气沉沉的自然和活生生的自然、法则和形

式是相互对立的。“正如歌德从树叶出发密切注视植物形式的发展、脊椎动物的产地和底层的生成一样

，他密切注视的是自然的命运”[5]

50

。自然生态系统在人类的侵害与破坏下日渐凋敝，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加速恶化。人类若不迷途知返

，必将导致自然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将受到致命威胁。

同生命共同体中其他类型的生命体相比，人类无疑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对其他物种的生长有着至关重

要的影响，因此人类有责任保护自然，因为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发

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个规律谁也无法抗拒。

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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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种生命体皆共生共存、命运相连，生态链中任何形式的受损或者缺失都会对共同的生命整体及

生命成员造成伤害。同根同源、互为命脉的生命联系使生命共同体与所有成员休戚与共、一损俱损。

人类为了自身的物质享受，而剥夺、牺牲其他生命体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的行为，是愚蠢而危险的。这

样做的后果必将破坏生态系统间全部生命体的共生关系，打破生态链内物质与能量交换的动态平衡，

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把人的主体性和自然的基础性、优先性结合起来，打破了以往的人类中心主义或

生态中心主义的桎梏，为世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全新发展理念和价值导向，重

塑自然应有的优先地位、维护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平衡。在这里，割裂人与生态环境辩证关系的形而

上学生态观受到诘难与批判，以损害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方式被彻底摒弃，人与自然不再是相互对立的“

掠夺者”与被动接受的关系，而是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发展理念。当

代的生态文明建设要以人文关怀为依据，把生态文明建设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联系起来，

以环境为根基、以人民为根本，促进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以此为基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思想，唯物辩证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明确人是实践主体的前提下，强调人类应尽的责任

，强调对自然的遵循、尊重与保护。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继承和弘扬了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揭示人和自然辩证统一的关系；在坚持人与自然是有机整体的前提下，使

人类认清其能动性与受动性的关系，认清生态环境可承受的“底线”，遵循自然规律划出恪守的“红线”

，做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掌握美的规律，创造美的状态，人与自然

和谐美好共生共荣。

二、践行以“两山”理论为价值旨归的生态价值观

自然是生命之源，正如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指出：“一切动植物的生命都不过是寄生在这个伟大的中

心生命上。”[7]

270

罗尔斯顿认为：“恢宏的大自然是一部由不同主题构成的交响乐，其中每一个主题都非常迷人，这些主

题经常共同奏响，演奏出和谐的妙乐，尽管有时也难免有几分紊乱。”[8]

24他还认为：“人类有其完美性，看护地球是其展现完美性的一个途径。”[9]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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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态意识的觉醒，使人类反思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意识到人与自然是共生同体，因此人类的伦

理道德应该覆盖到包括自然界的“共同体”整体，约束人类的行为而敬畏、保护自然是人类应当遵守的

道德规范。

建立在科学自然观基础上的生态价值观，是对自然、人与自然关系及其规范的正确反映与科学阐释，

指导规约着人们认识、改造、利用自然行动，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社会活动方式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

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10]

23

因此，生态文明要求人在考虑到自然的承载能力的前提下，合理地对自然进行改造，在保证社会发展

的同时确

保生态环境不受破

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进，实现

人在自然规律下的自由发展[11]

。人类能否获得生存与发展，首先取决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能否保持完整、稳定、和谐与平衡。因此

，对于人类来说，同自然的经济价值与工具价值相比，自然的生态价值更为基本和首要。

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2]

171

金山银山指的是开发自然能够为人类带来巨量的物质财富与经济价值。绿水青山指的是保护自然、实

现绿色发展为人类带来的良好生态财富与生态价值。这两者对人类生存和发展都必不可少、至关重要

，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关键因素。“两山”理论超越了狭隘的民族和国家利益，以追求人

类整体的、长远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双重和谐的共同价值为目标，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至高境

界。在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阶段，人们的知识储备和生产活动是在生态环境资源承载力范围内争取生

