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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社会主义“五个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写入我国宪法、受根本法保护的人类新文明，核心是实现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其根本价值取向是坚持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的百年生态文明建设，从萌芽、探索、发展与完善

及至成熟，尤其是在新时代在党的百年史上第一次形成了专门指导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既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传承和发扬光大，又从根本上彰显马克思主义人民至上价值追

求。确立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人民至上价值追求，区别于西方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深入挖掘、系

统梳理百年党的生态文明建设基本历程中人民至上的重要文献，对于更加完整、准确、系统把握百年中国共产

党精神谱系，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价值取向，在新时代更好学习和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建设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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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

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

国的最大底气。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①。党的百年生态文明建设

也不例外。生态文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一百年来，从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毛泽东在 1928年、1929年、1931年先后主持制定、发布和颁布的《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土地法令》即强调发动苏区群众植树造林、保护山林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伟大号召；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

导集体推动环境保护列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开启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先河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

导确立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新方向再到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将“生态文明”写入十七大报告；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把“生

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到形成指导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事业根本遵循的新思

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人民立场、人民解放、人民至上、以人为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我们党立党之

本、执政之基。站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历史新征程新起点上，深入挖掘、系统梳理百年党的生态文明建

设历程及其所蕴涵和体现的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对于更加完整、准确、系统把握百年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明

确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价值取向，在新时代更好学习和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建设时期

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显著标志，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②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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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观点和党的宗旨精神的引领下，百年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的逻辑起点，就在于从建党伊始，就将消灭剥

削和压迫，改变买办、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基本任务，从对劳苦

大众悲惨命运的同情、对最底层人民群众厚重的情怀和自身诉求出发确立使“人民解放”的使命、宗旨。生态

环境问题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相较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的历史性任务，相较于“环境保护”这一术语及其形成思潮的理论起点和实践起点，可以说忽略不计。列宁指

出：“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并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③在解救贫苦人民于

水深火热之中、使人民解放，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使民族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自觉的将

贫困大众所受社会压迫、经济压迫、政治压迫与自然压迫有机统一在一起；自觉的将抗灾救灾、自然资源的资

源保护分配同领导革命、发展生产活动有机统一在一起；自觉的将充分利用自然，使改变、利用自然同夺取中

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胜利有机统一在一起，把亿万贫苦农民、工人等广大无产阶级阵营团结在我们党的周

围，领导中国人民大力进行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建设，使革命史与自然史相互交融，探索形成了在局部执政条

件下，在战乱与灾荒中如何救荒、生产、育人等具有朴素生态文明意义的政治行为，并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领

导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动源和早期渊源。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

1921年 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建党之初，我们党制定民主革命纲领，重视对劳工

权益的保障，包括改良工人卫生和改良水利。这里如，1922年 5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制定团的纲领和章程时，即通过《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的议决案》等决议案。其中明

确，“经济方面……（四）改良工人卫生，禁止十六岁以下的青年作有妨害健康的工作”；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

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党建立工人、贫农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联合战线，奋斗目标之一即改良工人待

遇，“工厂设立工人医院及其他卫生设备”；11月，《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提出，农业是中国国

民经济之基础，中国农民之痛苦，其中之一就是水旱灾荒，使各种农民都受苦深重。为此，要“改良水利。应支

用国币或地方经费修理或开拕河道，最急要者如黄河、淮河等。”④在这里，黄河和淮河的治理，显然在 20世纪

初即受到刚刚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关注。建国初期，在山河破碎、百废待兴的极其困难和特殊条件下，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中国的缔造者们开启的四大水利工程，开端就是从治理淮河开始的。从毛泽东同志

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号召到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发出“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号召，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怀有深厚的民生情怀、山水情怀。这种情怀，在 1923年 6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

中则表述的更为直接、更为明确，指出“共产党之任务”，农民利益特别要求，即“改良水利”；工人利益特别要

求，即“工厂卫生及劳动条件以法律规定，由国家设立检察机关监督执行，但工人有权参与之”⑤。

（二）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前后

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惨痛革命经验教训，探索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是我们党在湖南、江西

两省边界创建的我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 12月，毛泽东同志总结井冈山土地斗争经验并主持制

定《井冈山土地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定了农民作为“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耕者有其田”的权利；

1929年 4月，红四军到达兴国后制定和颁发了《兴国土地法》；1931年 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三大土地法，一个共性特点，就是对水

利、江河、湖沼、森林、牧场、大山林以及桑田、竹林、茶山、鱼等设定了保护和分配的基本政策。

对于植树造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第十三条非常明确的要求地方苏维埃，在环境允许条件下，

