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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七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生态思想历史演进的回顾和启示 
 

左雪松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234) 

 

摘要：新中国七十年是中华民族努力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七十年，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艰辛

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期盼“绿起来与美起来”的七十年。七十年来，我们党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探索与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在此期间生态思想的演进经历了环境整治、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统筹发展与绿色发展等不同阶段。在

七十年生态思想的历史演进中，我们党始终做到坚持发展生产与改善民生的辩证统一、坚持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

辩证统一、坚持改造自然与顺应自然的辩证统一、坚持制度保障与科技保障的辩证统一、坚持立足国内与参与全球

的辩证统一。在七十年生态思想的历史演进中，我们党坚持中国美丽的方向、坚持依法治理的方略、坚持厉行节约

的方针、坚持系统思维的方式与坚持群众路线的方法，对我国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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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指出：“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

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

这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1](79)新中

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

立场、观点与方法，在推进环境整治、开展环境保护、

实施可持续发展、坚持统筹发展与推动绿色发展的伟

大实践中，形成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生态思想。

这一特色鲜明的生态思想在辩证考量中，科学揭示了

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规律与历史脉络。认真总结我们

党七十年生态思想的历史演进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中国七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生态 
思想历史演进的主要历程 

 

马克思曾说过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

习近平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  

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  

程。”[1](87)问题是理论创新的起点，七十年来我们党紧

紧抓住需要解决的突出环境问题这一“牛鼻子”进而

来探索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一)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进环境

整治的生态思想 

新中国伊始，国家百废待举、百业待兴，能不能

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与迅速恢复生产是摆在我们党面

前的当务之急，我们党首先要考虑的是“生存保护”

与“生产保护”，而非“生态保护”。但由于特殊的地

理环境以及长期战乱的人为破坏，各种自然灾害频发，

严重威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影响经济发展、社会

稳定与政权巩固。如何有效整治环境成为我们党面临

的重大课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

产党人面对自然灾害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这一恶劣

的环境问题，以“治山理水”为重点开展大规模群众

运动来整治环境，提升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为我国

从“落后农业国变为先进工业国”奠定了良好的环境

基础。同时，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环境整治过程中也积

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为生态文明思想的萌发奠定了基

础。一是兴修水利，治理江河。面对众多河流长久失

修与洪灾频繁，我们党认识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毛

泽东先后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事情办

好”“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二是植树造林，保持

水土。1958 年党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国大规模造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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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毛泽东也多次发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

伟大号召。毛泽东指出：“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荒

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

上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

来，实行绿化。”[2]三是勤俭节约，综合利用。面对“大

规模建设与很穷国家”的矛盾，毛泽东指出：“全     

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

法。”[3](239)四是提倡节育，控制人口。毛泽东指出：“我

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

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4]五是开展爱国卫生

运动，保障人民健康。面对环境脏乱差与传染病肆虐，

党领导人民开展深入持久的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极

大改善了环境卫生状况。 

(二)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展环境

保护的生态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认识自然的理性

冷静无法抵挡征服自然的感性狂热，大跃进式的工业

运动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使我国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

出。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简单地

将“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增长是硬道理”，不惜以

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增长的现象比较严重，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针对“重发展轻保护”的

突出问题提出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认为环境保护迫

在眉睫，不能仅仅停留在植树造林、兴修水利与增产

节约的环境治理阶段，要将环境保护上升为基本国策，

强调通过法制与科技推动环境保护，形成环境保护“一

体两翼”基本架构。“一体”即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

在 1983 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将环境

保护正式确定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两翼”即切实

将环境保护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与法制健全的轨道上

来，做到保护环境的“有技可施”与“有法可依”。邓

小平指出：“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等等，都要

靠科学。”[5] (282) 

(三)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可持

续发展的生态思想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在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指

导下，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改善生产

生活环境的意识有了明显提高。但由于传统经济增长

方式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转变，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视为“以速度为中心、GDP 为中心”的粗放型增长模

式，使我国人口资源环境面临巨大压力与挑战。以江

泽民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针对生态环境难以承载经济高

速增长的持续性问题，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江泽民

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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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3)作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

