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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是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系列重要论

断、重要思想、重要战略不仅体现了当今世界生态文明发展的新趋势，而且具有深厚的道德价值和伦理旨归。
其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体现了人民至上的伦理价值观; 其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包含着可持续发展的

伦理目的观; 其严格的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可靠保障的主张体现了严密法治的制度伦理观; 其环境改善需

要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看法反映了普惠性的环境正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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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I Jinping’s Idea of Peacefu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socialist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A series of important assertions，important ideas，
important strategies not only embody the new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o-
day’s world，but also have the profound ethical value and the ethical intentions． His idea of ecologi-
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concerning the well － being of the people and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 em-
bodies the ethical values of the supremacy of the people． His idea that Man and nature are the com-
munity of life contains the ethical view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is idea that strict systems
are the reliable guarante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mbodies the ethics of strict rule of
law． His opinion that the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needs co － consulting，jointly constructing，jointly
managing，jointly sharing reflects the view of inclusive environmental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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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是一种基于环境价值观的全新的文化形式和文明形态。一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之
后，习近平同志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担当，直面生态环境面临的严峻形势，总结历史经验，从人类
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深刻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他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



一系列重要论断、重要思想、重要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体现了当今
世界生态文明思想的新高度、新方向。他的生态文明思想包含了深刻的价值追求和伦理意蕴，如其所
说:“生态文化的核心应该是一种行为准则、一种价值理念。我们衡量生态文化是否在全社会扎根，就
是要看这种行为准则和价值理念是否自觉体现在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1］( p48)

一、人民至上的伦理价值观: 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民福祉和民族未来

长期以来，西方生态伦理思想存在着人类中心论和自然中心论两大思想流派。人类中心论认为人
类利益是各种研究和实践的驱动力，生态伦理学也应将人类利益看成是自己的中心; 自然中心论以人与
自然的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自然利益为研究旨归。无论是人类中心论视自然为人类的工具、追
求人的利益至上主张，还是自然中心论视自然价值为固有、忽视对人类利益关照的思想，都走向了一种
极端。习近平宣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生态文明建设要把以人为本的民
生情怀融入全过程，这体现了他的人民至上的伦理追求。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习近平强调，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推进党和国家各项
工作，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倾听人民呼声。在环境保护上，一要克服人类中心论把环境资源仅仅当作为
人而存在的工具价值思想。长期以来，自然资源被视为只在对人类有价值时才有存在的价值。二要克
服自然中心论“返璞归真”，藐视人类抬高自然的思想。自然中心论矫枉过正把人类看作为自然而存在
的物种。习近平肯定环境自然的重要价值，把它们看成一种“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
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2］( p172) 这种共同体
意识是对自然价值的高度肯定。如何看待人类对于自身所处外部世界直接影响人们的认识，而是否承
认和重视自然自身的价值，决定着人们对于自然资源的价值判断、道德追求和行为方式。而过去，人类
中心论者认为人类是世界的最高主宰，是道德的唯一主体或唯一对象，人只有战胜自然界才能生存和发
展; 自然中心论者又走向其对立，把地球进化之最美花朵的人类说成是自然的最大破坏者，认为人类不
能也不该驾驭自然，自然可以无需人类的冷暖而独立存在。这两种看法都是片面的。习近平同志高屋
建瓴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保持这个生命有机整体各构成部分之间的和谐关系，强调保护生态环
境对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指数的重要性。“人民群众对环境问题高度关注，可以说生态环境在群众
生活幸福指数中的地位必然会不断凸显。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环境问题往往
最容易引发群众的不满，弄得不好也往往最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2］( p168) 在习近平看来，满足人民群众
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不但是一个民生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价值导向问题，从国家角度看，这
就是一个政府的伦理目标追求。习近平指出: “经济上去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大打折扣，甚至强烈的不
满情绪上来了，那是什么形势? 所以，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
生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3］( p103)

全面小康必然包括生态保护。“四个全面”是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布局。其中，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是我们追求的阶段性目标。在这个追求过程中，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
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习近平洞见于
此，明确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的不仅是‘小康’，而且更重要的也是更难做到的是‘全面’。”
这个“全面”就包括人民群众对美好环境的需求，而“生态文明建设就是突出短板”。小康全面不全面，

