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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

实现高质量发展与生态安全的良性互动*

——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绿色发展

黄承梁　潘家华　高世楫

内容提要：安全和发展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系统

观念，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强调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要

强化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

性转变，取得历史性成就。但也要看到，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实践中孤立地、断章取义地就环境

论环境、就生态论生态，采取了“一刀切”式方法简单、态度粗暴的错误做法，对经济发展、民生

福祉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要认真学习研究和深刻把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发展

和安全的主旨要义、深刻内涵，在习近平经济思想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更好统筹高

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实现高质量发展与生态安全的良性互动，着力推动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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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高质量发展与生态安全的良性互动

一、 引　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根本上回答

了“什么是生态文明、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重大时代课题，是科学完整的学

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实践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

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确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了我们党百余年历史上第一次

专门以党的领袖命名的以人与自然关系为研究对象的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不断加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出台推进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

革、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等一系列全方面、多领域的关键性举措，全方位全过程一体化建设

生态文明。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作用成效显著，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提升，生态保护与修复取得积极进展；全党全国推动绿色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美丽中

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①；在参与全球生态治理

中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加快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对全球环

境的治理贡献日益凸显。总而言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兼具科学意蕴与实践路径，推动新时代生

态文明建设实现历史性跨越，使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的目标迈进，展现了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人与自然关系领域的理论创新，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的重要标志。②

*　黄承梁、潘家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710；高世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

所，邮政编码：100010。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2024MZD026）的阶段性

成果。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 年 11 月 17 日。

②　《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3 年 7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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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也必须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深层次、系统性挑战依然严峻，

结构性问题和根源性矛盾尚未根本解决，长期积累的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生态文明建设面临

“三期叠加”的新阶段。从近年我们在坚决打赢打好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实施中央环保督察

进程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看，一些地方不能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在认识上

不到位，在实践中出现一些偏差，产生了不良影响，对经济、民生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一是在

经济建设领域有关部门怠于履职、不正确履职，执法简单一刀切，将长期问题短期化，在没有实现新

旧动能转换、没有解决好先立后破的情况下，对中央交办任务简单地采取了数字算法、总量分包，层

层加码，任性拿企业开刀，对自己所辖企业直接“一刀切”，对无关联企业随意“切一刀”。特别是随

着党中央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总体布局，一些地方把“碳达峰”变成“碳冲锋”，运动式“减

碳”，“拉闸限电”甚至直接关停企业。这些情况，直接影响了企业正常发展，或导致区域经济严重下

滑，或导致大宗商品市场供应紧张、供需失衡。二是在民生领域，采取了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

出的“处置措施简单粗暴”的做法。一些地方为解决雾霾和空气扬尘问题，发生过在炉灶上贴封条，

农民收割季节一边割麦子一边开着拖拉机洒水的怪象、乱象，成为影响基层百姓民生福祉的痛点、

堵点和难点。

此外，近年来，一些地方借生态文明之名，急功近利，穿新鞋走老路，形式主义推进所谓生态美

化和生态修复与保护，实质造成对生态环境更大的损害。如有些地方为了让城市绿起来，贪大求

洋、大树进城、高价买绿，“新绿”是否见效不说，原出处却出现乱采乱挖树木、毁林毁地的严重情况；

一些地方“未富先绿”，斥巨资修建所谓“生态广场”，实质仍然是钢筋混凝土工程，主体还是一块密

不透风的“水泥板”。特别是一些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以工业化思维改造自然，违背自然规

律随意建造拦河坝、围垦滩涂、开采海滩沙等，造成了系统性生态环境破坏。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坚持系统观

念，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这为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不断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

性互动、深度融合和协同共进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实践引领。处理好、实现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

护，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重要的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2023 年 7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就强调，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

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这五个

重大关系。其中，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是首要关系。新时代中国发展实践已

经证明且正在继续证明，高水平保护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依靠高水平保护才能实现高质量发

展；高质量发展反映高水平保护的成效，只有高质量发展，才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维护生态安全进

而整体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之策，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本质上、目标上具有统一性和一致

性。如上所述的一些错误认识、错误做法，根本在于没有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

实现好高质量发展和生态安全的良性互动。从指导思想看，就是没有把握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的精神实质，这即：体现在根本宗旨上，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主张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倡导生态文明建设为了人民，生态文明建设依靠人民，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由人民共享；体现在经济

发展理念和实践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主张坚持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归根结底是

要统筹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我们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固然要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

管、损害严惩、责任追究，但从根本上来说，一刀切、切一刀、一关了之都不是目的；根本在于持续形

成支持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利益导向机制，把推动绿色发展作为解决污染问题、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根本之策。特别是要将绿色科技创新作为引领绿色生态产业发展的关键举措。不坚持

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就无法实现战略性突破；不坚持创新，就无法突破在绿色关键核心技术上一些

“卡脖子”难题。无数事实证明，文明的演进与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息息相关，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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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蓝图中，绿色技术作为关键的劳动工具，是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战略性支撑，贯

