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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核

心问题之一。生态环境问题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

难题，共建人与自然和谐与共的美丽家园是时代

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一种

新的文明形态，它负载时代价值和制度属性。建

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满

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环境的向往和追求，这成

为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深刻把握人

与自然和谐共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和文明实践，既

有利于丰富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体系，也有利于

为解决人类环境问题、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

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一、重新审视当代人与自然的关系

事实上，我们不能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功利化、

狭隘化，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是由自然界和人类社

会共同组成，两者之间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

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人与自然本身是相互联系、

相互依存的，人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

物，人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

展必然要通过生产劳动同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的

交换，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也必然要自觉地接受

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共同支配。另一方面，人类

社会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人能够发挥能动的主

体作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就是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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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自然界的“自在自然”状态 ，使自然更多呈

现为一种“人造自然”状态。要言之，自然界和人

类社会存在一种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和互相补充的

“共同进化”的状态。人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环境，

要把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的发展需要

与保护生态环境紧密联系起来。人是自然界的一部

分，一旦自觉或不自觉地脱离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

系，不承认与自然界的内在有机关联，在本质上人

自身也就无法实现真正的解放。

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

基本前提，人类在同自然的良好互动中得以存在

和发展。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实践活动导致了人

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分化”状态，但这种“分

化”不等于转变为“分裂”或“不容”的状态。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自然条件、社会制度及

价值观等因素的作用，使得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呈

现出一种对抗与分裂的状态。例如，在资本主义

私有制下，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对自然过

度利用，把自然视为人们亟待征服、改造的对象，

使得人类与自然之间不再是依存关系，导致了人

类与自然的关系相异化。

工业革命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步，资本主义

才得以确立和发展，但工业革命同样导致了全球

性生态问题的产生。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

之上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追求利益最大化成

为唯一的价值指向，当社会生产效益最大化与生

态环境存在着尖锐矛盾时，资本主义不断追求利

润的最大化而必定不顾以损害环境为代价，这也

注定资本主义必然走向没落和消亡。不可否认，

作为“经济人”的现代人已化身为技术工具理性

主义，事实上已经违背了和侵害了自然应有的道

义，进而导致了人类与自然界相“异化”、人与

人类社会相“异化”的窘境。人与自然、人与人

关系的真正和解，是实现了“经济人”“社会人”

向 “生态人”“文明人”的转化。

人类的实践活动是对自然本身和人类自身的

双重改造。恩格斯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的

生产，二者共同构成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因

素。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着的理论，人和自然

组成的世界系统，我们可以进一步概括为物质资

料的生产、人的生产及环境的生产等三种形式。

所谓物资生产是指人类从环境中索取生产资源，

并将它们转化为生活资料的过程；人的生产指的

是人类自身生存和繁衍的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

物质资料消耗、自然环境的改变；环境的生产指

的是在自然力和人类共同作用下，生态环境对其自

然状态的维持与改善。在这个意义上讲，新的生产

必然伴随着新的需求，新的需要必定反作用于新的

生产。与此同时，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

两种形式的供需关联：一类是人类向自然索取资源

成为“需求”，自然向人类提供资源成为“供给”；

另一类是自然向人类转化废物的能力成为“供给”，

人类向自然排放废物表现为一种“需求”。

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到，

“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重大转变”，就是“人类

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1] 决定人

类文明演化的两大基本矛盾，即人与自然之间的

矛盾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具体而言，

一类是人类的生存、发展的无限物质诉求，与自

然环境供给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二是人类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社会运行机制满足能力之

间的矛盾。事实上，正是两大矛盾相互影响、相

互作用，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一种文

明无法避免人与自然、人与人两大基本矛盾的激

化时，就意味着它必然被一种新的文明所取代。

如何破解工业文明带来的人与自然相“异化”的

难题，实现人与自然“共同进化”，这成为当代

马克思主义和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辩证

统一关系，人类才能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人与自然对辩证统一的法则，既是自然界的法则，