要“改良现有的及建立新的灌溉（工程）”，“培植森林。”⑥不单如此，在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成立了山林水利

局，内设水利、山林、总务 3个科，主要职责是负责植树、育林、护林以及木材采伐销售以及管理和指导河堤、陂

圳、池塘修筑与开发等事务。毛泽东专门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⑦的著名论断。这些实践理念，与今天讲

的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是生命共同体有相融相通之处。可以说，对整个生态系统与人民劳苦大众的内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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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很早就进行了探索，既讲生态系统观，又讲生态治理观。中国共产党正是把土地、水利等事关苏区

最广大、最基本农民群众权益的自然生产资料进行分配和保护，竭力为广大农民群众谋幸福，实行各种保护农

民利益与避免灾荒的具体政策，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支持和拥护，有力地推动苏维埃经济建设和革命战争的

开展，促进苏区政权的发展、壮大，巩固了苏维埃红色政权。

（三）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前夕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我们党领导全国抗战的中心，也是八路军、新四军指挥中枢所在地。1939年

4月，《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颁布，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具有

“宪法”性质的根本大法。在民生主义部分，共 11条，其中两条，一是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改良耕种，增加农业

生产；二是厉行有效的开源节流办法，在各机关学校、部队中，提倡生产运动与节约运动，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

抗日战争时期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主义与革命主义的内在统一。1940年 8月，《中共晋察冀边委目前施政纲

领》，则直接要求“有计划地开井、开渠、修堤、改良土壤。……发展森林、畜牧业及家庭副业。……提倡清洁运

动，改良公共卫生，预防疾病灾害。”⑧

这一切表明，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尽管始终面临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的双重压力，发展水利事业、植

树造林、改良土壤、改善人民的卫生状况等具有朴素生态文明意义的行为是直接的为了抗日革命根据地的生存、

存续和发展，但是，正如1944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张思德追悼会上所指出，为人民服务从来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

本色和底色。“专制主义者利于人民愚昧，我们则利于人民聪明，我们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与

不卫生的状态”⑨。这段出自同年 11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中的话

语，表明中国共产党人人民至上的基本价值立场已经从日常卫生教育活动上升为提高人的素质的高度。

与此同时，具有朴素生态文明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在 1949年 9月 27日通过的《中国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

组织法》和 9月 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虽然没有设立“环境部”、“环境保护”部之类的

政务院部门，但是政务部门中的林垦部、水利部、卫生部等，共同纲领中“保护森林，并有计划地发展林业。保

护沿海渔场，发展水产业。保护和发展畜牧业，防止兽疫”⑩等表述，已经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密切相关，已经

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生态文明建设所应涵盖的丰富内涵。

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1949年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新中国的成立，对马克思主义人民

观、群众观下的人民而言，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

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黄炎培曾说：“1949年这一年‘人’的地位被发现

了，群众的力量被认识了。”（黄炎培，1949）。我国的发展也由此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一时期，党

正式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完成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党的八大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

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已经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历史性转变，着

眼点还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核心还是“人民”。另一方面，也要深刻地看到，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时期，是在一穷二白、山河破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尽管我们今天理解的人

与自然关系更多是与生态环境、生态文明相关的人、自然、生态和资源的关系范畴。但是对于新中国来说，在

经历长达 28年的浴血奋斗及至近现代以来自 1840年爆发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

来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内，由于战争、战乱包括日本侵华期间实施的野蛮、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以及细菌

战、毒气战，对祖国山河林川、土壤水源和居住环境造成的生态灾难和生存生态环境破坏，是非人道主义造成

的历史性灾难，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所面对的人与自然关系是尤为高度紧张的（黄承梁，2014）。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由淮河灾害治理开启的水利事业系统性工程

1950年 7、8月间，淮河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导致河南、安徽两省 1300多万人受灾，数千万亩土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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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7月，毛泽东同志批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

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9月，他又批示指出：“现已九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拖，请督促早日勘测，

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这都体现出毛泽东同志对淮河沿岸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危的牵挂。10月 14
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提出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的方针，拉开了新中国水利建设

事业史上第一个大型工程序幕，开启了淮河史上由“导淮”向“治淮”的历史性转变。这里特别需要指出，《关于

治理淮河的决定》提出将淮河作为一个整体，要按“统一规划、蓄泄兼顾、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思路，上中下游

同时推进，一体谋划、有序推进、相互配合。这些前瞻性、战略性方针和系统性、科学性思想，反映出中国共产

党人的远见卓识和战略眼光，对于今天我们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保护好中华水塔、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也

都有重要历史借鉴意义。正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关心和党中央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从 1950年 11月