穿于绿色生产力的全过程，其裂变式创新发展对增强环境支撑能力和生态韧性起到了关键作用。

针对高质量发展和生态安全这两大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诸多讨论。与本文紧密相关的第

一支文献是生态安全。“生态环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①生态安全问题被世界各国广

泛视为危及人类社会发展甚或文明本身生存延续的重大威胁与挑战（郇庆治和李永恒，2023）。澳

大利亚学者阿伦·盖尔认为，由于现代西方主客二分对世界的统治，人类正在面临着威胁全球生命

的生态危机，人类文明已经到了转型发展的关键期，必须把人类置于一条通往新的、可持续发展的

文明道路，这就是中国正在发展的生态文明之路。②美国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进一步研究认

为，生态文明已经成为具备中国特色的概念，只有通过以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为目标的革命性变

革，才能取得为人类可持续发展而进行的全球斗争。③可以说，中国所倡导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已

经获得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认同，被视为一剂解决生态安全问题的“良药”。不得不提的是，正是在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中国从工业文明的迟到国转变为了生态文明的领跑者，这一伟大思想

主张“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提出以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经济社会整体性

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方世南和张玥，2023）。同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强调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哲学基础（王雨辰，2023）。可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为世界可持续发展提供的中国智慧、为人类文明创造的新形态得到了广泛认可，且已有研究中对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包涵的经济学品格进行了局部探讨。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第二支文献是高质量发展。习近平经济思想就是研究发展、以发展为主题

的思想体系，其中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高培勇，2023；周文和施炫伶，2024），而新

发展理念是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就意味着，高质量发展是体现绿色发展理

念的发展，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经

济发展方式问题”，④而绿色发展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原则，以低碳循环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

式为措施的永续发展模式（乔清举，2022），从这个层面来说，绿色发展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

之策。可见，习近平经济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品格，这种品格着重体现在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的发展要求上。

综上所述，当前关于生态安全和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较为丰富，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在

把握生态和经济这辩证统一的两大主体时，现有文献大多从单方位视角出发，要么从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视角着手，强调生态经济化发展，要么从习近平经济思想入手，注重经济绿色化发展。虽体

现了辩证思维，但缺少生态与经济视角的系统性研究工作。因此本文主张的是同时把握住生态与

经济中的生态品格和经济品格，将生态与经济视为统一体考察，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经

济思想双重逻辑下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实现高质量发展与生态安全的良性互动，

着力推动绿色发展。

因此，从学理上阐释好高质量发展与生态安全的关系，既注重生态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战略地

位，又统筹好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建设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有助于在“安全和发展”这一宏大国家战略下将高质量发展与

高水平保护推向更高水平。本文正是基于此，提出要认真学习研究和深刻把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关于发展和安全的主旨要义、深刻内涵，在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

①　《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4 页。

②　阿伦·盖尔：《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未来宣言》，张虹译，天津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

③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布雷特·克拉克，2022：《社会主义与生态存续》，袁倩编译，《国外理论动态》第 6 期。

④　《中共中央宣传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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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硬道理的发展总基调下，把握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经济学范畴范式，更好统筹把握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与习近平经济思想，精准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确保高水平生态保护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同时，坚持绿色低碳发展方向，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构建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持续动力。

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本身包含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原则、

总方略和战略路径，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①从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生态文明建设、经济社会发展、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许多论述看，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是脱离经济发展的生态思想，而是着眼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充分

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思想。这一基本认识，我们认为

主要体现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若干标志性论述、标志性贡献的文

献中。一是将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全面拓展和丰富社会主义

关于发展本质内涵、时代意义和历史贡献的文献；二是 2018 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首次拟定生

态文明建设应当坚持的六项基本原则，首次提出“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的文献；三是 2023 年全

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首次提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的若干重大关系而成为新时代生

态文明建设必须遵循的方法论、辩证法和实践论的文献。这一系列重大、里程碑式文献，其根本

意义是，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使命，在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

型。换言之，我们所要建设的生态文明，是整套事关文化理念、经济发展模式、生产方式、消费模

式、制度机制等的全方位变革，从来不是对单一生态环境保护理念的翻版或修修补补，是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对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

化、拓展和发展。

1.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明确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的战略

地位，从根本上丰富和拓展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

回望历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率先提出一手抓“物

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的“两手抓”战略方针；在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同志进一步强调，“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②；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将可持续发展确立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彰显了党对长远发展与环境保护的深刻洞察；进入新

世纪，党的十七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写入党代会报告，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式成为国家发展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启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篇章。这一系列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国共产党

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对生态文明认识不断深化、实践不断推进的坚定步伐。

党的十八大以来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掀开了新时代

建设生态文明历史性大幕。习近平总书记就此指出：“这标志着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认

识的进一步深化，表明了我们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③正是在“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中，生态文明的加入明确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底色，构筑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环境底线，

为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效益开辟了新通道；使经济发展既有了新的环境约束，又增强和

增加了绿色变革动力和新的历史使命，进一步开拓了经济发展空间，提升了经济发展效率的动力

和方向。

①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 年 7 月 22 日。

②　《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大胜利》，《人民日报》1992 年 10 月 21 日。