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4］( p830 － 831) 易言之，生态文明建设是全面小康社会的必然内容、建设重点，也是重
要制约因素，因此，唯有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才能确保全面小康不逊色、不掉分、不落伍，才能真正满足人
民的美好生活。但一段时间以来，经济 GDP 唯上论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加剧资源消化、环境恶化、生态
退化。从伦理上看，这是无视生态道德的恶果，是缺失环境意识的代价。习近平深刻地指出: “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这是值得我们自豪和骄傲的，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羡慕我们的
地方。同时必须看到，我们也积累了大量生态环境问题，成为明显的短板，成为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5］( p209)“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境等生态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生态环境
越来越珍贵。我们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并从
中创造新的增长点。”［2］( p26 － 27) 这不仅说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过去的经济成绩有理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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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证明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刻地认识到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具有强烈的生态伦理理念。“生态环境
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要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清醒
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真正下
决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
生活环境。”［6］( p208) 这种态度和责任是一种生态伦理意识，这种决心和对策是一种生态伦理行动。

二、可持续发展的伦理目的观: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人类中心论和自然中心论在基本立场、理论诉求、实践路径上都大相径庭，而在目标期望上却异常
接近，都希冀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也就是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出之后颇受各方好评的原因所在。

人和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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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人和自然看作“生命共同体”是一个重要论断，体现
了浓郁的尊重生命的生态价值观。它首先重视人与自然的双重价值，而不是简单地偏向于某个单方面
价值，即人的价值体现在人对自然存在着绝对的依赖性，而自然在人诞生后绝对地构成人的意义性; 其
次它反映了人是自然的直接组成部分并对生态资源的客观需要和价值认同。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整个
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
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
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7］( p196) 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
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再次，它表明了自然对于人而言，既是一种关系又是一种价值。大自然承载
了多样性价值，人与自然处在“多样性”的价值关系中。著名生态伦理学家罗尔斯顿在其名著《哲学走
向荒野》《环境伦理学》中均试图证明这种观点，认为价值既是主观的、精神的即主体对客体的评价，又
是实存的、物质的即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和客体自为的存在。人们只有确立这种把人和自然作为生
命共同体的意识，才能在内心认识到生态伦理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修养、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更是一种
绿色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绿色生活等切实的道德活动。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我们要
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生态伦理思想为指引，自觉打造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自然资源支撑体系，自
觉担负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以自己的伦理自觉、道德智慧和理性行为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环境就是生产力。在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力的三要素包括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所谓劳动对
象并不直接是指自然生态环境资源。传统经济学总是假定自然资源是不变量、是无限的，在生产力中，

活跃的只是劳动力和劳动工具。因此，生产力的进步取决于活跃的因素，跟劳动对象是无关的。事实
上，自然资源并不是无限的、被动的、取之不尽的。没有自然资源，人类谈何生产力? 也就是说，经济发
展与自然资源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矛盾统一体。习近平指出:“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
关系，牢固树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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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进
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发展。”［6］( p209) 这就透彻地揭示
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有机、动态、良性关系: 经济繁荣与环境保护是一体不二的关系，即经济发
展的基础在于环境资源，而保护环境必须依赖于经济发展。同时，从动态看，发展是硬道理，但是生态环
境应该是发展的第一基础、第一前提，没有这个基础和前提，发展就是空中楼阁，只有保护、改善了环境，

才能维护、提升生产力。短期地看，环境资源不直接等同于生产力，因为拥有丰富的环境资源不会直接
拥有先进的生产力; 长远来说，没有环境资源是无法论及持续的、长久的生产力，因为人类的任何生产力
必须奠基于自然资源的长期供应。习近平的这个讲话突破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窠臼，丰富和发展了马
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思想。他把自然资源看成是生产力的活跃要素，实际上提出了“生态生产力”这个
全新概念，为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奠定了科学的经济学基础。

为此，习近平强调:“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要‘两座山’: 既
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这‘两座山’之间是有矛盾的，但又可以辩证统一。”［1］( p186)“两座山论”是
习近平关于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一个生动比喻，他形象地道出了二者之间的矛盾统一关系，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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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生态伦理思想的发展历程。历史地看，这二者关系的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用青山绿
水换金山银山，不考虑或很少考虑环境的承受能力，这是缺乏生态伦理理念的时期，人们不惜以环境为
代价来换取经济发展; 第二个阶段开始既要金山银山，又要保住绿水青山，这是环境意识逐步提高的时
期，人们意识到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前提和基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同等重要，这是生态伦理萌芽阶段;