开启淮河治理第一期工程始，至 1951年冬实施治淮二期工程，再到 1957年冬，经过近 8个年头不懈治理，淮河

流域洪涝灾害防御能力显著增强。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题词。

在治理淮河的同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从“为广大人民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要使江湖都

对人民有利”的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启动长江荆江分洪工程。1950年 10月，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政务院会议

研究荆江分洪工程；是年冬，毛泽东同志亲自审阅并批准了长江水利委员会向中央报送的《荆江分洪工程计

划》，同意“蓄泄兼筹，以泄为主”，“江湖两利”的原则。1952年 4月，荆江分洪工程全面动工兴建，军工、民工共

30万人。荆江分洪工程从全面开工到第一期主体工程结束，仅 75天就宣告完工。1954年夏，长江出现了历史

上有水文记录以来最大的洪水。中央防汛总指挥部首次运用荆江分洪工程，确保了荆江大堤及两岸人民的安

全，发挥了荆江分洪工程的巨大作用。毛泽东同志为此题词：“庆祝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还要

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历史实践证明，荆江分洪工程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治标与治本相

结合开启平原水利综合利用的典范工程、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可以说，正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等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情怀，使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人民群众“小推车”推出了淮海战役及

至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30万军民用 75天时间建成了“为世界和平事业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的世界性水利工

程。“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在这一时期，由淮河水灾出发，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中国缔造者们，还系统开展了黄河治理和海河治

理工程。毛泽东同志先后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和“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在思考如何使大江大河化害为利，党的领导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始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

人对人民疾苦的高度关心，展现出党的领袖们热爱人民的赤子情怀和感天动地使大江大河造福人民的气魄。

（二）伴随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整个时期的林业建设和植树造林

森林和林地是重要的自然资源资产，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性力量，也是生态环境保护的主

阵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不断加快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这其中，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对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完

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使发展林业、植树造林也成为重大的民生工程。这一系列重大的战略要求，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就进行较为完善的具有制度机制性探索和实践。如 1950
年 8月，《中共中央批转华东局关于禁止盲目开荒及乱伐山林的指示》。华东局在汇报当中指出一些地方乱伐

山林、放火烧山开荒，或与水争地，导致少地区山林遭到严重破坏，因而引起对水利气候不利。这里令生态文

明理论工作颇为惊讶的是，新中国初期我们的实务部门已经深切的意识到山水林田湖草之间的系统关系，表

达了乱伐山林、放火烧山或对水利气候不利的担忧。这对于纠正一些人认为中国当时没有生态环境保护的概

念而认为中国没有生态环境的唯心主义错误认识非常有用。对华东局的指示，中央提出了五条意见，这其中

包括禁止在陡山开荒，提倡修理梯田，兴修水利；要封山造林，严禁烧山与乱伐山林，要有计划的采伐林木；对

海滩江河湖沼附近新增大量荒地，也要有计划地进行开垦，不得与水争地。1951年 9月，《中共中央批转华东

局关于加强林业工作的指示》再次指出，要大规模开展封山造林运动，使十年二十年后可抚育成林。要结合全

-- 9



面性的植树造林运动，普遍进行封山造林、育林。这些宝贵的思想和实践，对于我们党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党的

林业政策和思想发挥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1956年 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颁布《1956年到 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从 1956年开始，在

12年内，绿化一切可能绿化的荒地荒山，在一切宅傍、村傍、路傍、水傍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只要是可能的，都

要求有计划地种起树来”。3月，毛泽东同志发出了“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开启了新中国持续不懈的绿化

祖国征程。毛泽东同志还指出，必须坚持久久为功，“用二百年绿化了，就是马克思主义。”他强调，“农、林、牧

三者相互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农林牧，一个动物，一个植物，是人类少不了的”，甚至说，

“没有林，也不成其为世界”。这些重要的战略思想，表明毛泽东同志深刻的意识到，农林牧不仅对中国人至

关重要，而且是整个人类永续发展的战略支撑。

（三）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时期，“环境保护”进入社会公众视野

20世纪 6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环境公害事件不断发生，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率先掀起了

环境保护运动思潮，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对于“环境保护”这一术语或范畴下的实践，新中国在事实

上起步较早。对于以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环境保护认识，学界有不少人

认为当时以吃饱饭为主要任务，特别是大炼钢铁运动造成了比较大的环境破坏，但没有从文献、学理视角进行

充分挖掘和论证。

通过查阅大量党史文献，我们发现，早在 1960年代初，我们党针对当时的环境问题，已经形成了许多在至

今看来仍然具有启发意义、入木三分、鞭辟入里的思想见解。如 1960年 3月 19日，党中央转发建筑工程部关

于工业废水危害情况和加强处理利用报告的批示，批示提出工业废水的处理利用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处理