③　《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人民日报》2013 年 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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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到二十一世纪中叶，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将实现

全面提升，其中美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特征。①特别是“两山论”的提出，深刻揭示了

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中进一步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民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强化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相统一的发展理念。“两山论”在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时期首次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

党的二十大指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注重同步推进物质

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方面。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是我们党反思西方现代化

模式所作的理论创新，拓展了关于现代化的绿色意蕴。也是在总结我国发展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

对传统工业时代形成的现代化内容及其实现方式的重新思考和深刻转型。

总之，从“两个文明”到“五个文明”，从“三位一体”到“四位一体”再到“五位一体”，“五个文明”

“五位一体”，都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发展和完善贡献了智慧和力量，进而为全面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奠定基石。着眼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表明社会主义社会不

但要有高度发达的民主政治和物质文明，必须有高度发展的精神文明，还要有高度发达的社会文明

和生态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在经济繁荣、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及生态美丽

“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中实现的。从宏大的视野看，社会主义社会将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构建“五个文明”体系，表明中国倡导的生态文明建设，从其历史定位、发展站位、战略高度

伊始，就不是单纯的生态环境资源范畴，本身内含着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区别于其他一切社会显著标

志的重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有超越工业文明、彰显生态文明优势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范畴范式，

且能在高质量发展和生态安全二者之间达到平衡协调。这不仅仅是生态环境领域的一场深刻变

革，更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集中体现。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首次提出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六项原则”，首次提出

“生态文明体系”重大战略范畴和实践路径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博大精深，同时又扎根经济发展实践，顺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新

要求，与习近平经济思想对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不谋而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时代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六项原则”。“六项原则”后来在生态环境部系统以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被

拓展为把握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战略理念、重大原则、重大科学论断的“八大观”②。不论是“六

项原则”还是“八大观”，都体现了对绿色发展中经济规律基础性作用的尊重，本身包含了在新发展

理念引领、实现高质量发展主基调下统筹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的丰富内涵（高世楫和李佐军，2018）。也可以说，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中都得到充分和广泛地体现。相比之下，西方主流经济学或非主流的左翼经济学等流派的“后

现代追求”理念，忽视了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可行性（谢富胜等，2014）。③
另一标志性的贡献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生态文明体系”，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一项更

加清晰的系统工程。在这里，一是要求加快构建“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实质是

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文化力量、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二是要求加快构建“以产业生态

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实质是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经济路径、产业路径  ，是生

①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0 页。

②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学习时报专访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学习时报》2019 年 3 月 27 日。

③　《当代资本主义生态理论与绿色发展战略》，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 年版；《21 世纪生态经济学》，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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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文明建设的物质基础）；三是要求加快构建“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

度体系”（实质是为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创新提供目标保障、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

四是加快构建目标责任体系（实质是体现生态文明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彰显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提出的“人民至上”基本立场，要求必须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五是要求“加快构建生态安

全体系”（实质是把生态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可以说，生态安全已经是国家安全体系十分重要的

战略考量）。也正是在此基础上，“五大体系”的实质，根本意义在于，为怎样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

生态文明建设如何基于“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从而全方位全过程全地

域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转向。这也正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所要求的，要基于系统思维，改革

要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向全面深化转变。

3.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确立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的几个重大关系，是新时代统

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需妥善处理的关键关系，这些关系被概括为

“五大关系”。一是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旨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确保

高水平的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二是正确处理“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的

关系”，提出要集中力量解决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问题，同时推动各领域、各地区的协同治理，形成

生态环境保护的合力；三是正确处理“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的关系”，强调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

上，合理利用人工修复手段，促进生态系统的恢复和改善；四是正确处理“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关

系”，指出要充分利用外部约束机制，同时激发社会各方面的内生动力，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五

是正确处理“‘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要坚持中国的‘双碳’目标承诺，同时鼓励和支持基于

国情的自主行动，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五大关系”，是“一篇闪耀着马克

思主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真理光辉的重要文献”（黄承梁，2023），也是指导“处理好高质量发展

与生态安全的良性互动”的重大战略思想。

其中，特别是关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的论述，是对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以来工

业文明无法破解发展和保护这一“二元悖论”、两难境地的科学回答。从哲学角度看，既是对马克思

所指出的我们仅仅知道的一门可以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历史科学在 21 世纪的时代转化和发展；

也是对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重大战略理念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两山论”所蕴含的“绿

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关系的高度竞合。统筹兼顾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绿色化、低碳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期实现在高质量发展中完成高水平保护，

在高水平保护中促进高质量发展。另如，关于“‘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这里固然有中国展

现大国责任担当的国际承诺问题，但本质是中国统筹美丽中国和清洁美丽世界两个大局，进入加快

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自主选择，是中国人民自主作出的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

化、全面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抉择，是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优美生活生态环境的党的初心使命，必

须始终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这一基本国情，坚持先立后破、破立并举。基于此，“五大关系”的提

出，核心命题是生态环境保护，但究其本质，是对实现什么样的经济发展的战略指引。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所指出：“这既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①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自然同社会是通过对象性活动相互

