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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报告创新之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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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要求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是生态文明战略的创新性表述。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以“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双重和谐统一为目标。生态文明

建设的路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加强制度建设，建立科学

合理的社会制度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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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天蓝、地绿、水净”是关

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报告把

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突出地位，使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从“四位一体”扩展为“五位一

体”。这“五位一体”的布局，对应着中国人民的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大权益，贯穿了人

民利益至上的价值标准，是人民利益的科学体现。

这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人类解放理论在中国的

新发展。1844年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预言在

共产主义实现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统一的愿望，

将在中国成为现实。它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内涵，不仅对中国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而且必将对人类的文明进步产生重大影响。

一、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纳入“五位

一体"的总体布局

人类文明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

明、生态文明的演进过程，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

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塑造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运

动，在带来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使现代社会付出沉

重的代价：一是主体异化、德性传统失落的“意义

危机”；二是自然人化功利化、生态破坏的“生存

危机”。它使人与自然本然的共存共荣关系，化

约为合乎人功利目的的利用与被利用的“主客关

系”、“主奴关系”。这种异化的人与自然关系导

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表明工业文明正在走向

衰落，生态文明兴起，并将成为人类新的文明形

态。十八大报告和新修改的党章规定，建设生态

文明是国家发展战略，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总结了生态文

明建设的成就，指出：“党的十七大强调要建设生

态文明，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把它作为一项战略任

务明确提出来。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

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

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社会。”‘11

十八大报告专辟一章“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并把它列为国家发展战略，这是生态文明战

略的创新性表述。胡锦涛说：“面对资源约束、环

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人经济建设、政

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

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121

收稿日期：2013—03—05

基金项目：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1MLB004)

作者简介：俞睿(1968一)，女，江苏盐城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万方数据



·10· 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6卷

我们力倡一种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与生态

“五位一体”的综合发展观。生态文明与其他“四

个文明”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生态文明能较好

地解决人类的生存危机，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

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的前提和保障。要把生态文

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一方面，没

有良好的生态环境，这些文明就失去了载体和基

础；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又是实现这些文明的必然

结果。物质文明涵盖了经济增长与自然生态平衡

的欲求，政治文明包含着保护生态、人与自然协调

发展的制度安排，精神文明蕴意着实现人、社会与

自然和谐的思想观念，社会文明概括了上述具体

内容。因此，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物质文明提供的

物质财富，需要精神文明提供的智力支持，需要政

治文明提供的制度保证，也需要社会文明提供的

和谐环境一o。

“五个文明”之问紧密联系，既相互制约又相

互依存。十八大报告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是兴国之要，发展乃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

键。”“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拉1建立以循环经济为核心

的生态经济体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是生态

文明融入经济建设的要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出“协商民主”制

度，要求“人民民主不断扩大，人权得到切实尊重

和保障”L2 J，实施消除贫困、改善民生的政策。这

是生态文明的政治要求。“文化是民族的血脉，

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口1大力发展生态

文化产业和事业，提高社会的生态意识、生态思维

和生态生产创造力。这是生态文明的文化要求。

“我们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

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确保到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01报告对

人民高度关切的问题，制定了以人为本，执政为

民、重视民生，增加居民收入、发展成果由人民共

享和社会公平的政策措施。这正是当前生态文明

的社会要求。

我们党建设生态文明的新思想，以及对五个

建设的总体布局，构成了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完

整体系，它实现了文明形态结构、文明建设结构、

文明发展道路的理论创新，使建设小康社会的宏

伟蓝图更清晰。生态文明作为对工业文明的时代

性扬弃，应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

重要特征。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走向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十八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

阐述，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与两方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工业革命较早不同，我国直到1978年改

革开放之后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工业现代化。目

前国民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进入工业革命中

期，资源环境的限制与发展的矛盾凸显出来。我

国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结合中国的现实，立足于本

国国情，以全体人民共享生态权为旨归。

这首先要摈弃“人类中心主义”观点，树立

“以人为本”理念。在主客二分思维方式主导的

“人类中心论”下，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的，人

类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导致了人与自

然关系的严重异化Hj。“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

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

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_1

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既不

是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也不是一些西方理论

家主张的具有乌托邦性质“生态中心主义”，而是

一种“生态人文主义”¨J。它既强调尊重自然，

也强调“以人为本”：既强调顺应自然，也强调按

照自然规律”发利j}j自然。在这里，我国的传统

文化中饱含荷¨i的智慧，如“天人相和”，“天人

合一”思想，就是一种人与自然生态相融相和、共

生共荣的生态观，理垃成为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

良方，是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的传统资源。

生态文明是一种追求人的发展与生态环境和

谐统一的新型文明，既区别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的传统工业文明，也不同于以牺牲人的发展而使

人被动地从属于自然的早期文明。如何处理工业

文明与生态文明、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

的关系，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在此，人

们持有两种错误认识：一是把生态文明与工业文

明绝对对立起来，不懂得生态文明本质上是对工

业文明积极成果的继承，两者本质上是扬弃的关

系而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1；二是把工业文明下

的环境治理混同于生态文明，抹煞生态文明与工

业文明在发展方式上存在的本质区别。生态文明

建设不是要回到穷乡僻壤的生存状态，原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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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环境是自然的，但它不是生态建设，因为没