利用得好，不但可以免除废水危害，而且还可以回收石油、酚、氰化物、碱等工业原料，价值很大。3月 24日，毛

泽东同志召开会议时则用生动诙谐的语言指出：“各部门都要搞多种经营、综合利用。要充分利用各种废物，

如废水、废液、废气。实际都不废，好像打麻将，上家不要，下家就要。”1969年 6月，周恩来同志在与卫生部的

谈话中指出，“毛主席讲‘预防为主’，要包括空气和水；如果污水、污气解决了，人民的身体健康了，就什么财富

都可以创造，这是最大的财富。”（胡新民，2016）。

由此可见，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根植于 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倡导天人合一、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既是民族性的体现，也是新时代我们强调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结合的一个重要体

现。进入 20世纪 70年代以后，党和国家每年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开始宣传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指示要把污染防

治，保护环境列入国民经济计划中去。1972年 6月，人类首次环境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通过了《人类环境

宣言》和《人类环境行动计划》，我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参加并作了会议发言。1973年 8月，在周恩来同志的亲自

推动下，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制订了我国第一部关于环境保护法规性的文件——《关于保

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提出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

境，造福人民”的关于我国环境保护的 32字方针。1974年 5月，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成立，由计划、工业、

农业、交通、水利、卫生等有关部委的领导人组成。这样一种机制设计，表明我们党很早就意识到环境保护是

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和复合型工程。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要

求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各个方面，这些重要思想，在理念上一脉相

承的。1978年，我国举办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全国环境保护展览会》，参观人数达 22万人。这都表明，中

国的环境保护从此进入了现代意义的全社会视野，人民群众环境保护意识大幅度觉醒和培育。

三、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继续探索、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以邓小平同

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意识到社会主义必须解放和发展

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指出要将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作为“今后主要的政治。离

党的百年生态文明建设基本历程及其人民观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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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在环境保护问题上，以邓小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最大的历史贡献在于直接推动我国第一部环境保护法的诞生，建立了以宪法为核心、以环

境法为基本法、以部门法和地方法律为补充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20世纪 90年代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提出要始终代

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

提出“进一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以对人民、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党的

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

新、制度创新，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这期间，

“生态文明”于 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首次写入党代会报告，掀开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大幕。从根

本上说，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党关于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

探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

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权益，让发展的

成果包括生态红利的制度性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一）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改革开放初期，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我们党宣布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上来。1978年 12月，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

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

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

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也就是说，制定单独的环境保护法，以及在生态文明大范畴概念下的森林法、草

原法的制定，是在邓小平亲自倡导和推动下完成的。1979年，国家制定了环境保护法（试行）、森林法（试行），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具有先河性质的法律。1982年宪法，在 1978年宪法第 11条第 3
款“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基础上，在第 26条以专条明确“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

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木。”1983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

大会召开，确定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以 1982年宪法为依据，我国加快了环境立法步伐，在此后近 10年时间，我国颁布和实施了诸如水污染防

治法、水土保持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渔业法、草原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大气污染防

治法等一系列单项环保法律法规。刑法、民法通则等法律也对生态环境保护作了相关规定。至 1989年 12月

七届全国人大十一次会议通过环境保护法，我国基本建立起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体系。综观这一系列单项环

保法律法规的立法宗旨，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安排设计，党的意志体现人民群众诉求，反映时代呼声，以保障人

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人民的愿望。特别是水、土壤和大气污染防治立

法，都着眼人民群众现实生活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

邓小平反对盲目开荒，反对过量砍伐森林，认为绿化可以防治城市污染、改善人民生活。早在 1978年 9
月，邓小平在视察唐山市时就说：“现在资本主义管理讲美学，讲心理学，讲绿化。美观使人感到舒适，会影响

人们的情绪，这不是没有道理的。”1983年 3月，邓小平在北京参加义务植树劳动时说：“植树造林，绿化祖国，

是建设社会主义，造福子孙后代的伟大事业，要坚持二十年，坚持一百年，坚持一千年，要一代一代永远干下

去。”这些朴实无华的话语和简朴思想，与邓小平后来“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

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我们党想事情、做工作评判标准的基本尺度内涵是一致的。

（二）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20世纪 90年代，全球可持续发展思潮涌动。1994年 2月，江泽民在接见出席《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高级

国际圆桌会议国际友人时指出：“中国政府有决心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提出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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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由此，

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推动的一件大事。江

泽民指出，经济发展要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考虑，既要考虑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不能走浪费