渗透、互相制约的，因此自然的和谐就是社会的和谐。换句话说，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由对立走向统

一，必须依靠人的对象性活动，依靠劳动解放，即共产主义的实现来完成。生态不文明也不是社会主

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拟定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其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的

①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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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构想，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建设生态文明，从文化形态、经济基础、产业基础、国家治理、制度

保障、社会面貌等方面拟定的战略路径，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根本方向指引，是生

态文明范式下生态社会建设的全景全貌，将从根本上为全面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根本思想遵循。

三、 系统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若干重大科学论断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其一系列重大战略性科学论断和理念，形成了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

密的科学理论体系。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角度看，习近平经济思想同样摒弃传统只注重经济增长

而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经济发展思路，强调经济发展是注重资源高效集约利用、清洁低碳生产、维

护生态安全的高质量发展。可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经济思想是相互交融、互为目标、

互促互进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也呈现出一系列创新性的理论观点和论断。换言之，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在多个学科领域内都展现出其创新性和前瞻性，如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习近平经济思想中，都有许多标志性、引领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

些新思想新理念新论断，同习近平经济思想中的许多新思想新理念新论断一道，共同拓展了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统筹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探索中形成的经验积累和智慧结晶，为解决

现实经济和环境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1.“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深邃历史观”与大江大河母亲河绿色发展战略

党的二十大提出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推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长江、黄河都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历史、全

局的高度，从“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文明规律出发，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出发，亲自谋

划、亲自部署、亲自主持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身体力行

推动母亲河长江、黄河生态保护，走出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统筹发展的中国现代化新道路。

就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而言。长江经济带横跨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是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自 2016 年起，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时间节点，分别于重庆市（2016 年 1
月）、武汉市（2018 年 4 月）、南京市（2020 年 11 月）和南昌市（2023 年 10 月），主持召开关于长江经济

带发展的系列座谈会。会议的议题从“推动”逐步过渡深化到“进一步推动”，展现了对长江经济带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持续关注和深化实施，绘就了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宏伟蓝图。截至 2023 年底，长

江流域水质状况显著提升，最新数据显示，水质达到优良等级（Ⅰ—Ⅲ类）的断面比例高达 91.7%，

与上年相比提升了 1.5 个百分点，这一比例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领先近 8 个百分点。①在经济贡

献方面，长江经济带表现出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584274.2 亿元，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比重为 46.7%②，长江经济带在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引领作用进一步显现。这也就是说，

长江经济带走出了发展和保护双赢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新道路。特别是绿色发展示范和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深入实施，绿色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初步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做法。以湖北省为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5 次考察湖北省，湖北省十年实现万亿级“三

级跳”，经济总量从 2 万亿到 5 万亿。③这一数字，并不是简单的量的增长，而是湖北加速构建现代

产业体系，高端制造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如 2023 年全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

①　《重 点 流 域 水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取 得 重 大 进 展》，新 华 网 ，2024 年 8 月 30 日 ，http://www. news. cn/politics/20240830/
afaed07e39734d5db4a89525bae84b60/c.html。

②　《2023 年长江经济带区域拉动全国经济增长 2.6 个百分点》，《中国信息报》2024 年 2 月 20 日。

③　《经济总量从 2 万亿到 5 万亿  湖北十年实现万亿级“三级跳”》，《湖北日报》2022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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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5.7%。①又以关于长江下游、覆盖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的长三角的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为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十余年间，长三角以占全国 1/26 面积的土地创造了全国 1/4 的经济总量，率先形成

中国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和改革开放新高地。

就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与时俱进提出一系列新思

想新观点新要求，全面部署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工作。发展是安全的基石，安全是发展

的条件，在发展中谋求安全，在安全中促进发展，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不仅是国家战略的需要，也

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发展“第一要务”和安全“头等大事”二者之

间的良性互动。②以地处“中华水塔”、三江源头的青海为例，青海最大的价值、责任和潜力均源于

其独特的生态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③有鉴于此，青海充

分利用高原得天独厚的风、光资源，加快发展清洁能源。截至 2023 年底，青海省电力装机中清洁能

源占比达 93%、新能源占比达 68%。④这也就是说，青海省在扛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

的同时，走出一条具有青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特别是着眼实现“双碳”目标，青海省会同各相

关方，着力解决清洁能源发展“卡脖子”难题，使高原绿电不断远送外省，让资源优势变为产业优势，

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更加鲜明。又以地处黄河下游的东部沿海工业大省山东省为例。山东省坚定实

施“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战略，这一策略致力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实现新旧动能

转换的显著突破。通过这一转型，山东省经济总量实现了跨越式增长，地区生产总值接连攀升，到

2023 年已达 92068.7 万亿元。⑤同时，黄河三角洲地区的生态环境显著改善，该地区现已成为东方

白鹳这一物种全球最大的繁殖地，鸟类种类数量从 187 种扩展至 371 种，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山

东省的发展实践展示了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并重的模式，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和推动绿色发展，山东

省不仅在经济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也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生态环境的改善作出了积极贡献，体现

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地方层面的深入实施和有效推进。⑥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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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