第三个阶段则是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要有机统一，人们认识到青山绿水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
银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这是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时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再是矛盾
的，相反，只有保护环境，保有资源，人类社会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在这里，生态伦理思想得到了深化
和实践，从伦理学角度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不是你死我活的僵化关系，只有经济发展才能维护人类
生存和发展，而经济发展离不开自然资源的支撑，而且人类是自然之子，因而，只有保护环境才能维护人
类生存和发展，二者是并行不悖的。因此，习近平强调指出: “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
系，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
发展模式，坚决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的增
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让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
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5］( p395)

生态文明的生命在于可持续发展。人类在地球上诞生之后繁衍不息，并以空前智慧和汗水创造了
诸多文明，但是很多文明并没有持续生存力，早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中。对此，习近平一针见血地指出，
“历史地看，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2］( p26 － 27) 这是对世界历史各种文明沉浮的深刻总结。
恩格斯在总结古巴比伦文明、古希腊文明消失的教训时深刻地分析道，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 我们统
治自然界我们决不能像征服者统治异族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
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 我们对于自然界的
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8］( p560) 习近平根据恩格
斯的以上论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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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自然上走弯路。”［5］( p394) 的确，人类不断在创造属于人的文明，

也要不断创造既属于人也属于自然的文明，这样才能保证人类长久地生存和发展，而这首先取决于人们
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取决于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取决于人们能否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

保护生态环境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习近平在反思人类的发展道路时指出: 二战后国际社会盛
行的是增长第一的发展观。“在这种发展观指导下，人类创造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增长奇迹，但也带来
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和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等严重经济社会问题。”［9］( p19) 在地球村时
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既影响到世界的绿色发展，也受到国际环境
保护的影响，因而，“地球是我们的共同家园，保护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1］( p13) 与某些大国弃国际
环境责任不顾，倡导自我优先不同，中国始终重视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责任，铭记生态保护的国
际伦理。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0 年年会开幕式演讲中就鲜明指出，“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当
今世界的时代潮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发展和
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中国将“走出一条符合时代潮流、具有亚洲特色的绿色发展
和可持续发展之路”。［10］

三、严密法治的制度伦理观: 严格的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可靠保障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不仅需要树立绿色理念，践行生态伦理，而且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综合
应用行政、法律与经济等多种措施，为生态文明提供制度保障。习近平一贯重视制度建设在生态文明中
的积极性保障作用，为完善生态制度伦理提供了有力遵循。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以 1989 年 12 月 26 日公布实施的旧《环境保护法》为分水
岭，之前，我们的环境立法不够完善、执法不够严厉、司法不够公正、守法不够严谨。这是改革开放数十
年来，环境代价高昂的制度缘由。实践说明: 一个国家环境法制和环境法治的程度，与该国立法者和人
民的环境道德水平，以及该国环境文明的进步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而加强环境法制、实行环境法治，又
有利于全社会环境文明程度、全体国民环境道德素质的提高。［11］在生态保护上，习近平强调必须要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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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底线，严格遵守底线才能实现经济、社会、资源的协调发展。
所谓“底线意识”，一是强调立法执法司法守法都必须确立科学、严谨、普遍的法治思维。“保护生

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
靠保障。”［3］( p104) 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
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
考核办法、奖惩机制，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

二是强调任何违法行为都必须受到严惩。“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
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6］( p210) 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
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法制不完备，是执法失之于严格、司法失之于公正、守法失之于
普遍的源头，因此，加强科学立法、法制立法、严格立法是加强环境保护、建设生态文明的首要工作。依
据 2015 年 4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 2015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我国到 2020 年要构建起由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
发保护制度、空间规划体系、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治理体
系、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八项制度构成的产权清
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但是，再完备的法制也必须通过严格执
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来实践，而其中最应普遍地实行的就是“违法必究”。例如，2016 年 12 月，中办
国办印发《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确定对各省区市实行年度评价、五年考核机制，以考核结
果作为党政领导综合考核评价、干部奖惩任免的重要依据。习近平强调: “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
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6］( p209) 在实际执法过程中，这种强调违法必究的意志在环
保督察巡视中得到有力执行。2017 年 7 月，中办国办就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发
出通报，［12］“思想认识有偏差”、“不作为、不担当、不碰硬”，“没有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监管层层
失守”，“弄虚作假、包庇纵容”等严厉措辞频现，包括 3 名副省级干部在内的几十名领导干部被严肃问
责，引起社会强烈震动，彰显了党中央保护生态环境的坚定意志。