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江泽民这一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思想，在党

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上升为“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考虑，从应付世界上的突发事件考虑，从子孙后代考虑，

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还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1999年 3月，在全国“两会”上，江泽民同志说：

“西部地区迟早是要大开发的，不开发，我们怎么实现全国的现代化？”1999年 6月，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

上，江泽民同志又说：“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如果看不到这些

条件，不抓住这个时机，不把该做的事情努力做好，就会犯历史性错误。”要下决心“建设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

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川秀美的西部地区”。进入 21世纪，我国社会各方面持续迅猛发展。在发展的同

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坚持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

观点不能丢”，党“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

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2002年 3月，

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提出“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促进人和自

然的协调与和谐，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自此，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

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成为判断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一个重要标志。

（三）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发

展模式的全新执政理念，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其核心观点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

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在“以人为本”的总体要求下，总体看，党的十六届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至党的十七大，确定的主要发展战略，都就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价值立场、建设目标和建设

路径做出了原则性规定。这一条主线就是“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念—两型社会战略目标—生态文明”。

2004年 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次完整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强调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

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在这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或内在

特征，显而易见，生态文明的核心实质就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005年 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

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首次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两型

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胡锦涛就此指出：“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

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

生存发展。”2007年 10月，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这里，全面协调可持

续、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都指向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一个崭新的话语——生态文明。正是在党的十七大，

“生态文明”首次写入党代会报告，并使之成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掀开了建设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完全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新的历史大幕。

自此，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走可持续发展

道路的全过程，关系思维模式、价值观念、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转变的深刻变革。传统话

语体系下的环境保护，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真正进入了生态文明宏观视野下的主干线、主战场和大舞台。

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着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新的实际出发，带领全党全国全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

党的百年生态文明建设基本历程及其人民观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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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我们党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人的全面发

展。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

根本大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生态文

明建设，就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科学论断，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根本指引下，我们党从思想、法律、体制、组织、作风上全面发力，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

和根本性变化，全面推动马克思主义坚持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的统一。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生

态规律观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将自然界看作处于永恒变化发展与普遍联系的客观实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自然

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与此同时，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既）“是人的无机的身

体”；又是“我们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界的产物）赖以生长的基础……”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生态系统观基

础上，习近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同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相结合，通过对整

个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规律的考察，以宏大的历史观考察人类文明变迁史，深刻揭示出文明迭变背后的生态因

素，深刻认识到生态环境对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重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

则文明衰。”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既要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同时又要维护包括人类自身在

内的整个生态生命系统的有机性。

纵观人类文明史，生态环境的变化确系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兴衰更替。古代埃及、古巴比伦文明的衰

落是这样，中华古楼兰文明的衰落也是这样。“据史料记载，现在植被稀少的黄土高原、渭河流域、太行山脉也

曾是森林遍布、山清水秀，地宜耕植、水草便畜。由于毁林开荒、滥砍乱伐，这些地方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蔓延，湮没了盛极一时的丝绸之路”。基此，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善

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相反，一定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同志亲自主持、亲自推动中华水塔三江源、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提出不搞大开发，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高质量发展，这都是从战略高度，就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远呵护华夏儿女而深入推动和实施的国家战略工

程，是自觉遵循生态与文明发展规律的伟大实践。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本立场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

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环境民生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当今时代，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环境的向往、对环境权的维护、对公共生态产品的需求与生态资源环境的承载力、生态公共产品不

足、生态环保形势严峻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必须以新认识新实践解决这一矛盾。习近平同志关于生态与公

共产品、生态与民生关系范畴的科学论断，是对良好生态产品公共民生属性的揭示，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

我们党民生思想的完善、丰富和发展。

一是深化和拓展了民生概念的新内涵。生态环境是人民群众生活的基本条件和社会生产的基本要素，是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生态环境保护的好，全体公民就受益；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整个社会遭殃。生态

环境的状况和质量，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存状态，左右着社会的发展水平，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成败。经

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既依赖自然资源，也必然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损坏和消耗。在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

人们为生存而挣扎、努力求温饱，摆脱贫穷落后是社会治理的主要着力点。另一方面，受限于劳动力水平对环

境的开发利用速度远低于生态环境自我修复速度，环境问题作为民生范畴属性尚没有凸显出来。因而，在古

典福利经济学概念体系里，公共产品并没有包括无须人类劳动付出即可免费获取和获得的空气和水。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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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民生”范畴多指需要社会付出而由政府提供的医疗服务、教育资源、就业机会等公共性服务。现时代，随

着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和对社会生活影响的深化，生态环境的公共产品属性越来越明显地展现出来，生