生产力”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发展

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变革的根本动力和最终决定力量。对于自然生态环境、自然资源这一

概念，马克思曾用“自然富源资源”这一研究对象。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自

然富源资源。一是作为基本生活资源的水、土壤和空气等；二是作为基本劳动资源的森林、煤炭和

贵金属等。它们既是一切生产工具、一切劳动资源的第一源泉，还是作为劳动者的生命力、劳动力

和创造力的第一源泉。

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我们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多强调了

在经济建设中追求和创造物质财富、建设物质文明，而对生产力的绿色属性、创造物质财富的“自然

富源资源”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鲜讲或者讲得不够，造成唯 GDP 的片面发展，付出了环境、资源、

生态的巨大代价。把生态环境这一要素纳入生产力范畴进行战略性考察，体现出习近平总书记对

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深邃思考和战略考量，深刻揭示出只有不断解放生态生产

①　国家统计局：《工业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新动能成长壮大》，2024 年 1 月 18 日，https://www.stats.gov.cn/xxgk/jd/sjjd2020/
202401/t20240118_1946721。

②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

强保障》，《人民日报》2020 年 12 月 13 日。

③　《习近平在青海考察时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深化改革开放，深入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

2021 年 6 月 10 日。

④　青海省人民政府：《2023 年新能源发电量首超水电成青海省第一大电源》，2024 年 1 月 7 日。

⑤　山东省统计局：《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综述》，2024 年 9 月 19 日。

⑥　《齐鲁大地“走在前、开新局”》，《人民日报》2022 年 7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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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发展绿色生产力，作为人类更高发展阶段的生态文明建设，才能形成对工业文明科学扬弃的根

本性和历史性的变革力量，才能体现出生态文明相较于工业文明的比较优势。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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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自然

生产力理论，突破了西方经济学唯劳动力唯资本唯技术理论，科学阐释了良好生态的自然资本属性。

生态本身就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动力的关键。①“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

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②这一重大科学论断，是继生态环境与生产力关系范畴之后，

再次从生产力范畴战略高度出发，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和供应链，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③这不仅

体现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也指明了经济发展的新方向，即通过绿色转型实现生产力的质的跃升。

3.“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论”打通“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双向竞合机制

“两山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最为著名的科学论断之一，是关于如何实现绿色发展的认识

论和实践论。为从实践上走出绿水青山“何以就是”“怎样就是”金山银山提供了典型的“三段论”范

式。一是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重心在发展。发展不仅是硬道理，也是我们有条件有能力

有实力解决生态环境历史积存问题的根本前提。二是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重心在保护。

三是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心在统筹。让绿水青山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体现生态红

利（黄承梁，2018）。“两山论”其实质在于科学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④，走发展与保护协

同之路，是我们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此外，这一重大战略理论实现了自然规律、经济规律

和社会规律的统一，创造性地开辟了“自然生态理论”。

首先，自然没有替代品。留得绿水青山在，其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就可以持续发挥，自然

价值就能够得到守护并使之持续增值。也正是这样，守护好绿水青山，其所蕴含生态产品价值就能

够高质高效地转化为金山银山。根据保罗·萨缪尔森对公共物品所界定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两

个特征论述，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不仅是保护与发展的辩证思

考，而且明确认可作为自然、没有任何劳动介入的纯自然的绿水青山也有着价值，可以转换、交换，

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创新和突破，以其社会使用价值作为“最公平的公共产品”胜出。⑥
其次，整体区域范畴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本质是关乎区域经济发展的经济问题，如通过发展

生态农业、生态旅游、进行生态权交易，整体提升地方的生态品质和经济发展总体实力，从而使地方

有更好的条件、能力和水平通过生态补偿机制、生态环境修复和更好的生态保护，反哺绿水青山。

这也等于打通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双向双通道机制，实现“越发展越保护、越保护越发展”

的闭合模式，从根本上破解了传统关于发展和保护“二元悖论”的难题。在经济学领域，肯尼斯·阿

罗等学者强调，通过持续投资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并确保经济增长与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匹配，

中国完全有能力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共进。通过这种平衡的发展策略，不仅可以实现人均财富

的稳定增长，还能确保环境的长期健康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⑦

①　《习近平在浙江考察时强调：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奋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人民日报》

2020 年 4 月 2 日。

②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 年 2
月 2 日。

③　习近平，2024：《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求是》第 11 期。

④　《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人民日报》2020 年 4 月 26 日。

⑤　Samuelson, P. A.，1954, “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6（4）， 387—389.
⑥　高世楫、李佐军，2018：《“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笔谈》，《中国社会科学》第 9 期。

⑦　Arrow， K. et al.，1995： “Economic Growth，Carrying  Capacity,and the Environment”， Ecological Economics, 15(2). Arrow, K. J., 
P. Dasgupta, L. H. Goulder, K. Mumford, K. Oleson, 2010, “China, the US, and Sustainability: Perspectives Based on Comprehensive 
Wealth, in G. Heal, ed., Is Economic Growth Sustainable?”，Is Economic Growth Sustainable? Palgrave MacMillan, 9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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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更好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经济学内涵，统筹实现高质量发展