要指导方针，可持续发展战略蕴含丰富的生态思想。

江泽民指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核心的问题是实现经

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6](532)第一，可

持续发展要处理好三大关系：一是经济发展和人口、

资源、环境的关系。江泽民提出 :“按照可持续发     

展的要求,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

系。”[7](462)二是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江泽民强调:“决

不能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6](532)三是

当代与后代的关系。江泽民提出：“不仅要安排好当前

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

好的条件”[6](532)第二，可持续发展要坚持三大基本国

策。江泽民强调:“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

地位，坚持计划生育、保护环境和保护资源的基本国

策。”[7](546)第三，可持续发展要开创生产发展、生活

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四) 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统筹

发展的生态思想 

进入新世纪，以控制人口增长、节约资源与保护

环境为主要内容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党的十

六大报告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作为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但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

由于缺乏科学方法论的指导，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

环境的矛盾，以及人口、资源、环境对发展瓶颈制约

仍然十分突出。新世纪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针

对生态环境存在“分散治理”的现实问题，坚持统筹

兼顾，注重源头治理与综合治理。面对资源约束趋紧、

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我们党坚

持以统筹发展的思维审视生态文明建设，在科学发展

观的思想谱系中提出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论断，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第一，提出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的理念。明确提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第二，形成生态文明的定位。

将生态环境建设上升到人类文明的高度，首次明确提

出生态文明的第四种人类文明形态，拓展了人类文明

的新内涵。第三，谋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

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的各方面与全过程，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第四，推进“三大社

会”的生态建设。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生

态良好的全面小康社会。 

(五) 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推动绿色

发展的生态思想 

进入新时代，绿色正在装点小康社会与现代化强

国的新梦想，代表了美好生活的新希望。绿色是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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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色，也是小康社会的短板，百姓对清新空气、干净

饮水、安全食品、优美环境的需求越发强烈。小康不

小康，关键看老乡，小康社会全面不全面，绿色很关

键。新时代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生态短板问题出发，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

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提

出打好包括蓝天保卫战在内的污染防治攻坚战。习近

平指出：“我们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

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并从中创造

新的增长点。”[8](25)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治国理政实践中以

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引，形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

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显的特点就是坚持绿色发展理

念，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理念。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将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作为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二是坚持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提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生态财

富，又是经济社会财富。三是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

普惠民生福祉的理念。提出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四是坚持山

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五是坚持用 严格

制度、 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思维理念。六是坚

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强调保护生态环境、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需要各国同舟共济。 

 

二、新中国七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生态 
思想历史演进的主要经验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新中国成立

七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基于时代变迁与实践变化做

到探索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与时俱进，始终坚持辩

证思维审视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规律，丰富和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

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一) 坚持发展生产与改善民生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

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

进行生产。”[9](47)生态文明建设是追求与营造生产发

展、生活富裕与生态良好的和谐局面。70 年来我们党

在探索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发展生产

与改善民生的辩证统一。 

一方面，坚持发展生产。恩格斯说：“没有自然  

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    

造。”[10](373)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环境不仅是生产力持

续发展的条件，同时也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构成要素，

生态环境是生产力之母，不仅孕育自然力而且决定社

会生产力能否持续发展。马克思曾援引威廉•配第的

“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并提出“一切

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力”的论断。作为始终代表先进

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中国共产党，认识到通过节约优先、

保护优先与生态优先来彰显自然力的基础性与先存

性，使隐性自然力变为显性社会生产力，实现自然与

社会财富双重增长。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

的共产党人认识到自然资源是社会生产力的影响因

素。毛泽东指出：“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      

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

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

用。”[3](34)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认识到自然环境是发

展生产力的基础条件。1981 年在《关于在国民经济调

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中明确强调环境和

自然资源是人民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是发展生产繁

荣经济的物质源泉。世纪之交，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共

产党人创造性地提出“保护环境的实质就是保护生产

力”的科学论断。江泽民指出：“破坏资源环境就是破

坏生产力，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

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1]新世纪以胡锦涛为代表的

共产党人强调保护环境与节约资源在本质上也是发展

生产力。“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和人

们生存质量不断提高的重要基础。”[12]新时代以习近

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绿色发展理念揭示生态环境与

生产力的内生性。习近平强调：“保护生态环境是保护

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3](209) 