当然，从法理上看，环境立法与一般立法还是有很大差异，例如，在理念上，是以人类中心论还是以
自然中心论为指导，会体现不同的科学性和伦理态度。2014 年 4 月 24 日公布实施的新《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保护法》在立法的目的上就克服了旧环境保护法“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
及其他公害”这种视自然为保护和实现人类利益的手段，只具有工具性价值的思想，而把其伦理基础奠
定在生态环境相对于人类利益的独立价值，而不是将其视作纯粹的功利性经济资源的看法上。十八大
以后的立法都贯穿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而这个理念是生态伦理思想的集中体现。作为
国家对生态文明顶层设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从指导思想、基本
原则、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制度安排、政策措施等各个方面，都体现了这一基本理念，使生态文明建设具
有了坚实的生态伦理基础。

四、普惠性的环境正义观: 环境改善需要共商共建共治共享

生态文明建设看起来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问题，但实际上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人与
自然的关系不是抽象的而是客观的，人与自然的这种客观关系是通过人的劳动实践活动发生的。正是
通过劳动实践活动这种中介，人从自然界中获得了生存和提升，实践活动把人的自然关系与人的社会关
系统一起来，变成“人的关系”。唯有在实践活动中，人与自然之间的本质关系、价值关系和历史关系才
能得以充分沟通和展示。［13］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环境决非一成不变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一
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7］( p504)

在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这种实践活动中，必须贯彻共享理念，必须坚持公正导向。生态政治理
论认为，要实现个人与自然的和谐，必须从人类社会内部入手，每个人都充分享有包括环境权在内的基
本权力。［14］( p126) 我国在《2012 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中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人权保障，提
出要保障和提高公民享有清洁生活环境及良好生态环境的权益。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 4 月 8 日在海
南考察时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 p163) 习总书记在这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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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一个重要命题，从公平正义的角度看待生态环境，把它看做是人民生活须臾不可离的公共产品、基
础条件。从价值论高度来看待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视之为“最公平的公共产品”，这是我党第一次从公
平正义的价值论视角来审视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环境改善的成果应当由全体人民普遍的、共同的、公平
的分享，这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这一科学论断从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出发，明
确了生态文明、美好环境的共享性和公正性，将公平享受良好生态环境视为民生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充
分体现了习近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观和以民为本、改善生态的民生观，以及全民共享、环境公正
的正义观。

所谓环境公正，是指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要努力寻求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均衡与协调，即不同利
益主体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己利益的过程中要体现出自然资源公平分配、环境责任公平承担、环境义
务平等履行、环保成果公平共享等基本要求，简言之，环境公正即环境利益的分配公正，也就是环境权利
与环境义务必须对应，任何只享有或多享用环境资源而少尽或不尽环境义务的现象都是违反正义准则
的。在环境利益上，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要保持对等性。在我国建设生态文明过程中，必须注意
到并处理好六大环境公正问题: 国际环境公正、族际环境公正、域际环境公正、群际环境公正、性别环境
公正、时际环境公正。［15］( p4) 而就当前形势而言，我们更应该重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国际环境问
题上的争议和做法。习近平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上所作的《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
气候变化治理机制》讲话中，一方面指出大会形成的协议应该能够引领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实现经济发
展与气候变化和治理的双赢; 另一方面又指出，要实现这种双赢，就必须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形
成全球生态治理的团结合力。“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如果抱着功利主义思维，希望多占点便宜、
少承担点责任，最终将是损人不利己。巴黎大会应该摈弃‘零和博弈’的狭隘思维，推动各国尤其是发
达国家多一点共享、多一点担当，实现互惠共赢。”［16］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必须坚持发展是第一
要务，同时也要高举环境保护的旗帜。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中国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伟大战略，

是这一认识的体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要取得积极成果，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支持; 与此同时，作为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始终倡导公正而又差异的国际环境责任。为此，习近平指出，要提高国际法在
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确保国际规则有效遵守和实施，坚持民主、平等、正义，建设国际法治。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责任、发展阶段、应对能力都不同，共同但又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不仅没有过时，

而且应该得到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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