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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智慧 

——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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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为新时期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指南，也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中国方

案。从“两山论”的对立统一、“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型”的否定之否定、“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的联系与发展的唯物辩证法三重维度为落脚点，探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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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党中央加大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关注度，并不断

深化对其的规律性认识。伴随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应运而

生，为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同志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创立的关

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论断和理论体系。其立意深远、内涵丰富，既是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整个人类社会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一）立足本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更

好处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为了追求更高质量的发展，以

付出巨大的生态环境破坏获取经济快速发展的模式已不可取，这种简单粗暴的发展方式正是

犯了“唯经济论”错误，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

根本大计，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科学论断了生态环境和生产力发展之间的联系性，

不走发达国家高耗能、高污染的生产发展的老路，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和生产力发展的齐头并

进的新路。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并首次在国际场合提

出“两山论”即“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这一论断强调了清洁美丽的生态环境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作为人口众

多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是相辅相

成、相得益彰和相互促进的，只有保护好生态环境，才能为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源源

不断地自然物质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是习近平总

书记立足中国经济发展现状提出的，立足本土，结合现实，展望未来。 

（二）人民至上 

新中国成立到现今，人民的基本需求是我们党制定大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和参考条

件，进入新时代以来，人民对追求美好生活需要的愿景与日俱增，因此加强生态环境建设是

很有必要的，生态环境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践行“美丽中国”目标，打造良好的生态

环境是为人民提供美好生活的基础物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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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民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

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良好生态环境是最为重要的，它牵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的切身

利益。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近几年在中国

追求高速度发展的同时却带来了空气污染、生态恶化等一系列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这些问

题是人民向往美好幸福生活的重大阻碍，我们要及时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

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

碳中和”的重要指示，加快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型，不仅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更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人民基本需求出发，立足人民角度的人

民性理念。 

（三）全局视角 

习近平总书记全面贯彻大局观，以全局视野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支撑，而这一贡献

不仅彰显了全球环境治理的大国担当，也为世界各种解决本国生态环境问题贡献了独特方

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类可持续发展，提出一系列重要倡议和主张。

指出“保持良好生态环境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强调“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

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主张“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

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等一系列事关世界各国人民切身福祉的重要理论。自古以来，

生态环境问题就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尤其伴随着近几年全球变暖、极端天气频发和生物多样

性破坏等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接连发生，聚集各国力量，解决并持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的问

题刻不容缓。而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积极参与全人类的生态环境保护事

业中，并承担重要角色，从战略理念、国际合作到多边平台全球治理，中国以自身实践为全

球生态文明建设注入动力，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 

二、从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期以来，就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生态文

明理论观点和指导思想，这些共同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础。本质上来说，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创新发展，从唯物辩证法维度出发，探究其中蕴藏的

哲学意蕴。 

（一）对立统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在于对立统一规律，该规律揭示出矛盾的两种基本特性：同一性与斗

争性，它们相互依存且相互渗透，共同驱动着事物的演进。具体而言，矛盾的同一性体现在

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依存与贯通趋势上，而斗争性则表现为对立面之间的相互排斥与分离趋

势。这两种特性紧密相连，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矛盾运动的内在逻辑。其方法论要求我们

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必须善于把二者结合起来，在斗争性中把握同一性，在同一性中把握

斗争性。 

在 2005 年的浙江省安吉县实地调研过程中，时任国家领导人的习总书记首次创造性地

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这一观点深刻而独到地阐述了经济发展与生

态环境保护两者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在一次重大场合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剖析

了“两山论”的内涵，指出在实践探索中，对于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这两座“山”之间关系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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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历程，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进： 

第一阶段，表现为不要绿水青山，只要金山银山的发展模式； 

第二阶段，则转变为在追求金山银山的同时，亦需守护绿水青山的理念； 

第三阶段，进一步认识到绿水青山不仅能够持续孕育出金山银山，其本身即等同于宝贵

的金山银山。
2
由此可见，人们一开始以巨大环境代价推动经济发展，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

严重，人们逐渐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寻求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最终，人

们深刻意识到自然环境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1.绿水青山换金山银山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特别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用绿水青山去

换金山银山”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这一时期，人类社会对物质财富的渴望达到了前所未有

的高度，生产力的发展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森林被砍伐、河流被污染、土地被过度开发，