态环境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比其他任何公共产品都更重要。生态环境具有明显的普惠性和公平性，有着

典型的公共产品属性。“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既强调了治理结果的重要性，也强调了治理过程的主体责任。也

就是说，政府必须坚决摈弃唯GDP论英雄的狭隘政绩观、狭隘民生观，树立新的政绩观。必须着眼新时代社会

主要矛盾变化，深刻把握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的深刻内涵，统筹把握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最普

惠的民生福祉，把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党和政府必须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实施绿色决策、科学决策，以新发

展理念切实转变发展理念，把持续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作为履行生态文明建设职责、提升公共治理水平、呵护最

普惠民生福祉的重要内容，全方位全过程全系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态产品需求。

二是要从生态环境是关系民生福祉重大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公共属性出发，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环境“获得

感”和“幸福感”。现时代，从发展战略看，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战略下，要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已

成社会共识，也带来很大变化。但必须看到，资源总量是一定的，生态系统的总容量也是有限的，如果说过去

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地区一些领域基于粗放型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生态系统问题尚处在环境总容量的可自

我调节范围，今天的环境问题，则已经使我们站在生态环境承载力的临界点、环境阈值的最高点。今天的人民

群众，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更高。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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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角度，牢固树立生态

红线观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是生命共同体”战略指导思想，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

理念，既保护和修复自然生态系统，扩大森林、湖泊、湿地面积，实施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系统质量提升工程；

又要从提升整个生态环境质量的战略高度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加快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生态环境短板，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和各种西方生态中心或生物

中心主义流派的超越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自然生态观，但这不等于当今世界一些西方流

派所倡导和主张的泛生态主义。工业文明主张人类中心主义，过分强调人定胜天，对自然生态系统和生态环

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使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的危机。20世纪 60、70年代后，西方社会兴起包括国

外马克思主义划分出一些新的生态主义学派，使人类中心主义正由“强式”向“弱式”转变，走向非人类中心主

义、泛生态主义主张的生物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在他们那里，所有生命生物都是自然的主体和核心，人类的

道德关怀都要拓展到所有的生物生命。这相对于人类中心主义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它承认了所有生命体自身

的内在价值，在人与生命之间建立了伦理关系，是一种历史的进步、道德的升华。与此同时，西方一些激进的

生态主义者和绿色运动社会活动家，反对人类对满足人类社会基本生存和需要的动物食品的摄取，甚至认为

植物也是会讲话、有思想的精灵，从而忽略了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对于彼此存在的价值，否认了人对于自然

界、人对于社会存在的根本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

存在。……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

发。”马克思指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

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是人与自然并重的生态观，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

的关系是直接的同一。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地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地就是

人同自然的关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实现了的对马克思主

义人与自然观的高度概括。一方面，它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工业文明人定胜天的价值观。必须深刻认识到，工

业文明强调人定胜天，认为只有人有价值，是工业文明数百年来的一个主流价值观，其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如

康德提出“人是目的”，“人是自然界的最高立法者”，发展了否认自然价值的科学和哲学。另一方面，它将生态

党的百年生态文明建设基本历程及其人民观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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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作为民生的最大福祉，始终将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检验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最终标准。习近平同志指出：

“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既要坚持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创造更多物质财富，但尤其需要满足高质量发展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反

映人民群众由求“生存”走向求“生态”，由盼“温饱”向盼“环保”的时代需要，要提供更多的优质生态产品以不

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续将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运用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坚决打赢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

烈的大气、水和土壤污染问题，取得历史性成就，使人民群众感同身受。

（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其开放包容的全球语境，强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

路，建设清洁美丽世界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出和确立的新

时代全球治理观和可持续发展观，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党和政府反复倡导的全球观、价值观。早在 2015
年 9月，习近平同志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就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际

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2017年 1月，习近平同志在日内瓦发表《共同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其中提出“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同志提出建设包括“绿

色低碳”在内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世界历

史时代全球化、全球治理的历史性、创造性贡献。也就是说，国际社会必须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

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全方位、立体式、全系统变革。少了任何一个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都是

不完整的。2021年 4月，习近平同志在“领导人气候峰会”，首次完整明确提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战

略论断，从而使“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明确进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视野，凸显出生态文明建设对

美丽中国和清洁美丽世界建设的战略意义（黄承梁，2021）。

与此同时，必须从战略高度深刻意识到，“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既是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智慧和独特贡献，也要深切地意识到，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总体布

局，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践性的重要抓手。这即是，2020年 9月，习近平同志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

般性辩论会上，正式宣布中国将力争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近年来，中国以大国担当，