另一方面，增进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是普惠

性的全民事业，生态环境关系国计民生，生态为民、

生态惠民与生态利民是我们党探索与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七十年来我们党顺应中华民族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绿色期

盼，坚持民有所呼、党有所应，民有所望、施政所向

的生态取向，实现从“要温饱”到“要环保”，从“保

生存”到“保生态”的历史转变。新中国伊始，以毛

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造福人民”的主旨开展轰

轰烈烈的环境整治运动。1959 年毛泽东视察密云水库

时指出要认真治理和保护好水库四周的环境，搞好绿

化，保持水质，这是关系到北京市近千万人口身体健

康的大问题。1973 年《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

定(试行草案)》中明确包含“保护环境，造福人民”

的环保方针。周恩来说过：“把环境搞好了，人民健康

了，就是保护了 大生产力，是 大的财富。”[14]改

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有利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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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生活水平作为环保的出发点。世纪之交，以江泽

民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始终代表 广大人民群众的

根本利益谋划环境保护。江泽民指出：“环境问题直接

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和身心健康。如果环境保

护不好，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就会受到影响。”[6](535) 

新世纪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以人为本

的科学发展观与“利为民所谋”的价值情怀，推进绿

色低碳循环发展，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促

进民生实质改善。胡锦涛指出：“如果不能有效保护生

态环境，不仅无法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人民群

众也无法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吃上放

心的食物，由此必然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15](295)新

时代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理念，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良好生态

环境视为 公平 普惠的民生福祉。习近平为指出：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8](8) 

(二) 坚持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辩证统一 

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生态

观的核心命题，在实践中集中体现在保护与发展的辩

证关联。七十年来我们党在深化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

的辩证认识中不断开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气象。新中

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环境整治与

改造中初步认识到发展与保护需要平衡兼顾，认识“经

济发展”与“富山好水”之间的辩证转化。1952 年毛

泽东在视察徐州时说过“穷山可以变成富山”与“恶

水可以变成好水”。 1962 年 11 月周恩来同志强调，“林

业的经营要合理采伐，采育结合，越采越多，越采越

好，青山常在，永续利用”[16]。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

两手抓的方针，强调发展与保护的并重。1979 年 7 月

邓小平游览黄山时指出：“黄山是发展旅游的好地方，

是你们发财的地方”以及“在这里，我们的资本就是

山”。[17]1983 年 2 月邓小平在苏州视察时指出:“要处

理好保护和改造的关系，做到既保护古城，又搞好市

政建设。”[5](887)世纪之交，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共产党

人深刻总结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历史教训，

提出“在保护中发展与在发展中保护”的双赢方针。

江泽民指出:“如果在发展中不注意环境保护，等到生

态环境破坏了以后再来治理和恢复，那就要付出更沉

重的代价，甚至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6](532)新世纪

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统筹兼顾的辩证思

维，促进“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新时代以

习近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生动形象地道出正确处理保护(留得青山在)与发展(不

怕没柴烧)的辩证关系，将绿水青山的自然财富转   

化为金山银山的经济财富，使保护生态优势变为发展

经济优势，常青树变成摇钱树，常绿水成为发财水。

习近平指出:“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     

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18] (230) 

(三) 坚持改造自然与顺应自然的辩证统一 

恩格斯指出:“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

彼此相互制约。”[9](66)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并实现“人同

自然的和解”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本观点。七十

年来我们党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始终坚持“改

造自然”与“顺应自然”的辩证统一，揭示了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基本规律。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

代表的共产党人既承认自然的客观制约性又强调人的

主观能动性。毛泽东指出：“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

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19](326)新中国伊始，以毛

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面对各种自然灾害给人民生命

财产带来的危害，领导人民开展兴修水利、治理江河、

植树造林等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对恶劣的自然环境

进行积极主动地改造，有力改善了人民生产状况与生

活面貌。毛泽东指出既要“顺其自然”——“自然界

有抵抗力，这是一条科学。你不承认，它就要把你整

死”[3](448)。同时又“改造自然”——“以便团结全国各

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3](216)。

这里“向自然界开战”不是强调所谓的“人定胜天”，

而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改变自身不利的生存环境，

做到趋利避害。 

改革开放以来，针对以往“毁林炼钢与过度开荒”