也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更是思维范式的根本法则。

“人类不能再忽视大自然一次又一次的警告，

沿着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发展不讲保护、只

讲利用不讲修复的老路走下去。”[2] 走生态发展

之路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最大共识，这既是人

类对社会发展历史所进行的反思，也是对建设未

来美好家园的不懈追求。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

之初，我们急切地想改变 “贫穷落后”面貌，尽

可能地谋求快速“富裕起来”，人们过于偏重经

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理论意涵与实践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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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而忽视或弱视生态环境的保证，未能深刻

认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保的辩证统一关系，误把

人类自身与自然界相对立，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

然生态环境作为一味征服的对象。

人类同自然界一样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且

永不停止。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根源于人

能够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

律。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总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的，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也应当是从低级向高

级、由片面到全面的认识过程。这是源于人类存

在和发展的实践性，因为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

系离不开历史的、具体的实践。认识世界和改造

世界的实践观点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也是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文明和

人类的存在方式是一种“表”和“里”的关系，

人存在和发展的方式发生了质变，文明也将呈现

新的形态。人类的存在方式体现在社会的生产方

式、人的生活方式及人的组织方式中，尤其是人

的组织方式以制度形式呈现必然深刻地影响着人

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在这个意义上说，一个社

会的制度形态集中地表现出了这个社会的文明形

态。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需要从根本上改

变人与自然相“异化”的困境，亟待建立适应绿

色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制度体系。

现代化的内涵从最初的工业化拓展到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及生态诸多领域，而生态治理

现代化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历史和

实践上看，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发展的认识和探究，经历了从“两个文明”到“三

位一体”，从“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再到“五

位一体”的变化。从“两个文明”到“五位一体”，

是中国共产党人重新审视和重新定位人与自然关

系和开创新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式的过程，也是

一个生态理论深化与具体实践创新的互动过程，

更是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

规律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

理解与把握，从“历史—理论—现实”三重维度上 ,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升华和实践进展 , 推进

了人与自然关系上升到人类文明的范畴，推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生态文明的新时代。

二、深刻把握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丰富内涵

现代化已成为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也是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

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

环境需要。”[3] 这表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现代化决不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在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中创造优质生态

产品、优美生活环境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需要，开创出一条符合时代潮流、具有美好未

来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道路。从两个视角来观

察中国生态现代化进程：一方面从整个世界生态

现代化进程来观察中国道路，特别是基于西方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生态现代化进程分析中国实践；

另一方面基于中国式生态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来审

视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尤其是注重中国道路与

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区别。

生态现代化是环境意识所引发世界现代化进

行的生态转向，也是人的现代化与自然环境的互

利耦合，更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

生态现代化是从物质经济向生态经济、物质生活

向绿色生活、物质文明向生态文明的根本性转变。

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学者马丁·耶内克、约瑟夫·胡

伯等人构建的“生态现代化”理论，他们主张现

代化进程不能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对立，而

应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调起来，达到经济增

长与生态治理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目的。当然，

生态现代化理论产生于资本主义国家，但这一理

论是在国家现代化完成后所产生，它是一种“事

后诸葛亮”式的生态理论。在这个意义上说，西

方生态现代化具有一定的有限性，不具有更为广

泛层面的普遍适用性。

与之相反，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阶和国

家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国家现代化与生态现代

化交织在一起，实质上是一种生态保护取向的、

正在进行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式生态现代化实践

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进行的与西方生态现代

化进程有本质差别。当然，我们可以在一定意义

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理论意涵与实践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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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借用西方“生态现代化”的概念，但生态现代

化理论发端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践和所谓“普

世价值”的话语体系，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难以

适用，其是否具有全球适用性存在争议。如果我

们简单照搬、套用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来分析中

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可能使我们陷入理论误区

甚至与马克思主义相背离，甚至会误导中国现代

化实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生态现代化的概

念，它不是对西方生态现代化思想的简单借鉴和移

植，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结合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对传统现代化