积极主动地为全球环境治理、生态保护搭建平台，畅通机制，全方位全领域全地域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

现。如，中国建设绿色“一带一路”，将生态保护作为重要目标，致力构建和完善绿色价值链，在助推沿线发展中

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中国金融机构发行绿色债券，募集资金支持相关国家绿色项目建设；中国加快能源科技出

海，在国内提出新旧动能转换的同时，致力推动世界能源系统绿色转型；中国塞罕坝林场、库布齐沙漠的神奇

转变，为全球生态治理带来希望，增强了信心。工业减碳、森林碳汇，为全球碳达峰碳中和树立了榜样。可以

说，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战略是百年党的生态文明建设历程的最新理论和最新实践，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中对中国共产党百年生态文明建设内容的最新拓展。

也正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双重逻辑下，在中国通过把生态

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地位、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整体布局彰显碳

达峰碳中和战略地位“双战略”支撑下，中国走出了发展和保护双赢之路，走出了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幸

福文明之路，走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发展道路，创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道路。另一

方面，这一道路从根本上使十四亿多人口的中国实现了全面小康，创造了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下的中国经济

稳步发展新业态，揭示出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新文明形态的强大生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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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推动人类

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是这样，它不仅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稳步发展，

还用海纳百川的全球胸怀关怀人类，以自己独特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解决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生态文明的力量，也使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要体现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最

-- 15



终升华为人类大同社会思想，具有了天下为公的世界情怀。

五、结语

（一）鲜明的人民性，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百年生态文明建设时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崇高理念

和始终如一的人民情怀

正如文章开篇所指出，我们党在建党之初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包含着改良工人卫生和改良水利的内

容。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最底层人民群众、劳苦大众的根本利益与党的使命宗旨相结合，辉映出中国共

产党从建党伊始，就与其他一切政党利益集团迥异而鲜明的政治品格。

从新民主义革命时期救荒、生产、育人、培育和保护自然资源与革命行为双叠加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四大

水利工程事业、绿化祖国事业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建立完备的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强调

科学发展观，再到新时代形成和确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领导地位，党的百年生态文

明建设历程及贯穿始终的马克思主义人民至上的人民观，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党性原则，是马

克思主义人民根本立场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生动实践。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词典中，“人民”是高频词，分量

是最重的，人民立场是其根本立场。党建设生态文明的主张经过人民的同意上升为国家意志，进而形成在全

社会有普遍感召力及至约束力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从而使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发生历史性转变，取得历

史性成就。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征程中，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要矛盾，各个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主要特征和各自特

点，但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所体现的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精神实质是一致的，从而使生

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取向与党领导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精神渊源和底色底蕴是一致的。这

也就是说，生态文明建设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彰显的各种精神，比如说，塞罕坝精神，也必然是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的重要组成。反过来讲，生态文明作为中华民族永续存在的前提、基础和襁褓，恰如一块基石，支撑起

党和国家其他事业发展的巍巍大厦，从而使“绿色”又成为百年红色政党独特的精神标识和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的显著特征。

（二）相融相通性，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人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取得百年辉煌伟大成就的思想密钥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党的百年奋斗展示了马克思

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是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党的百年生态文明建

设历程，尤其彰显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中国化的一系列理论

和实践成果。2018年 5月 4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讲话中就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

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在这里，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人与自然具有同一性。自然

是生命之母，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

与此同时，探求中国共产党百年生态文明建设历程及其人民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蕴涵其中的生

态智慧，又成为中国共产党百年持续如一探索、发展和完善生态文明建设最为深厚的民族土壤和文化基因。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天人合一、与天地参、道常无为、道法自然、众生平等、大慈大悲等智慧和思想，既是

中国人民的修身治世格言的道德追求、行为之本，同时也是丰富的生态智慧。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中华文

明传承 5000多年，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理思想，‘劝君莫打三春鸟，儿在巢中

望母归’的经典诗句。‘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治家格言，这些质朴睿智的自然

观，至今仍给人以深刻警示和启迪。”党的百年生态文明建设历程及其所蕴涵的马克思主义人民观，正是这

样，使诞生于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基因土壤中、被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既承载着中华文明

党的百年生态文明建设基本历程及其人民观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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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华生态智慧传承、发扬光大的历史使命，又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两个结合”的时代使命，使

得我们党能够在中华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双重作用、共性融合中持续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科学理

论，使中国共产党在 21世纪最终拥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一指导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三）一脉相承的精神力量，彰显了百年大党百年伟大奋斗的内在传承和时代创新

