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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以来生态问题就备受关

注，“伦敦烟雾”“日本核污染”“美国

多诺拉”等生态环境事件为全球生态环

境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影响，人们逐渐开

始思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对

自然生态造成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对其

资本逻辑下以片面追求“现代性”，牺牲

大多数阶层利益和第三世界的利益，换

取党派、利益群体的黑暗勾当嗤之以鼻。

生态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

判中早有洞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必然产物，从生态恶化到危机显现，生态

表现形式只是其时代性的阶段性产物，

充斥着“霸权”“异化”“僭越”的本质属

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威廉·莱斯认

为，人的需求本质“二元性”是导致结构

性矛盾的直接原因，其根本原因是资本

主义“规律性危机”带来的对生态环境持

续性破坏，真正解决生态问题的范式在

于建立“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形成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图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增进人民

福祉，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发展的重要

任务，坚持“两山”理念，推进生态一体化

保护和系统治理，生态环境面貌焕然一

新，生态环境领域的成就在中国共产党

百年奋斗中掀开了崭新一页，引领中华

民族从生态环境保护的高度理解自然、

珍视生命、诠释人的自由与解放，生态环

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

化。党的二十大报告客观全面总结了十

年来的伟大成就，并对建设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进行高度谋划和全局性

部署，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生态文明观，蕴含着生

态理性思维、科学实践理路和价值尺度

判断，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清晰的实

践路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生态理性是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发

展的实践理性，是充分把握国情、民情和

文明建设历程的新型理性，克服了自然

理性、经济理性、技术理性的“僭越性”，

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性。正是

在此意义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生态理性为构建人与自然

生命共同体提供了本体、认识、价值论的

原则遵循。

一、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
共同体思想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人与自然的相

处关系展开了理论严谨性与实践可行性

的逻辑统一的论述，一方面，要建设自

然生态环境的平衡，巩固生态空间与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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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安全。另一方面，倡导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治理保

护环境，净化涵养生态。再者，要求绿色低碳发展转

型，推进产业、理念、方式的创新，实现生态文明建

设，一体化推进发展与自然保护的协调统一。

（一）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稳妥推进，是“共同

体”思想指引下的科学实践

强调以实现生态的平衡与发展目标的统一，提

出扩绿增绿、减碳降碳，提升生态空间活力，在自然

界建设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对大自然环境

开展整体保护、系统性修复与综合治理，改变了以

往治水、治山、保土、护林各自为政的碎片化格局，

遵循了生态环境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客观发展逻辑

规律，推动了中国式生态环境建设，促进生态保护、

修复和恢复进入良性循环阶段。在现代化进程中，

生态保护工作蕴含着对生产与排放、开发与保护的

算法约束，在人与自然发生关系的过程当中，人类

的行为方式必须符合自然规律，因为人类本身是自

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的产物，自然在它的怀抱里孕

育了人类，为人类的成长提供的养分。

（二）生态整体性思维的发展演进，是“共同体”

思想为轴心的理论支撑

大自然的变化将被人感知也改变着人类的活

动轨迹，同样，在大自然为本体的社会活动中受到

人的行为方式的影响，“生命共同体”思想对人的

生产消费活动进行考察，将人与自然的矛盾结合起

来，寻求理性行为和自然理性向生态理性过渡，既

体现了自然性与行为的辩证统一，也激发起人对于

自然能动性地保护，以期形成相互感知、和谐共生

的“共同体”，在中国式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上，坚持

运用生态系统整体性规律解决环境与人的矛盾问

题。

（三）现代化生态文明发展，是“共同体”思想

构设的未来愿景

在实践中，要严守环境道德底线，坚守国际秩

序和公约，以负责任、包容、和谐、理解的实践伦理，

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权利，建设以“美丽中国”

为样本的“生态共同体”世界，在此基础上，从实现

“自由人联合体”出发，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交往，形

成国与国、民与民之间的合作共赢、互惠平等，以维

护全球环境正义为发展旨归，在人类社会进入全球

化的时代，中国式生态文明隐去了“历史的终结论”

的喧嚣，在人与自然共同体建设的实践中对马克思

共同体思想进行创新性发展。

二、科学处理马克思主义发展与保护的辩证
统一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创新马

克思主义自然观，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尊重自

然”“天人合一”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推向历史性

高度，保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生态理性思维，在以人民利益为动力的实践中，反

思经济繁荣与生态保护的辩证关系，科学定义生态

文明建设概念内涵，以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运用，建

立生态正义为原则的中国式生态文明是整体进程

中的关键部分。

（一）把握原则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内在要

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态

理性是对生态环境、生产力发展的科学理解，从历

史唯物主义角度，人类在自然界扮演的角色从来就

不是真正的征服者，而是改造者，在处理发展与保

护的辩证关系时，应当摒弃“人定胜天”的形而上心

态，以自然为师、以自然为友，在解答斯芬克斯之谜

的探秘过程中理解自然保护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

在发展与保护的双向选择中另辟蹊径，寻找到了以

解决发展平衡与充分为利益出发点，以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诉求为导向，开拓发展与保护