绿水青山逐渐褪色，取而代之的是高楼大厦、工厂烟囱和繁忙的交通网络。在这一历史性的

认知演进过程中，“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概念，在初步阶段，确实呈现出一种看似

尖锐的对立态势。从矛盾的斗争性视角进行深入剖析，两者间仿佛存在着一种相互排斥、彼

此对立的紧张关系。 

2.追求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双向发展 

“金山银山”象征着物质财富的积累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它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

基础。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浪潮中，人们通过开发自然资源、推动产业升级、扩大市场消费

等手段，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提升了生活水平，推动了社会进步。然而，这一过程往往

伴随着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与资源的过度消耗，绿水青山在追求金山银山的过程中逐渐褪色，

生态环境问题愈发显著，已成为阻碍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在这一背景下，“绿

水青山”这一概念承载着更为深渊的意义，代表着自然环境的纯净与生态的平衡。但是，在

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忽视了绿水青山的价值，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附属品或牺

牲品，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 

根据矛盾的同一性原理，矛盾双方能够相互吸收对方的有益因素，在发展过程中各自成

长。在“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重”的核心理念指导下，绿水青山成为了支撑金山银山存在

与发展的根本基础。换言之，绿水青山不仅自身具备重要价值，更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依

托与保障，两者在互动中实现了共生共荣。只有保护好绿水青山，才能确保经济发展的长期

性和稳定性，避免陷入“先污染后治理”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金山银山的积累也为绿水

青山的保护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保障与技术支撑。借助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力量，我们

能够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迈向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从而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

也实现生态效益的最大化，达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局面。 

3.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 

“绿水青山”作为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活动的物质基础。清洁的水源、肥

沃的土地、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等自然资源，是农业、林业、渔业等产业发展的基础。因此，

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源保障，还促进了经济结构的优化

升级，实现了经济与生态的双赢。“金山银山”则代表“经济发展”，而在适当的条件下，

绿水青山可以转化为金山银山。例如通过发展生态旅游、绿色农业、清洁能源等产业，将生

 
2 《为了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生态文明建设纪实》,人民网-人民日

报,https://jhsjk.people.cn/article/26665396,2015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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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由此可见，保护绿水青山就

是保护经济发展的后劲。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一旦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经济发展将

失去根基，“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这两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

一方面，“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持续的支撑；另一方面，“金山

银山”也为“绿水青山”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和技术支持。 

（二）否定之否定：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型之道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任务，在当今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加快形

成绿色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经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这要求我们不仅要对传统的高污

染、高能耗的生产方式进行否定，更要在此基础上进行再否定，探索出一条符合可持续发展

理念的新路径。 

矛盾的同一性原理揭示，矛盾双方通过相互吸收有益因素，在彼此作用中实现各自的成

长。在“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理念下，绿水青山扮演着金山银山赖以存在和发展的

基石角色。纵观历史长河，中国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从原始的自然依赖，到工业化的资源掠夺，

再到如今对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追求。在工业化进程中，中国曾大量开采煤炭、石油等化石能

源，以支撑经济的快速增长，甚至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种资源掠夺

式的发展模式，虽然带来了短期的经济繁荣，但也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随着

人们对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中国政府紧密结合实际情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

开始积极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比如，实施严格的环保法规，打击环境污染行为等。这一过

程正是对旧有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不断否定，以及对更高层次绿色模式的探索，从而实现国家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事物发展前进性和曲折性的辩证统一视角出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深刻

指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不仅惠及当代，更将造福千秋万代。”这一表述既体现了当前

保护生态环境的紧迫任务的重要性，也预示了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和对未来世代的积极影响。 

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型，正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前途无疑是光

明的，但道路却也是曲折的。例如，中国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并出台了一系列

政策措施，鼓励企业采用绿色生产方式，倡导居民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同时科学技术的高速

发展也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支柱。随着清洁能源技术、智能制造技术、

循环经济技术等的不断进步，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得更加可行和高效。可见绿色生产

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前途是光明的。 

但是绿色转型意味着对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颠覆，这必然会触及到一些既得利益

者的利益。因此，在推动经济向绿色转型的过程中，可能会遭遇来自传统行业的阻力和反对

声音。具体而言，部分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可能会因转型所需的高昂成本而持抵触态度。

并且消费者长期形成的行为惯性仍然难以立即改变，一些人可能仍然习惯于传统的消费方式

和生活习惯，对绿色产品和服务持怀疑态度。这些阻力反映了转型过程中的挑战与复杂性，

需要政策制定者、企业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通过提供转型支持、激励措施和技术创新等手