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

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

建设事业所以发生历史性、转折性、根本性变化的根本保证；也是面向“十四五”时期，面向 2030年、2060年碳

达峰碳中和战略布局，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美丽中国的根本思想遵循。

与此同时，党的百年生态文明建设历程，深刻揭示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其理论渊源，既来源于对马克

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体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来

源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生态智慧的传承和发展，尤为重要，来源于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朴素生

态文明观、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等理论与实践持续不懈的探索和一脉相承的理论创新，

来源于习近平同志始终如一对大自然持续深沉的爱和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思考与思辨，来源于对相

互依存、休戚与共的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和关注，是我们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关于马克思主义人与自

然关系思想在 21世纪的集大成者。

我们今天学习好、阐释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握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的百年生态文明建设

历程中所蕴涵的人民观，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本立场和宗旨是一致的。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即要

解救亿万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的百年生态文明建设史，使我们能够更加深切的意识到，尽

管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历史任务，但只要坚持人民观、坚守一切为了人民的初心，就能够准确把握不同历史时期

社会的主要矛盾。生态文明建设也是这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坚决打赢环

境污染防治攻坚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中三大攻坚战之一，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土壤、

大气和水污染问题，使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在天蓝地绿水清的优美生态环境中。面向

未来，党中央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我国进入以降碳减污协同增效的新时期，一方面，

要着力改变传统生产方式特别是改变过于倚重化石能源的局面。另一方面，尤其要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不能采取“一刀切”、运动式“降碳”，不能以牺牲人民群众利益为代价换取数据性指标。中国共产党百年

和生态文明建设所揭示出的鲜明的人民性、一以贯之的实践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展示的我们党一脉相

承、接续发展努力推动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精神品格，需要一代代共产党人不断地继承和发扬，不断注

入新的时代内涵。

（作者单位：黄承梁、杨开忠，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高世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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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undation of the party lies in the people, its blood lies in the people, and its strength lies in the peopl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overall layout of the "five-in-on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five civilizations"
of socialism. It is a new human civilization written into our country's constitution and protected by the fundamental law. Its fundamental
value orientation is to adhere to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idea. The party's century-ol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from
germination, exploration,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to maturity, especially in the new era,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party's century-old
history,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s been formed to guid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t is not
only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though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the nature, but also a fundamental demon⁃
stration of the pursuit of the Marxist value of the supremacy of the people. Establish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building the people's first value pursuit are different from Western anthropocentrism or eco-centrism. In-depth excavation and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major documents of the people's supremacy in the basic process of the century-old party'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
tion, has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to more completely, accurately and systematically grasp the century-old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spiritual genealogy. It also has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to clarify the fundamental value orient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
tion construction, learn and implement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etter in the new era, and build a modernization of
harmo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people and the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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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historical resolution of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stat⁃
ed that,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clarifies that the integrated plan
for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cludes five aspects, namely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social
and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This highlight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importanc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overall endeavors of the party and people to achiev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ized China. Essentially, the ad⁃
vance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one of the defining features of the new and uniqu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
tion pioneered by the Party and the Chinese people.

The article holds that the most distinct feature of being people-center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
tion in the past century reflects the noble concept of "putting the people in the highest esteem" and the consistent
and deep love for the people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Ever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t has always combined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ordinary people and the working masses with the par⁃
ty's mission and purpose, reflecting the distinct political charact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various spir⁃
its manifes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various historical periods must also b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piritual genealogy of Chinese communist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s the premise, foundation and incubator of
the sustainable existe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 has made "green" as a unique spiritual symbol of a century-old red
political party and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the spiritual pedigree of Chinese Communist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dheres to the ideology of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in building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mphasizing not only the natural ecological view of respecting nature, conforming to nature, and protect⁃
ing nature, but also on the ideology of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simultaneously realizing the anthropocentrism
and ecocentrism. The century- lo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dvance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gone
from early budding, initial exploration,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continued maturing, to the final establishment, for the
first time in century-old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 special guide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s been
set up and this one is referred to as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
logical Civilization，which has specially guide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ince 2012, not only
i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idea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but also fundamen⁃
tally highlights the Marxist pursuit of people's supremacy, which is the equivalent of "achievement of naturalism of
man" and "achievement of humanism of nature". Facing the goal of making China a powerful, modern, prosperous,
strong, democratic, culturally advanced, 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socialist country by the middle of this century,
while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tural living community on earth an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dvance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he only choice for China. All our work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
logical civilization must be completed under this overall layout. Undoubtedly, the party's century long history of eco⁃
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has provided us with much to learn from and to practice. Adhering to the people-cen⁃
tered Marxist outlook is the eternal principle that guide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lead the Chinese people to
buil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rough the agrarian, industrial and digital e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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