和生态安全良性互动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中就中国的经济建设成就指出，中国经济实力实

现了历史性跃升。①这一伟大成就表明，一方面，我们在没有走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老路的前提下，

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全面推动和实现了高质量发展，实现了绿色发展，国民经济呈现出结构改善、

动力增强和质量提升的崭新面貌，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全面增强。另一方面，从习近平经

济思想视角看，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坚持新发展理念，再到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经济思想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重大战略思想环环相扣，为建设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战略遵循。放眼“十五五”时期，及至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在更高水平

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全面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既要把握好、吃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

刻内涵、实践要求和精神实质，也要自觉融会贯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内在联

系，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实现好、处理

好高质量发展与生态安全的良性互动，使中国的绿色发展成为 21 世纪最大规模、最深层次的绿色

变革，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1. 以新发展理念为体系畅通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环节，完整准确地认识和把握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相互联通

新发展理念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根本理念遵循，是关于中国经

济社会发展目的、发展动力、发展方式、发展路径等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新时代发展观。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对“十四五”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乃至“十五五”时期，2030 年、2060 年中国承

诺尽可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布局，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相互联通更加强化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的

利益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西藏和内蒙古等地考察时，反复强调：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守护好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战略支撑。生态文明建设

具有正的外部性，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也具有正的外部性。新发展理念在构建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宏观框架内，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的各个方面进行整体规划和协调发展，打

通了各个环节之间联通的痛点、难点和堵点，推动各种资源要素在更宽广的空间自由流动和实现优化

配置，可以有效地将正的外部性内部化，实现正向效应的叠加，既能实现生态资源要素和经济要素的

规模经济效应，又能在统筹协调中实现生态资源和经济资源的互补，提高资源要素的使用效率，进而

在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共赢中，同步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安全之间良性互动的稳定性。

2.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串联起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相互赋能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发展方式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的关键途径，而且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线。这一主线不仅从纵向上串联起生产、分配、交换

和消费，而且在横向上把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串联在一起。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主张的资

源能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实施低碳绿色生产方式、减少污染物排放、增加生态产品和绿色产品生产

等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是习近平

经济思想的应有之义。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纽带，以供给和需求为载体，习近平经济思想与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相互赋能，共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新旧动能转化。

①　习近平，2022：《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第 2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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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时期来看，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奇迹。与此

同时，必须看到，一方面，在“十三五”初期，中国水泥、钢铁、煤炭等产量一度稳居世界第一位，是世界上

最大的纺织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另一方面，一是对铁矿石、铝土矿、石油、铜精矿等重要矿产资源的

对外依存度超过了 50%；二是水泥、钢铁、煤炭、一次能源以及常用有色金属的平均能耗强度远高于世

界平均水平；三是落后产能过剩、发展方式粗放问题、结构性不协调、失衡问题十分突出，能源、资源、

生态环境对可持续发展、对国家总体安全、对人民生活在美好生态环境中的制约影响越来越明显。

同时也要看到，进入新时代的十余年间，中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

性。从国际大环境看，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显著上升，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普遍不足，全

球化发展态势遭遇逆流，地缘政治挑战极大升温。从国内环境看，受周期性和结构性调整叠加因素、

产能过剩和生态资源环境约束交织、外部冲击和内部循环不畅等多重影响，加之核心技术、新业态仍

在持续培育中，新旧动能转换压力较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还比较突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以非凡的政治勇气和高度的战略定力，带领全党全国，明

确提出推进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战略性决定，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十三五”时期、

“十四五”时期发展主线。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

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全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中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发展动力实现由要

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中国经济稳步进入新常态，成功实现软着陆。这是巨大的成就。

这个巨大成就的取得，得益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双重作用。一方面，以供给

侧结构性调整为主线，倒逼传统污染型、粗放型企业从供给侧转变生产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引导传

统企业向绿色、循环、低碳的生产方式转型，持续探索新道路。①另一方面，围绕打赢污染防治攻坚

战，聚焦生态环境突出短板，严格“生态保护红线、排污总量上限、环境准入底线”，全面深化资源产

权制度改革、明确资源保护主体及其责任，着力推动人民群众反响强烈的大气、水和土壤污染问题

的解决，使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3. 以高质量发展为标尺引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变革，实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习近平经

济思想的相互成就

高质量发展是在资源环境约束增大、粗放的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经济循环不畅以及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发生变化的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新时代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

展的战略抉择。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绿色成为普遍形态的发展。因此，生态环境良好是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之一。而生态文明也不是不要经济发展，而是要将生态和经济统一

起来，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将良好的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势，实现生态产业化

发展，这也是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指标之一。可见，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互为路径、互相成就的，两大理论都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其理论内涵的重要组成部

分，又以高质量发展作为交叉点实现理论效应的叠加。

高质量发展与绿色发展是孪生姊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实现这一任务的根本保障在于坚持绿色发展，使绿色成为高质量发