段，克服这些障碍，推动经济向更加可持续、环保的方向发展。所以，这场绿色转型的道路

又是曲折的。 

总而言之，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时代重任，在全球环境问题加剧的当下显得尤为重要。否

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人类社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不断演进，从原始依赖到资源掠夺，再

到绿色可持续发展，体现了对旧模式的否定与新路径的探索。而这场绿色转型前途光明，得

到政策和技术创新的支持，但其道路却充满曲折，要深刻认识转型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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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在任何时候不失去开拓前进的信心和勇气，也要积极应对挑战和解决矛盾。 

（三）联系与发展：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全人类面临的共同

挑战。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关乎每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更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和使命。只有

加强各国之间的联系合作，共同应对环境问题，才能实现全球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

发展。 

从联系的视角审视，恩格斯在阐述事物间普遍联系的“辩证画卷”时深刻指出，当我们

运用思维去探索自然界、人类历史或是我们自身的精神活动时，最初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幅

由无数联系与相互作用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绵延不绝的宏伟图景。这一表述强调了万物

之间普遍存在的联系性，以及这些联系在构成世界整体面貌中的决定性作用，体现了辩证唯

物主义对于事物内在联系的深刻洞察。总体而言，世间万物既保持其独立性，又处于相互关

联之中，因此，在推进全球生态为文明建设之路，更要世界各国倾尽全力，聚力推进。 

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无论是经济、文化还是生态环境，都呈现

出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态势。尤其面对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气候变化、生物多

样性丧失、水资源短缺等，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例如，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各国共

同制定减排目标，加强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保护生物多样性需要跨国界的自然保护

区建设，以及物种迁徙路径的保护；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需要跨国河流的水资源管理合作等。

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各国之间的紧密联系和协作。从联系的角度出发，共谋全球生态文

明建设之路，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和使命。 

从发展观念的视角来看，物质世界，尤其是人类社会的进步，本质上是一个新陈代谢的

过程，即新事物的涌现与旧事物的淘汰。随着时代的更迭与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往的经济增

长模式已难以匹配当前的新挑战与需求。在这种背景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新发展理念应运而生，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的同时，也造福了世界。

一批“高耗能、高污染”的工厂和企业渐渐被“低耗能、轻污染”的工厂取代，这一转变不

仅体现在生产方式的革新上，更深层次地触动了社会结构与民众生活方式的变革。随着新发

展理念的深入人心，人们开始更加重视资源的高效利用与环境的可持续保护，绿色消费、低

碳出行成为新风尚。政府与企业携手，加大对清洁能源、节能环保技术的研发投入，风能、

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项目遍地开花，不仅有效缓解了能源压力，也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

对全球气候变化贡献了重要力量。正是由于新事物蕴含着全新的要素组合、独特的结构形态

以及先进的功能特性，使其能够紧密贴合并高效适应已经发生变化的外部环境与内在条件，

从而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才是先进的，符合

世界各国人民群众利益和要求的，实现地球永续发展的，共创人类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总结而言，从联系的视角审视全球现状，恩格斯所描绘的“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

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得到了生动体现。各国在经济、文化、生态环境等

多个维度上的相互依存，使得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水资源短缺等，是

加强各国团结的纽带。同时，从发展理念上看，人类社会正经历着从传统经济模式向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转型的过程，正在打造一个光明的前路。 

三、结语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深度融

合，并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精髓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这一思想成果，既体现了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持与发展，也彰显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为新时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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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探索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的路径指引。本文在马克思主义唯

物辩证法视域下浅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意蕴，主要是从主要内容和哲学内涵两方面

进行研究，呈现出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齐头并进的“两山论”、对以往生产和生活方式“扬

弃”的否定之否定以及携手各国，打造绿色地球村的哲学智慧。值得注意的是，生态环境保

护不是一朝一夕的任务，我们应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保持“两个”大局观，深

度融入全球化浪潮，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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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analysis of the philosophical wisdom of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based on Marxist dialectics of mater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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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not onl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guid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era, but also contributes Chinese solutions to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dialectics of materialism in the 

unification of the opposition and unity of the "two mountain theory", the neg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green production mode and lifestyle", and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materialism dialectics of the 

conn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jointly planning the road to glob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we explore the philosophical wisdom of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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