存发展，“绿水青山”是一种自在存在；工业文明社会，需要的满足与再创造让生产力不断掠夺、侵占

、伤害“绿水青山”，日益频发的自然灾害、生态危机让人类自尝恶果；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生态环

境的保护，建立人类与自然生存、发展的可持续联系，改善优化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已

然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科学观和生态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这一生态观也体现了道家“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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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规律的理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表明，人类的发展并非一定要破坏环境，人类生存和发展是可以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已经清晰认

识到，资本主义逻辑主导下的生产生活方式确实带有反生态性与逆自然性的典型特征。对生态问题的

研究需要在马克思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

、民族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要按照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将建设美丽中国的经验传递给全世界，共同打造美丽世界。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就是要秉持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要义，在人、自然、社会和谐共生中，构筑尊崇自然、绿色

发展的生态体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命题，既是创新性的生态共同体的科学性命题，又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价

值性命题，还是审美性命题，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命题、真善美相统一的命题。这一命题源自

中华传统文化，经习近平总书记的借鉴与创新，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和价值取向，既形象生动又富于

哲理，充满着志趣和理趣，已经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中国化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性命题。“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本质上揭示了地球上自然物与经济活动的相互关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应

有之义。这一表述深刻阐明了自然的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你善待环境，环境是友好

的；你污染环境，环境总有一天会翻脸，会毫不留情地报复你。这是自然界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

转移”[13]

141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以“两山”理论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传承了“发展与保护”“生态

与文明”“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解决了当代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的矛盾，

成为指导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遵循和实践范式。

三、践行以“绿色发展”为特质的生态发展观

自然最初是自在地存在着，当人通过劳动改变自然物的状况，使之更符合人类的需求时，自然物就附

加了人类的劳动。人类在对自然进行大规模开发利用之前，人与自然是浑然一体的。随着生产与技术

的进步，人类的行为越来越超越了自然的承受限度。在发展上，人类需要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来看

待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限制。马克思把对自然的考察置于人的现实活动之中，把自然观这一难解的哲

学问题延伸到社会的、历史的甚至经济的事实中，从而解释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内容，终结了从认

识论和伦理意义上抽象谈论人类发展的自然限度。他提出“人与自然统一 ᵶ蒋멥귿⡵ὔ絑煔卶葠ᴀ

维解决人类发展的问题。只有立足于“生命共同体”的高度来深刻把握人类所面对的有限与无限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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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真正找到解决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钥匙。

“生命共同体”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生态环境采取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指明了人类社会

发展的特质与目标必须是“绿色发展”。古代或由于短视、无知、灾难，致使环境遭到破坏，出现沙漠

化、石漠化以及无人区。至近现代，由于受资本逻辑的操控，长期以来人类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义

利观，割裂了人类与自然的本质联系。在西方工业文明的主导下，“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观被抛之脑

后，资本快速增殖和驾驭自然成为人类社会的关键词。工业文明在带来生产和生活规模化发展之外，

也随之带来一系列挑战。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但是我们不要过

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4]

383

。工业文明造成的人与自然的矛盾是当前全球化发展面临的棘手问题。在工业革命初期，增加生产力

、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是主要目的。随着工业化生产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滥用，生态环境问题也随之暴

露出来。历史的惨痛教训警示我们，必须对地球家园所有生命共同体予以充分的道德关怀和情感呵护

，不遵循自然规律、不顺应自然法则、不注重绿色发展必然会受到自然的惩罚。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

，受全球生态环境压力，“新价值观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也凸显出来。超越国界的绿色运动形成了自己

的可持续性话语，重塑了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作为一种全球化力量，绿色运动向经济全球化的主要

参与者提出挑战，呼吁全球的民族国家一起行动，以便减缓全球变暖形成的效应”[15] 110。

基于“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观点，绿色发展理念深刻批判和剖析了资本价值观，重点突出绿色发展观

