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

●我们要牢固树立“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始终坚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始终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民生福祉，
始终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始终坚持共谋全球生
态文明建设，以全面推动绿色发展为治本之策，协同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和生态文明建设持久战

●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使得生态文化
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凝魂聚气、固本强基的精神动力

●建立健全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实
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协调统一

●建立健全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使之成为
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正向激励

●建立健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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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建立健全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
安全体系，保障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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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启光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
未来的长远大计。在 2018 年 5 月召开的全国生
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全局，着眼人民福祉和民族未来，在全
面系统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基础上，
深刻阐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系统提
出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重大原
则，全面部署建立健全包括生态文化体系、生态
经济体系、目标责任体系、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和
生态安全体系在内的“五位一体”生态文明体系
战略任务。

这一最新论述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所提出的一
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凝练和升华，是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首次系统总结和深刻阐释。作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
部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我们党的重大理论和
实践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中
国化的最新成果，它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
态文明理论的新境界，为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根本遵循，必须长期坚持贯
彻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
内涵和精髓要义集中体现在“六个
坚持”，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
供了基本原则和根本遵循

一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环境是人
类生存最为基础的物质条件。人因自然而生，人与
自然是一种共生共存关系。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人
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
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
尤其是工业化进程中，就曾发生过大量自然资源破
坏和生态环境污染事件，如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
事件、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等，都酿成了
惨痛教训，为人类敲响了警钟。基于历史经验总
结，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生态与文明的关系时指
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只有充分
认识并尊重自然规律，我们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
用自然上走弯路。在如何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
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上，习近平总书记曾作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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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科学论断，这一重要科学论断饱
含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谋求和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唯物辩证观范畴的价值
理念，深刻揭示出生态环境作为生产力内在属性的
重要地位。

我们要深刻认识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牢固树立“生态兴则文明
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生态历史观，坚持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用好人与自然关系的唯物辩证法，解放
和发展生产力一定是解放和发展绿色生产力，要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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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
静、和谐、美丽。

二是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关于经济
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曾经存在一种错误观
念，认为发展与保护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经济
发展尤其是工业化进程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破坏，而
加强环境保护就必然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对
此，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科学理念，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协
调统一起来，对于纠正上述错误观念具有重大理论
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本质是实现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的统
一：一方面，摒弃传统的以资源过度消耗和生态环
境破坏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降低高污
染、高能耗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大力培育
和发展节能环保产业、资源综合利用产业、清洁能
源产业、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等生态驱动型、环境
友好型产业，通过培育绿色增长点、构建绿色低碳
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实现经济生态化。另一方面，
将生态环境作为稀缺资源和生产要素，通过价格机
制充分尊重和体现环境的生态价值，通过实施自然
资源产权和环境资源产权的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
推动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本增值良性互动，实现生态
经济化。

我们要始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重要发展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
化和社会建设全过程。加快推动高资源消耗、高环
境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
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协调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
保护的内在关系，构筑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
系，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
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通过经济绿色发展、产业
绿色转型、生活方式绿色转变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
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

三是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民生福祉。
良好生态环境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内在要求和基本
保障。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人民群众的需求已由“求温饱”转变为“盼
环保”，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高生态环境质量的
诉求日益强烈，生态环境已成为关系民生的重大社

会问题。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从广大人民
群众切身利益角度来看待生态环境，是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人民性的集中体现。“环境就是民生，良好
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的民生福
祉。”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的民生属性作
出的科学论断。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指出：“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
想、所盼、所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
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
生态环境需要。”这一系列重要论述顺应了人民群
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新期盼，深刻诠释了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

我们要始终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民生
福祉的宗旨精神，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新期
待，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
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重点解决损害
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通过提供更多优质生态
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还百姓蓝天白云、繁星闪烁、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
生态景象，让百姓吃得放心、住得安心，最终使生态
文明建设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让广大人民群众享有
更多绿色福利。

四是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生态
是一个由山、水、林、田、湖、草组成的自然系统，
系统内各因子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依存、相互
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由此构成了一个“生命共
同体”。与之对应，生态建设、环境治理更是一项
复 杂 的 系 统 工 程 ，应 当 采 用 系 统 思 维 围 绕 这 一

“生命共同体”统筹谋划、整体施策，而不能各自
为政、九龙治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注重用系
统思维推进生态文明领域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2013 年 11 月，在对《中共中央关
于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若 干 重 大 问 题 的 决 定》作 说 明
时，习近平总书记用“生命共同体”深刻揭示出生
态系统的性质，并阐释了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的
生态依赖和物质循环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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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
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这种生态治理模式可
能造成的生态系统性破坏后果，他运用系统思维
提出由一个部门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
责，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在
党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统
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将草原纳入“生命共
同体”，对协调系统推进草原生态文明建设具有
重大意义。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系统
思维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

我们要始终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
体”的系统思想，在实践中按照系统工程学原理和
思路，将山水林田湖草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规划，进
行系统治理、全面治理、综合治理。通过统筹兼顾、
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
生态文明建设。

五是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
环境。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制度是纲，纲举目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绿
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
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推动生态文明
建设和绿色发展必须按照源头严控、过程严管、后
果严惩的思路构筑起覆盖生态环境保护事前事中
事后全过程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和法治体系。生
态环境保护制度化必须以法律法规为基础，从法律
法规、标准体系、体制机制以及重大制度安排着手，
进行顶层设计和谋篇布局，围绕生态补偿制度、生
态文明考核评价制度、资源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等方
面进一步加大制度创新，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四
梁八柱”，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真正进入制度化、法治
化轨道。“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
行。”再怎么健全完善的制度，倘若束之高阁不能很