展的底色。从发展眼光、战略视角，统筹实现好高质量发展和生态安全的良性互动。特别是在中国

2030、2060 年前尽可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时代背景下，高质量发展能够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特别是生产生活方式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在中国现阶段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下，探求如何通过绿色

发展、低碳发展和循环发展，既能够解决中国历史积存的环境问题，也必然能通过完善能耗控制机

制和市场竞争推动淘汰落后产能机制，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的社会经济体系的构建，为中国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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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安全可靠的能源保障；通过优化产业布局、创新生产流程、倡导绿色生活和合理

规划空间利用，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和谐共生，实现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深入阐述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及其与生态文明建设、绿

色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探索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的指导思想，强调

必须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①这一论述体

现了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深刻认识和坚定决心。2020 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省考察时

强调，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变。这不仅是

一种发展理念的创新，也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和超越。②2023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

蒙古考察时进一步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紧围绕推进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

务，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坚持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

积极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③基于此，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现代经济体系的高质量发展中，

已成为一项不可逆转的趋势和内在动力；同时，也只有通过高质量发展，更好调整经济结构和能源

结构，才能构建绿色化的现代经济体系。没有高质量的发展体系的建构，也就没有生态文明建设特

别是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产业基础；没有强大的节能环保技术、清洁生产技术、清洁能源技术

及其产业，高质量发展也只是水中花、镜中月。

4. 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经济思想注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

论最新成果的新动能和新实践

现代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大势。20 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的

短短 20 年间，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的大范围应用和人类对宇宙系统的无尽探索，极大地扩大和加深

了人类对自然界、对整个宇宙系统的认知，也引发了新技术革命和全球产业的深刻变革。在这一背

景下，以清洁能源、新能源、新材料、生物能源等为代表的低碳绿色产业蓬勃兴起，形成了孕育和建

设生态文明的强大生态产业基础。以数字技术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为例，数字技术正以其创新

的力量，重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各个层面。它不仅引入了新思想和方法，还催生

了多样化的商业模式和运营策略，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这种技术的融合和应用，对人

类生产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成为推动全面进步的关键因素。④这一重要论述表明，中国

经济发展当前面临的一系列变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习近平经济思想所

要涵盖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原则、理念和指导思想、实践路径，实质上为统筹把握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基于经济学的战略性指引。由此也说明，生态文明建设归根结底是个

发展问题，离开经济视角单一看环境问题，或者说就环境论环境，在实践中非常有害。

新质生产力是绿色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这个重大科

学论断，极大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既丰富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内涵，又为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补充了新原则，为在更高水平建设生态文明、全面推动中国绿色发展提供了根本方向指

引、根本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回望历史，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

既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本质上同样受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

①　《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 ,守护好祖国北疆这道亮丽风景线》，《人民

日报》2019 年 3 月 6 日。

②　《习近平春节前夕赴云南看望慰问各族干部群众 :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美好的新春祝福 ,祝各族人民生活越来越好 ,祝祖国

欣欣向荣》，《人民日报》2020 年 1 月 22 日。

③　《习近平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把握战略定位坚持绿色发展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人民日报》2023 年 6
月 9 日。

④　《习近平向 2021 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人民日报》2021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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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支配。原始社会，“火和石器”是原始文明的标志，人类用石头摩擦取火这个原始的“机械运动”

转化所形成的热能，逐步使人从动物中分离出来；农业社会，“铁犁”是农业文明的最为显著的特征，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铁剑时代，但同时也是铁犁和铁斧的时代，铁已经在为人类服务”；①工业社

会，纺纱机、蒸汽机、机器化大生产，标志着人类文明进入工业文明时代。新时代经济建设取得的历

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一方面是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

系，使资源环境要素价格与其稀缺性、外部性相匹配，破解资源要素粗放利用问题，倒逼经济转型和

结构改革；另一方面，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生产力的内在关系，通过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

色技术推广应用，改变传统生产力发展中投入与产出、消耗与效益的倒挂现象，进而为我国高质量

发展注入绿色新动能、释放生态新优势。由此，在生态安全理念指导下的绿色发展中释放高质量绿

色动能，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的高质量发展中释放生态优势，二者辩证统一，在协调中实现生态安

全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也由此，由新质生产力所决定，中国的绿色发展成为 21 世纪最

大规模、最深层次的绿色变革。

五、 结　语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本质就是一部鲜活的关于什么是绿色发展、坚持什么样的绿色发展、怎

样绿色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的历史上，只有在新时代，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历史性姿态表现为发生在中国大地、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的一场“绿色变革”、

“绿色革命”，从发展理念到经济举措，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范式”。统筹实现好高质量发展

和生态安全的良性互动，就要深刻揭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经济学内涵。

绿色发展是人类面临资源能源不足和生态环境承载力有限的双重压力之下的创新之路，是传统

生产要素作用空间有限条件下如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动能。中国的绿色发展有力化解

了传统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矛盾的僵局，回击了西方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质疑，生动体

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智慧。这也就是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我国经济发展

实践中相互协同，体现了两大思想的动态性、发展性和实践性。党的二十大提出协同推动降碳减污

扩绿增长，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基于此，必须更好地把

握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经济学范畴，更好统筹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经济思想双重