对于人的内在价值和行为的影响，有力批驳了人和自然处于对立面的观点，从而为绿色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恩格斯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对于自然环境与工人遭遇所

流露的深切关怀和同情，对资本破坏生态的本质的论述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资本的本质是贪婪

的索取，资本要达到这一目标，就需要激发消费者内心对于商品的渴望，强迫性地制造出各种类型的

消费需求，使其逐步异化为一个过度消费的社会。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方式表现出了严重的反生态

性和反人道主义倾向。如果经济形态只限于商品经济，就一定会存在浪费的现象，原因在于，这种模

式需要人类通过无止境地扩张消费来刺激需求。马克思深刻指出，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的生

产和生活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马克思的主要目光汇聚在环境污染这一问题上，强烈呼吁循环利用现

行资源，促进人类在生产方式上运用科学技术进行创新和改造，促进人和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

和谐发展，饱含着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观的寓意。这其中包含着一种观点：如果能有效运用先进的科

学技术，就可以充分提高原料的利用率，以此来保障资源可以被循环使用，同时表现出了对研发生态

保护技术的认可。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如果资本主义的生产规模越来越大，会造成原材料匮乏和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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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上升，而生活与生产废物的回收利用关注度则会由此提高，生态环保理念和教育则迫在眉睫。

马克思的理论启迪我们从绿色发展的角度思考当今世界生态危机。西方学者广泛关注生态危机，出现

了西方绿色思潮所倡导的“自然权利论”“人类中心论”和“机械决定论”的呼声，抽象谈论生态价值观的变

革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西方绿色思潮借口共产主义社会追求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社会财富极大丰

富，而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反生态的。实际上恰恰相反，共产主义社会是与生态相一致的。因为共产

主义是建立在绿色发展观基础上，承认自然的有限性，排除了与人“真实需求”无关的“虚假需求”。鉴

于此，阿格尔根据马克思的绿色发展思想，反复强调应当恢复马克思需求理论的真意，在创造性的、

非异化的劳动中，而不是在追求商品消费活动中获得满足。        

绿色发展理念是基于一种全新理念下的可持续发展观，与只注重经济增长的发展观截然不同。绿色发

展理念高度关注环境、资源有效利用以及代际公平的问题，同时对与此相应的价值观、个人行为以及

社会制度进行分析和探讨。绿色发展理念认为，解决生态问题的关键在于变革不合理的社会生产方式

，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这一理念的哲学基础在于人、自然与社会和谐共生的自然生态观，

其现实基础则强调资源是有限的，要求人类注重对于自然生态的保护。要提高人类对于资源和环境保

护的意识，就一定要注重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理性认识，达到人和社会、人和自然、人和人

之间的和谐、动态、生机的共生关系。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践体现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化，中国“世界加工厂”的形象不断得到认同和强化。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

制造为世界贡献了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获得了经济社会巨大的发展成就。但在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

方面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如今，中国一方面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经

济体；另一方面也成为世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环境问题尤为严峻，所担承的国际减排义务愈加

沉重。与此同时，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尚未完成，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具有明显的

高碳特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任务艰巨，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日益趋紧。而美国一方面回避

其工业化以来在温室气体排放上的“贡献”，同时又以中国和印度为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责任国为由，

傲慢地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甚至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作为负责任的

大国，对外履行削减碳排放国际责任，对内则要扭转粗放的以资源消耗为主的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

式，用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破解国内经济发展的困局，同时优化产业结构，以绿色高质量发展应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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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问题上的大国博弈。

第一，高质量发展是绿色发展成为普遍形态的发展。中国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环境容量

有限、生态系统脆弱，生态环境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扭转，要整体迈入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社会，高消

耗、高污染的模式不仅行不通，资源环境的压力亦不可承受。对此，中国采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

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不移走生产

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物质主义膨胀、先污染后治

理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超越。过去10年，中国能耗强度累计下降26.4%，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