的反生态运动以及“种稻种到山顶上与插秧插到湖心

里”的逆生态现象，我们党总结经验教训，逐渐树立

尊重、顺应与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在“顺其自然”

基础上更加注重自然环境的优化与改造，实现人与自

然的和谐发展。恩格斯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

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

的。”[20]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顺应自然规律，

因地制宜地制定发展战略。1980 年 5 月邓小平在同中

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时指出：“所谓因地制宜，就是说

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的就不要

去硬搞，像西北的不少地方，应该下决心以种牧草为

主，发展畜牧业。” [21]世纪之交，以江泽民为代表的

共产党人强调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江泽民指出:

“自觉去认识和正确把握自然规律，学会按自然规律

办事，以利把我们的经济建设和其他社会事业搞得更

好，实现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22]新世纪

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共产党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原

则，完整提出“尊重顺应保护自然”的生态命题。胡



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左雪松：新中国七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生态思想历史演进的回顾和启示 

 

5 

 

锦涛指出：“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开发自然，

在同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发展自己，是人类生存和进步

的永恒主题。” [23]新时代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

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习近平指出：“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

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

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24](50) 

(四) 坚持制度保障与科技保障的辩证统一 

环境保护与生态治理是多谋善断、多管齐下、多

策并举与多方共治的复杂系统工程。七十年来我们党

在环境保护与生态治理上采取刚柔并济的方式，坚持

制度保障与科技保障的辩证统一，同向发力，切实把

环境保护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与制度完善的轨道上

来，不断形成生态治理的新气象。 

一方面，制度保障。恩格斯说:“要实行这种调节，

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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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85)生态文

明建设既是观念变革也是制度建设，依托制度保护环

境、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我们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经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重视环境整治的

制度建设，以林业为例，先后发布《关于全国林业工

作的指示》(1950 年)、《关于在全国大规模造林的指示》

(1958 年)、《关于确定林权、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的若

干政策规定(试行草案)》(1961 年)、《森林保护条例》

(1963 年)、《关于加强山林保护管理、制止破坏山林、

树木的通知》(1967 年)等政策。改革开放以来，以邓

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强调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

稳定性和长期性，先后召开两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初

步形成环保的目标责任制、综合整治与定量考核、污

染集中控制、限期治理、排污许可证、环境评价、“三

同时”与排污收费的八项基本制度。世纪之交，以江

泽民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强调把环保工作纳入制度化轨

道。江泽民指出：“要把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制度化、法

制化的轨道。”[25]新世纪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共产党人

明确提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为建设美丽中国    

提供根本保障。新时代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推

动形成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相继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构建

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四梁八柱”。习近平指   

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       

认制。”[13](396) 

另一方面，科技保障。科学技术是人类认识自然

的积极成果，又为人类保护自然提供有效手段。江泽

民指出：“全球面临的资源、环境、生态、人口等重大

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26]新中国

伊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面对生产力落后的

现状，强调通过科技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有效开

发，降低能耗与减少污染。早在 1940 年陕甘宁边区自

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毛泽东就指出：“人们为着要

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

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27]改革

开放以来，为邓小平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科学技术是

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推动环境保护。世纪之交，以江泽

民代表的共产党人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科教兴国战略

紧密结合。江泽民指出：“环境保护方面的许多问题需

要依靠科技进步、人们的素质提高来解决。”[6](535)新

世纪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强调发展生态技术助

推环境保护，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胡

锦涛强调：“要大力加强能源领域的科技进步和创新，

提高我国资源特别是能源和水资源的使用效率，减少

资源浪费，寻找和开发替代资源，发展可再生资源，

为建立节约型社会提供技术保证。”[15](191)新时代以  

习近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提出依靠科技创新破解绿色

发展难题，为实现美丽中国梦插上科技翅膀。习近平

指出：“生态文明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需要

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

丽中国。”[28] 