的超越。中国式生态现代化是对传统现代化或西方

现代化的反拨和超越，它有着思想深邃和行之有效

的新内涵，是对新时代生态现代化的一种全新定

位。那么，生态现代化是否可能存在多种路径？

所谓生态现代化，依然是依托或者嵌入于特定的政

治经济结构的一种特质，受各种复杂的利益和权力

关系的左右。例如，一些发达地区走向生态现代化

之路，往往又是以其他一些发展中地区和不发达地

区的环境破坏为条件或代价的。资本驱动下的财富

累积只单纯为了累积本身，而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

要。资本主义社会，大自然第一次成为人类的客

体，成了纯粹的实用问题，不再被视为自身的一种

力量。而对大自然的一些自主定律的理论性发现，

只不过是把大自然从属于人类需要的一种花招，不

论是作为一种消费对象，或是作为一种生产工具。

未 来 学 家 约 翰· 奈 斯 比 特 认 为：“ 中 国 却

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

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

史 终 结’ 只 不 过 是 人 类 历 史 道 路 的 一 个 阶 段 而

已。”[4]“文明”是与“野蛮”相对，它是指人类

社会发展、进步的状态，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

世界的积极成果。“文明”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

社会的文明进步往往表现在物质资料生产、精神

文化生活及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社会主义的生

态正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生态正义，资本主义的

生态正义是一种“形式上”的正义，旨在少数资产

阶级利益，“生态帝国主义”难以掩盖其反生态的

本质。与之相反，社会主义生态正义是一种“实质

上”的正义，它维护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利益，不断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环境的向往。中国走的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之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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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的

科学论断，改变了对生产力的狭隘理解。中国生态

现代化建设在时间上属于“后来者”，但中国生态

现代化建设在成就上属于“引领者”。中国生态现

代化道路完全不同于西方生态现代化模式，它更注

重党和政府在生态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并将生态现

代化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和全方面。

美国学者约瑟夫·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因

其内在矛盾难以持续发展，“资本主义体系内的

逐步社会主义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最明显

可以期望的事情”。[6] 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建设

实践和理论探索，为人类现代化进程提供丰富的

经验事实和可供升华的理论基础。现代性建设是

人类幸福和人类解放的钥匙，也必然成为当代中

国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的艰巨任务。生态

现代化建设既是重大的理论主题，也是迫切的现

实实践。为此，我们既要进行理论创造，又要为

中国实践提供可能。相较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现代化进程，中国处在由“跟跑”走向“并跑”，

最后实现“领跑”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

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确定历史方位

至关重要，只有明确“身在何处”，才能明确“走

向何方”。这在实质上讲的是中国道路的总依据、

立足点问题，历史方位既然是历史坐标，就是确

定中国道路所处的历史阶段。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都是社会主义的目标追求和价值取向。这种发展

目标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是把绿

色生产和美好生活有机统一的现代化道路。现代

化既是解决物质资料的问题，也是解决生态环境

的问题，更是进一步解决人的发展的问题。这种

全面现代化的道路突显了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本

质的一致性，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核心。

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共同的愿望，但广大发展

中国家如何走向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大课题。

人类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更源于“制度危机”，

它既涉及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又涉及具体规则

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理论意涵与实践指向



特
区
实
践
与
理
论    

二
〇
二
三
年   

第
一
期    P

R
A

C
TIC

E
   A

N
D

   TH
E

O
R

Y
   O

F   S
E

ZS

100

的总和。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首个把生态文明

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执政党，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

路打破了“西方化等于现代化”的发展定式。建

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仅成为当代中

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也成为全人类共同建设美

丽地球家园的可行方案。

中国要成为一个新型的现代化国家，不仅要

关注本国、本民族的现代化发展，还要关注他国

或地区的现代化发展，处理好本国民族利益与全

球整体价值之间的关系。中国式生态现代化新道

路是独立自主性和人民性的统一，是中国道路对

人类发展的创新性、文明性的贡献。建设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种“现代化”

不是复制西方的“肯定版”，而是立足中国的发

展实际，融入东方智慧的“中国版”。正如邓小

平所指出的：“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

代化。”[7] 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沿，主动适应时

代的变化、正视时代的挑战，这是推进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前提。事实上，社会主义的中