撑了年均6.6%的经济增长，相当于少用约14亿吨标准煤。2021年，中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4.02%，森

林蓄积量提高到194.93亿立方米，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在森林覆盖率和森林蓄积量连

续保持“双增长”的同时，实现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双下降”，以及荒漠化、沙土面积“双缩减”。面对发

展中的资源环境制约和“双碳”目标要求，我国坚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深入推进新时代中

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扎实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坚持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大力推动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积极培育绿色环保产业，实现了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

、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第二，绿色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个重要理念。“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16]

826

，人类利用改造自然，让自然为己所用的能力再强，也始终无法改变人类源于自然、属于自然这一基

本事实。因此，尊重、顺应与保护自然就是保护自身赖以生存的根基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超过自然

平衡能力，破坏人类与自然界其他生命共同体成员共生关系的发展就是自取灭之。人类必须时刻牢记“

人类的文明从砍倒第一颗树开始，到砍倒最后一棵树结束”。人类与世界上的万物同源，正是由于人与

自然生命相连、浑然一体，所以珍重与爱护生态环境，走绿色发展道路，即是珍重与爱护人类自己。

一方面人类社会要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统筹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寻找发展目标与资源环境承受力两

者的平衡点，用绿色高效节约取代高耗能浪费，让山水林田湖生态平衡、充满生机活力，与人类和谐

共存。地球生命共同体理想的生存状态，是人与自然共存于天清气朗、风调雨顺、绿水青山、草木葳

蕤、五谷丰登、鸟飞鱼跃的世界里，彼此相伴、融洽共处、美美与共。另一方面，要认清生态环境保

护与生产力发展的互动关系，统筹二者，合理配置和优化各种资源，全力维护和促进地球“生命共同体

”的长久稳定与繁荣，有效维护生态公平与正义，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更为安全的发展，最终实现生态共同体与人类自身的永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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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以实际行动为世界生态问题谋求解决之道。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

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2]

45

，尤其强调要加快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坚持绿色发展、享受低碳生活，是通往

人类美好生活世界的必由之路。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办公室就设在中国，积极倡导全球清洁

能源合作共赢。中国正积极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分为国内互联、洲内互联、洲际互联三个阶段，力

争在21世纪中叶基本建成。届时，全球清洁能源比重可提高到80%以上，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可控制

在115亿吨左右，仅为1990年排放量的一半，实现全球温控在2℃以内的目标。只有坚持和贯彻绿色发

展理念，世界各国才能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世界人民才能在绿

水青山中共同享受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综上所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摒弃了人与自然相对立的思想，深刻把握了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辩证

关系，摆脱了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中人与自然相对抗的思维方式，强调要正确看待“义”与“利”的关系

，始终将“义”放在“利”之前，而非一味地追求利益，甚至为了利益放弃道义。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

社会，发展起来的中国将承担更多力所能及的责任。发达国家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有力的政策、资

金、技术帮助，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环境恶化趋势，降低环境恶化对生产生活的影响。发展中国家

应当积极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生态治理方法和技术经验，在生态保护上摒弃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积极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双赢的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确立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顶层设计和总体部署，将绿色发展作为“十

三五”“十四五”规划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发力，不断取得新

成效，为世界生态文明作出中国贡献。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闪耀着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 ᴀ

的生态智慧，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生态观、价值观和实践观的理论延伸，不仅为新发展阶段经济转

型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南，也为解决全球生态环境危机提供了中国智慧和科学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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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DENG Huan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ncompasses an

ecological view of nature based on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life," an ecological view of value

centered around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and an ecological view of development characterized

by "green development." It is a theoretical extension of Marxist worldviews, ecological perspective,

values, and practices. This concept not only provides a profou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essen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but also lay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tributing Chinese wisdom to ecological

governance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in the 21st century. Under this

guiding ideology, China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participant, contributor, and leade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global ecological community.

Keywords: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cological implications;community of

shared lif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view of nature; ecological view of value; ecological

view of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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