(五) 坚持立足国内与参与全球的辩证统一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

的共同梦想，地球村的生存图景让生态问题成为全球

性问题，任何国家无法置身事外与独善其身，携手合

作与共同应对是建设美好地球家园的必然要求，同呼

吸共命运成为人类共同课题，加强环境保护的国际合

作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七十年来我们党坚持

立足国内环境改善与参与全球生态治理的辩证统一，

在致力实现美丽中国的同时，通过国际交流合作共建

美好世界。新中国伊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

一方面采取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集中力量整治与改

造自身恶劣的自然环境，来改善国内生存状况；另一

方面逐渐认识到环境保护需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1954 年 12 月我国首次组团参加了在印度举行的    

第四届世界林业大会，1972 年中国参加了在瑞典斯德

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首次人类环境大会，并参与通过

《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周恩来指出：“通过这次会

议，了解世界环境状况和各国环境问题对经济社会发

展 的重大影响，并以此作为镜子，认识中国的环境  

问题。”[29]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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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国际交流合作视为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通过缔结

各类国际环保公约与引进国际环保合作项目，不断增

强我国环保能力。世纪之交，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共产

党人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加强环保

领域的广泛国际合作，反对发达国家设置绿色壁垒。

江泽民指出：“当今环境领域的挑战是全球性的，需要

世界各国人民的通力合作和长期努力。”[30]新世纪以

胡锦涛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将国

内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全球生态链来审视环保国际合作

的必要与必须。胡锦涛指出：“加强全球合作，妥善应

对能源和环境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的

共同愿望，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31]新时代以

习近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出

发，把握美丽中国梦与美好世界梦的相通性，以绿色

发展理念为指引，认真落实节能减排，支持发展中国

家特别是 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

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习近平指出：“要坚持

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

的地球家园。”[24](59) 

 

三、新中国七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生态 
思想历史演进的主要启示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

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

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

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2]新中国七十年来中国共产

党生态思想的历史演进，对开启生态文明新时代具有

重要的历史启示，凸显我们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五

个有方”：即坚持中国美丽的方向、坚持依法治理的方

略、坚持厉行节约的方针、坚持系统思维的方式与坚

持群众路线的方法。 

(一) 坚持中国美丽的方向 

马克思说过：“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9](47)

我们党历来将美丽视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哲学。七

十年来尽管一开始并未提出美丽中国的概念，但不妨

碍其用中国美丽的梦想塑造生态环境建设的美好蓝

图，展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生态篇章，坚持中国美丽

的前进方向成为我们党生态思想的主基调与主旋律。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恶劣生存环境，以毛泽东为代表

的共产党人相继发出了“绿化祖国”“实行大地园林 

化”“美化全中国”的伟大号召，无不透露对中国美丽

的美好期待。毛泽东指出：“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部

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

要改变过来。”[33]改革开放以来，面对现实环境恶化

与历史环境欠账的双重压力，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

党人大力倡导全民植树，以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推动

祖国的绿化美化，努力把祖国壮丽河山建设得更加美

丽。世纪之交，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西部大

开发为契机，以“再造秀美山川”的生态动员为中    

国美丽增光添彩。江泽民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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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95)新世纪，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明确

把“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增添

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生态内涵与社会主义总体布局

的生态定位。新时代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现

代化强国目标序列中装上“美丽”的导航，提出还自

然以宁静、和谐、美丽，开启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 

(二) 坚持依法治理的方略 

法者，治之端也。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

家的基本方略，生态环境的依法治理也是生态文明建

设的基本方略。新中国成立后，客观上讲，我国环境

法律制度基本上处于空白状况，环境整治多以政代法

或以言代法，“文革”期间我们党认识到缺乏法律重器

的刚性支撑则会导致环境治理的“无法无天”。1973

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通过我国第一部环

保法规《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

案)》，客观上结束了我国环保领域长期无法可依的局

面，开启了我国环保法制化的良好开端。奉法者强则

国强。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按

照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

字方针将环保纳入法制化轨道。邓小平在《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提到要集中力量制定

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1978 年《宪法》规定

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1979

年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随

后各种环保法律、法规及规章陆续出台，初步构建了

以宪法为基础、以基本法律为主体、以各种法规规章

为骨干的环保法律体系，环保法制化迈出坚实步伐。

世纪之交，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依法保护环

境作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江泽民提出:

“人口、资源、环境工作要切实纳入依法治理的轨道。

这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方面。”[7](468)新世纪，以胡锦涛

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发挥生态综合治理的法治利器，以

法治思维不断加强我们党生态文明建设的执政能力，

使环境保护走上法治化的快车道。进入新时代，以习

近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布局，

谋划用 严密法治来为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只有

实行 严格的制度、 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

建设提供可靠保障。”[18](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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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坚持厉行节约的方针 

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勤俭节约

不仅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社会主义生产生活的基本

原则，只有做到“资源消耗低”才能实现“环境污染

少”，才能确保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有效保护。

70 年来我们党在探索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始终坚

持厉行节约的方针。新中国伊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共产党人提出厉行节约的方针。毛泽东指出:“要使我

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执行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3](240)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将节约资

源与保护环境有机统一，推动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这

两大基本国策的出台。1982 年《宪法》第十四条明确

规定，国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世纪之交，以江泽

民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资源开发和节约并举的原

则，提出将节约放在首位。新世纪，以胡锦涛为代表

的共产党人坚持节约优先的方针，提出建设“资源节

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切实做到节约发展、清洁发

展、安全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新时代，以习近平为代

表的共产党人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以节约优先方针以

及节约集约并重的原则，提出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的现代经济体系。 

(四) 坚持系统思维的方式 

生态即系统，系统性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特征。

70 年来我们党在探索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彰显系

统特质，通过系统与要素的理性认识逐渐形成整体保

护、系统修复与综合治理的生态思想，把握生态文明

建设的整体性、系统性与协同性的规律。新中国成立

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综合平衡的系统

思维，提出农林牧副渔的“五业并举”与农林牧的“三

个结合”。毛泽东指出：“肥料是植物的粮食，植物是

动物的粮食，植物和动物又是人类的粮食。”[19](101)改

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明确提出“生

态平衡”的系统思维。党的十三大报告特别强调人口

控制、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是关系经济和社会发展全

局的重要问题。世纪之交，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共产党

人全面协调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提出走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道路。新世纪以胡

锦涛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

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全方面与全

过程。新时代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共抓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以“命脉”把脉生态

系统的“相依为命”，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

强调人命在田、田命在水、水命在山、山命在土、土

命在林草。习近平指出：“如果种树只管种树、治水的

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 终

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18](236) 

(五) 坚持群众路线的方法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重要法宝，也是党探索与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法。生态文明建设既为了人

民也依靠人民。七十年来我们党通过有效践行群众路

线不断深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法论认识。新中国成

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依靠群众，

大家动手”的方针开展环境整治。1973 年发布的《关

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明确将“依

靠群众，大家动手”确定为基本方针。改革开放以来，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推动群众路线的“法制化”

来促进环境保护。世纪之交，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共产

党人通过完善公众参与制度推进环境保护。江泽民指

出：“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是亿万群众参与的大事，我

们一定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服务群众，

充分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30](457)新世纪以胡

锦涛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统筹环保专业部门的活动

与群众相结合，夯实生态文明建设的群众基础。新时

代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动员各方力量，群策群力，群防

群治，打响了污染防治攻坚的人民战争。 

综上所述，七十年来我们党在探索与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生态思想，在历史演进中为新

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启示，丰富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谱写出民族复兴进程中的生

态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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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is a 70-year period when Chinese nation “has risen and gained 

wealth and power,” and also a 70-year period when Chinese nation “has created a greener and more beautiful society” 

in explor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In these 70 years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ecological thinking, our Party, being problem-oriented, has adhered to exploring and promot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whose ecological thoughts have evolved through various stages of environment renovatio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cientific development, and green development. In these 70 years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CPC has always adhered to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developing production and improving people's 

livelihoo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reforming nature and conforming to nature, of 

system guarantee and technology guarantee, and of taking a foothold in China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 world. In these 70 

years, CPC has abided by the beautiful direction of China, by the strategy of governing according to law, 

resource-saving, by the way of systematic thinking, and by the mass line, which has important historical enlightenment 

to the new er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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