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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化的视角看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zation

实现现代化是几代中华儿女的梦想。党的

二十大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

务，并且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

化的重要特征，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内在要求。

党的二十大提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

代化的目标要求，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式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也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最新理论创

新成果。马克思主义本身即是现代工业文明的

产物，在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中，

人本身是自然存在物，但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创

造了“人化的自然”，特别是随着工业文明的发

展，人类以征服者的姿态面对自然，人与自然的

关系逐渐从同一走向对立，呈现一种不可持续

的紧张状态。正是由于认识到西方工业文明的

不可持续性，中国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提

出要摒弃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走出

一条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

说：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

中国建设生态文明不仅具有工业文明的后

发优势，更具有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滋养。追

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

的主流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天人合

一”“道法自然”的哲学理念，以及乐山乐水、

崇俭节用的生活观念，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超

时空、贯天地、通物我、保太和的大智大德，对今

天人类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价

值。中国率先提出走生态文明之路，具有深厚的

文化社会基础。

正是基于这种深刻的历史必然性，我们欣喜

地看到，近年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在中华大地日益深入人心，生态文明建设逐

渐成为全民共识和共同行动。同时，也要认识到，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前无古人的理论创新

和实践创新，不可能一蹴而就，特别是我国工业

化、城镇化的历史任务仍未完成，在一个人口规

模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需要长时期、全方位的积极探索，在这一

过程中，我们既要革新价值观念，树立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也要避

免进入西方生态原教旨主义的理论误区，要求社

会回归田园牧歌式的农业文明；既要遵循自然发

展的内在规律，科学合理地开发和利用自然界，

加快转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要正确处理高

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实现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三者的有机统一。

或许180年前马克思描述未来社会时的一

段话，对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可以产生很好的

启示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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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

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

决。”如此，人与自然将会成为真正的生命共同

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