好地执行落实，也只是墙上画虎，成为不了刚性约
束和高压线。法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贯彻执
行法规制度关键在真抓，靠的是严管。因此，要通
过强化责任意识和加大查处力度，确保生态文明各
项制度高质量执行落实，真正做到“踏石留印、抓
铁有痕”。

我们要始终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
护生态环境的生态制度观，加快制度创新，建立产
权明晰、激励约束并重、多方参与、系统完整的生
态文明制度体系，建立有效约束污染破坏行为和
促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体系。在
构筑起生态文明制度“四梁八柱”的同时，要强化
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
高压线，让制度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落地生根、开花
结果。

六是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人类是一
个命运共同体，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维
护能源资源安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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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绿色治理格局来看，2008 年全球金融
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纷纷提出“绿
色经济”“绿色增长”并推行“绿色新政”，以此应对
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危机等挑战，并促进经济复
苏、培育新增长点。与此同时，各国推动绿色发展
逐步演化为一种新的国际话语权博弈，力争在全
球绿色治理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面对以绿色
技术和绿色产业为核心的全球绿色发展浪潮，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必须从全球视野加快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把绿色发展转化为新的综合国力和国
际竞争新优势”。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
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生态安全
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
我们实施积极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致力
于推动和引导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
候治理体系，率先签署了《巴黎协定》，提出了应对
气候变化自主贡献方案，彰显了我国负责任大国
形象。由此可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中国立
场、全球视野、胸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开放体系，
体现出强烈的大国襟怀和大国担当。

我们要始终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生
态全球观，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性和博大
性，着眼世界和民族、全球和区域、国际和国内两个
大局，同世界各国深入开展生态文明领域交流合
作，深度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形成世界环境保
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走向世界打开绿色通道，同时将绿色发展话语权牢
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六项原则
的具体部署是构建“五位一体”生态
文明体系，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
提供了基本路径和行动指南

构建包含生态文化体系、生态经济体系、生
态目标责任体系、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生态安全
体系在内的“五位一体”的生态文明体系是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六项原则的具体部署，也是从根
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对策体系。推动新时
代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搭建起“五位一体”的生态
文明体系。

一是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
文化体系。生态文化体系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
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 5000 多
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历史上，我

们积淀了诸如“天人合一”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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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家格言等丰富的生态智慧和生态文化，
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生态价值追求。推动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
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生
态文化，强化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提升民众生态文
明意识，树立和倡导绿色低碳循环的生产方式和生
活方式，使得生态文化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凝魂聚
气、固本强基的精神动力。

二是建立健全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
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生态经济体系为新时代生
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强的物质基础。推进产业生
态 化 就 是 要 贯 彻 绿 色 发 展 理 念、走 绿 色 发 展 之
路，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用绿色技
术推动传统产业绿色低碳循环改造，通过生产过
程的绿色化、生态化实现生产活动结果的绿色化
和生态化，推动传统产业沿着高端化、绿色化、循
环化方向发展。同时，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
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全面构筑绿色发
展现代产业新体系。推进生态产业化就是要贯
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把生态
环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素和内生动力，
在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系统性修复基础上，培育
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等生态产业，在
维护好生态环境的同时，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
生态产业优势，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协调统
一。通过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向绿色低碳循环化
方向演进，最终形成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
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

三是建立健全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
目标责任体系。目标责任体系为新时代生态文明
建设提供激励约束机制。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
是一场持久战，需要久久为功，各地区各部门必须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
责任，以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为目标导向，持之
以恒抓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要建立科学合理的
考核评价体系，把考核结果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奖惩和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并对那些损害
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后果的领导干部“真追责、敢追
责、严追责，做到终身追责”。因此要建立起科学合
理的考核评价体系，将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等生态
效益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将生态制度
执行落实情况纳入地方各级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从
而建立起体现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以改善生态环境
质量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和奖惩机制，使之成为新时
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正向激励。通
过建立健全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
任体系，激发调动各级政府部门促进节能减排、加
强环境保护和推进生态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四是建立健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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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保障。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要不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强顶
层设计，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和法治建设。要健全环
保信用评价制度、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强化排污
者责任。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健全能源、
水、土地节约集约使用制度，强化水、大气、土壤等
污染防治制度。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完善资源环
境价格机制，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
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强
化制度约束作用。深化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强化生
态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管，建设一支生态环境保护
铁军，提高环境治理水平，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
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
通过建立健全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
障的、覆盖生态环境保护全方位、立体化的生态文
明制度体系，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
制度保障。

五是建立健全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
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生态安全体
系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划定红线标准，防范生
态环境风险发生。生态环境安全直接关系到人
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长治久安。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生态环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牢
固建立生态安全体系是实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守住不发生环境风险基本底线的重要保障。要
从国家安全重要组成部分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重要保障的战略高度抓好生态安全体系建
设。将生态环境风险纳入常态化管理，设定并严
守 资 源 消 耗 上 限、环 境 质 量 底 线 和 生 态 保 护 红
线，系统构建全过程、多层级的生态环境风险防
范体系。通过维护好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稳定性
和功能性，实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通过深入实
施“大气十条”“水十条”和“土十条”，协同打好空
气、水、土壤三大战役，确保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
重大胜利。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一个有机统一、系统完
整且与时俱进的科学思想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新发展，为新时代生态文明
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基本路径，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生态文
明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要以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为指引，持之以恒坚持生态文明建设“六
大原则”，着力构建“五位一体”生态文明体系，以全
面推动绿色发展为治本之策，协同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和生态文明建设持久战，为早日建成美丽中国
而不懈奋斗！

（作者单位：内蒙古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内蒙古
自治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