逻辑。从根本上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涵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如何实

现更高水平、更高层次“发展”的“真经”，它要求把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置于绿色发展和人与自然和

谐的视野下，从而使生态文明建设体现经济性、成长性和未来性。因此，必须坚持创新居首，着力推

动形成文明变革的技术变革和产业变革力量，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同中国式现代化的其他

四个特征共同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坦率而真诚地认识到，工业文明所以引领人类文明

数百年，归根结底在于领先的工业化的技术和产业。我们要引领新的生态文明，就必须有相较于工

业文明而言能够超越别人的硬通货、硬实力。必须始终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在更高水平建

设生态文明的出发点，才能够突破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才能够通过市场资源配置效应，

成就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新常态，使绿色技术的重大突破和绿色产业的蓬勃兴起能够成为新时代中国

在第二个赶考之路上的革命性变革。全党全国全社会、各地区各部门各个社会个体，都要从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丰富的内涵和内在紧密严谨的逻辑体系出发，着力审视、对照和加强所属主阵地与生

态文明建设的内在相关性，特别是从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在要求出发，为生

态文明建设持续体现蓬勃向上的成长力贡献经济学思维，提供经济学发展范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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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已被广泛认可为全球发展范式转型的核心要素。在可持续发展、绿色增长、绿色经济

以及包容性绿色增长等多元议题的推动下，它代表了对传统增长模式的深刻反思与超越。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正是这样，不仅关注人类生态与文明、人类社会整体进程中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

般规律，还以当代工业文明和现代化建设现状及其历史趋势为研究对象，所要揭示的是工业文明发

展到一定阶段后人类社会如何在“现代化”面前使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成为现代化的前提

条件或内在要求。这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区别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及其学说

的独特之处。于全人类而言，生态文明不仅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确保其持续存在的基础，更是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关键。在全球化背景下，生态环境的挑战与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凸显了

传统发展模式的不足和局限性。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以其独特的实践，探索并证明了

一条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共生的道路，实现“越保护、越发展”的绿色发展闭合圈，使

生态文明成为继可持续发展理念之后新的、可为全人类所共享的新的绿色发展观。中国绿色发展

的成功实践，为推进全球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①
当今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一系列不确定性加速了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

之变，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进入战略重塑期。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中央坚持目标不移、大局不

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不懈奋斗，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相较于资本

主义所创造的以资本为中心、以对外扩张掠夺、以人与自然关系高度对立所形成的工业文明，中国

共产党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和平崛起、绿色崛起的文明形态，推动了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促

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占领了人类道义制高点。在宏大的历史叙事和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下，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是这样，其伟大成就、重要贡献、历史地位，是系统完整、相互贯通的有机整

体，其中就包括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融会贯通和有机统一。它们在整体上深

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推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发生根本性变化、取得历史性成就的科学逻

辑、实践逻辑，深刻揭示了我们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思想力量源泉，深刻揭示了党和人

民到 21 世纪中叶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不懈追求，深刻揭示了中国推动构建人与自

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格局担当。马克思主义在其创立之初，便为科学社会主义、共产

主义设定了“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与自身的和解”的“两个和解”的历史任务。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和习近平经济思想一道，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两个和解”思想提供了思想源泉，是工业文明以

来人类社会发展观的深刻变革，是日益站在世界正中央的中华民族以原创性、独特性、标志性贡献

在 21 世纪对工业文明观的矫正、科学扬弃，既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又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

了独特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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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ing a Virtuous Interaction betwee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Promoting Green Development under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HUANG Chengliang, PAN Jiahua and GAO Shiji

(Institute of Eco-civilization, CASS; Institut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Policies, DRC)

Summary: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are two wings of a body and two wheels of driving force. The Third Plenary Ses‐

sion of the 20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proposed to adhere to the systematic concept,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emphasized that national security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steady and long-

term progr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and stressed th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integrated national strategic system and 

enhance the ability to safeguard national security. Ecological secur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security. 

At present, we should attach more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an at any time in his‐

tory, promote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achieve historical achieve‐

ments. However, it should also be noted that some localities and departments have isolated and taken out of context the is‐

sues of the environment and ecology, adopting simplistic and brutal “one-size-fits-all” methods, which have caused a cer‐

tain degree of damage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eople’s well-being.

Therefore, to properly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ecological security in national security, but als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wit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a major strategic task of the spirit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i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building a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t will help 

pus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high levels of protection to a higher level under the grand national strategy of “secu‐

rity and development”.

On the new journey, we must earnestly study and deeply grasp the main thrust and profound connotation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Party on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Under the general tone of devel‐

opment, development is the top priority of the Party in governing and rejuvenating the country, and adhering to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s the hard principle of the new era, we must grasp the economic category paradigm of Xi Jinp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Under the dual logic of Xi Jinp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and Xi Jinping eco‐

nomic thought, we should better balanc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high-level protection, realize the positive interac‐

tion betwee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strive to promote green development, and inject sustained 

impetus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featuring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Keywords: Xi Jinping Economic Thought;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cological Security; Gree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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