国并没有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狂潮中湮灭、

崩溃，就在于我们始终把握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

一，用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指引中国实践，走

出了一条既符合当今时代潮流，又具有中华民族

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

三、携手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全

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人类将走向何处？恩格斯

指出：“当我们深思熟虑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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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人类共同拥有一个地球，

地球生态系统具有鲜明的整体性、系统性，这昭

示了共建美丽地球家园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

尽管各个国家发展的历史和生产力水平不同，

但推动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是符合全人类的普遍

利益和根本利益的发展之路。生态环境问题早已超

越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生态危机愈演愈烈，不论

哪个国家或地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也不可能置身

事外。英国学者戴维·佩珀指出：“既然环境质量

与物质贫困或富裕相关，西方资本主义就逐渐地通

过掠夺第三世界的财富而维持和‘改善了’它自身

并成为世界的羡慕目标。”[9]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资本驱动下，使得自然界走向了人类的对立面，人

与自然关系呈现一种“异化”状态。

我们倡导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既是一

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世界怎么了”必

然就引向“我们怎么办”的现实之问，面对全球

性的生态危机，我们亟需找寻解决这一问题的有

效方法。全人类命运是相一致的。凝聚最大发展

共识，应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尽管世界各国

国情有所不同、文化各异、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

明显差异，但全人类对公平正义的美好生活的追

求始终如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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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共产党人

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新认识、新理解，极大拓展了人

类对生产力内涵的认识，为人类发展提供了新的发

展思路。中国倡导构建一个“尊崇自然、清洁美丽”

的生命共同体，这一主张揭示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

高度一致性，超越了资本主义“人是万物的尺度”

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充分彰显了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是超越资本主义的东方智慧。

事实证明，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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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0]

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用“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坚持绿色发展”“坚持系统治理”“坚

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共同但有

区别的责任原则”[11] 系统阐释了世界各国共同构

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路径。

建设繁荣美丽新世界应该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梦想，

中国人民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共建美丽地球家园。

面对挑战，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肩并肩，共同应

对难题；谋求发展，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共牵手，

共同缔造繁荣；应对变局，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

心连心，共建美好未来。

没有制度体系的现代化，也就没有人与自然

和谐与共的现代化。制度文明是人类理性实践的

产物，这是一种合理的、进步的，并为人民群众

拥护的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制度

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理论意涵与实践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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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新发展、新形态，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

伟大创造，为建设全球生态文明贡献了新智慧，

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了新选择，进一步彰显了我

们致力于建设共同美好未来的新使命。事实上，

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根源于“制度危机”，正

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

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

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12] 因此，

我们不仅需要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标准，而且要将这些标准具体量化到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中，一步一步向前迈

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世界美了，中国才能美；中国美了，世界将

会更美。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的发展是世界

的机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取得的伟大

成就感到自豪，但我们不会骄傲自满，更不会一

家独享。中国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不会改变，与其他国家互学互鉴、合作共赢的决

心不会改变，与世界携手同行的决心更不会改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始终是全人类利益的

维护者、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的引领者。中国向全世界郑重承诺二氧化碳排放

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到 2060 年前实现碳

中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表明，一个

开放发展、繁荣富强、清洁美丽的中国，必将为

全人类做出更大的中国贡献。全人类所共同追求

的人与自然和谐与共的社会，到那时，人与自然、

人与人的矛盾得到真正而彻底的解决，是一个实

现了真正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

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家园，人类也只有一个共

同的未来。新时代的中国把“美丽”作为国家现

代化建设、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内涵，为世界各

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出了一条绿色发展、

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

有资本主义不可比拟的巨大优势，要把我们的制

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既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的新要求，又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新任务，更是中国为全人类文明发展做出的新贡

献。开启全面建设全球生态文明和美丽家园的伟大

事业，中国将始终站在对全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

积极倡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

积极持续推进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同时，中国人

民愿同世界人民一道携手共建一个繁荣、清洁、美

丽的新世界，最终实现全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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