有人的主动建设行为；更不是生态文明，因为没有

人的理念，也没有文化成分。既然不会回到原始

社会自然生态，工业文明还将继续，生态文明又不

可缺少，怎么办?唯一的道路就是走新型工业化

道路。从历史过程来看，工业化与资本主义的发

生是同构的，但资本主义的发展沿着畸形的工业

化道路而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使人与自然之

问的物质变换采取对抗的模式进行，继而义表现

为人与人之间活动互换的对抗∞J。当今中国属

于发展中国家，仍在经历工业化这一过程．但又不

能重复资本主义的老路，必须走超越传统模式的

新路子。生态文明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本质，它

不是排除工业化进行单纯的生态保护，恢复传统

生产生活方式，而是一种科学解决工业化与生态

保护之间矛盾的理论设计和实践，是引用马克思

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生产理念来指导当下生产和

实现生产优化的创新，把工业文明综合为自己发

展的内在环节以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是把社会经

济形态的线性过程的历时性关系转化为共时性的

关系，是一种跨越发展的科学选择，它是中围当代

发展的需要。

生态文明建设以“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

双重和谐统一为礼会目标。7J。人类社会作为一

个有机的整体，在实践的内容上，它包括着“人与

自然的物质变换”和“人与人的活动互换”双重关

系。生态文明内涵一方面体现在价值观的平等

性，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与环境的依存

协凋；二是发展的科学性，强调发展的资源环境基

础，注重发展的生活方式选择。这两者之问是相

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表征的辩证关系。十八大

提出“生态文明”来解决工业化过程中“人与自然

之问”的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一

个有机方面，在实践上，它还要与“人与人的和

谐”相结合并互动，才能使整个社会发展目标具

有全面性和现实性。这一点是生态文明理念的重

要特征，是我们把握生态文明理论并落实于实践

所应有的视野和原则。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转变方式、

“两型社会”、制度保障

十八大报告强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

应当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两型社会”、搞

好制度建设。

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在我国现阶段的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比重

较大，消耗了全国70％的能源资源，而第三产业

比重弱小，这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危机。十八大报

告明确提出，要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

碳发展，从而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把节约环保

与调整产业结构，污染防治与企业节约增效、发展

绿色经济结合起来，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产

业结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与扩大内需、优化生

产力空间的合理布局。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搞好“两型社会”建设。

马克思主义认为，虽然每个时代的发展都围绕人

的发展来展开，但每个时代发展的使命又是具体

的，由不同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生态

文明作为区别于工业文明的新形态，其发展目标

定位是，顺应时代潮流，扬弃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

方式，寻求人与自然共存、共生、共荣。建设“两

型社会”，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是生态文明的重

要特征。“两型社会”的实质就是要实现社会经

济发展一体化、城乡发展一体化、资源最大限度节

约利用和环境最大限度地给予有效保障的社会运

行体系。一方面，对自然资源的采撷要合理适度，

以低能耗的投入、低污染的排放，辅以高科技处

理，来保障环境的纯净和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

要通过对环境高标准的要求和高密度的监控来规

范各类产业的行业标准，从而达到资源与环境相

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协调统一。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加强制度建设。社会的发

展水平和丰t-．会制度直接影响人与自然的关系。生

态问题虽然出现得很早，但却是在近代资本主义

掠夺式生产方式下愈演愈烈的。资本家唯利是图

的本性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资源浪

费，加剧了对资源的竞相掠夺。只有建立科学合

理的社会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和自然的矛

盾。在社会主义社会，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才不

再作为异己的力量与人类相对立。这样的生产方

式和消费方式才能遏制资本主义追求超额利润所

必然导致的“过渡生产”和“过渡消费”，从而展示

了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的前景邛1。

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落实到行

动中，需要通过有效的制度提供持久的推动力。

为此要建立和完善有关环境保护的科学决策制

度，使环境保护意识进入各级党政决策者的具体

决策中，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领导力，在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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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经济结构等源头上控制问题的产生。建立

和完善法治管理制度，通过法规制度来调节和管

束人的行为，达到“因人人受制而致人人自由”的

境界，提高生态文明制度和决策的执行力。建立

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道德文化制度，构造社会

的“自律体系”，提高自觉行动能力，让“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总之，生态环境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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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de Towards the New Epoch of the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novation in the Report of the 1 8 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YU Rui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Yane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Yaneheng Jiangsu 224051，China)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put in a prominent position in the report of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The requirement to build the ee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all aspects and the whole proces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nomy，

polities，culture and society is an innovative statement of the strategy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o build a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goal is to realize the double standards

of harmony and unity between“human and nature”and’’people and people”．The path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s

to shift the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to build a resource—saving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society，to promote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SO as to establish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social system．

Keywords：ecological civilization；the 1 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two types of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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