相协调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空间，既要思考产出

也要思考消纳，同时，将自然生产力的解放逐渐推

上现代化舞台。

（二）守住红线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基本态度

乔纳森·休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生产力

的发展”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位置，从生产力

的解释性、规范性、革命性概念出发，解释社会结构

的变化和生产关系的调节。“双碳”对生态文明建

设工作提出了阶段性明确目标，也从历史唯物主义

的角度引申出，在有限的自然资源开发“红线”包围

下，如何实现空间生产力的解放，在突破现实的环

境技术桎梏下，以发展保护相协调的方式，寻求 “红

线”之“红线”的空间解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

选择了以“生产力的生态良性发展”为价值诉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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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路径探索。

（三）解放生产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应有之义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下，生产力获得解放

与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具有重要关系，其最终落脚

在社会主义和人的全面解放，尊重自然发展本源，

科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充分把握历史唯物主

义植根于自然，在人与自然互动中探求生产力发展

解释全球进程和人类生态文明进步，以生产力生态

良性发展，探索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径，寻求永续发

展的生态良性生产力发展模式，以中国式生态文明

建设为叙事，突出中国特色，形成中国方案。

三、坚定重申马克思主义环境正义调解原则                                
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将引发系统性、全局性思

考，关涉社会公平正义。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

着大量生态非正义现象，对生态资源私有化占有、

开发、分配、消费导致生态非正义的发生，从而产生

人与自然的对抗状态。生态非正义的表现就是人与

人之间的对抗，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环境正

义强调公正分配，社会主义解决了环境保护中遭遇

的不公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次回答了 “代表

两个绝大多数”的科学实践，是全球化生态平等公

正正义的范本。

（一）坚持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正义原则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

的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从生态正义中创设正义条

件，尊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维护人类活动和生态系

统的良性循环，同时，确保人民在生态主体中享有

获得生态资源的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保证全过程

公平。通过不断完善生态自然保护立法，探索“碳交

易”“碳补偿”“碳汇林”等经济补偿方式，形成“双

碳”工作的良好生态。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当代中

国的生态正义有着明确的态度，既是对中国传统生

态正义的传承，也是对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的超越。

既要把握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

益、公共权力与生态权利、生态权益与生态责任、美

丽中国与绿色家园的辩证关系，也要寻求人民正义

与国家正义的辩证统一，全面展示当代中国生态正

义的主张。

（二）坚持生态保护的正义原则

生态文明建设工作遵循的逻辑是站在历史唯

物主义的角度，建立起一套调适对象性存在的人与

自然以及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共同原则，实现自然

正义和社会正义相统一的生态正义。它超越了“唯

GDP论”“经济决定论”等，是从人类生态文明进步

的视角，拒斥资本丛林裹挟，选择中国式发展的现

代化路径。其合法性在于以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

将自然、经济、文化等发展方式与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贴合，包含了“发展对保

护的补偿”“保护对发展的要求”等，蕴含着“先富

帮后富”“生态保护、经济发展齐头并进”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发展理念，真正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

在共产主义思想中秉持的生态正义思想，超越了资

本主义异化劳动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巨大裂缝

以及社会关系的异化等。

（三）坚持修复理性的正义原则

人的主观能动性改造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关

键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要求全面实施节约战

略，对“双碳”工作的任务和过程提出了“节约”的要

求，包含着对自然攫取的节约，是生态正义的伸张，

包含着对分配节约、节约分配、分配的节约科学处

置方法，找到了以中华传统生态文化为源，植根于

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过程中的中国式发展探索，在以

人民利益为核心的生态正义理论视域下，“双碳”

正义实践在经济发展、生态保护以及人文关怀相连

接的发展道路，越来越彰显出其理论的力量和实践

指导价值。

党的二十大报告向全国各族人民发起实干兴

邦、奋勇前进的号召，实践是塑造生态文明现代化

样态的根本方式，生态实践是中国式生态文明现代

发展的基本途径。当前，必须要贯彻领悟“两个确

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面向生态文明建设现代

化道路，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实现利用自

然与呵护自然的天然统一，形成生态和谐发展的环

境自觉意识，以内外协同、综合融通的方式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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