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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生态文明，人类危机解决方案之中国智慧
Eco-civilization, Chinese wisdom for solving human crisis

20世纪60年代后期，“环境”这个词开始被热议，

尽管那时对大多数人而言，环境问题尚未得到足够的

关注，但它已经成为工业化国家实际存在的一个问

题。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与很多昙花一现的热词不

同，“环境”非但没有被“下架”，反而更受关注，且内

涵愈加丰富。面对日趋严峻的环境危机，如何解决这

些问题，以满足世界各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

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使命。

200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

会，首次将“生态文明”写入党代会政治报告。之后，尤

其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生态文明战略思想为

核心的发展理念，正迅速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和结

果。对比工业文明以市场为主导、以经济增长为目标

的发展模式，“生态文明”这个概念确实令人耳目一

新。然而，当我们认真学习，深度领会其基本内涵时，

发现其并非是天上掉下来的“宝物”，而是人类文明的

历史发展与中国当代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早在农业文明的时代，人与自然能否和谐相处以

及如何和谐相处就是我们的先人思考最多的话题之

一。例如，在生产、生活和消费环节，人们吟诵“锄禾日

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以感恩

劳动者的付出；再如，劝导普通人给予飞禽的人文关

怀，“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  

“以大机器为代表的和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工业

文明”开启了狄更斯所言的人类享有更多物质财富的

“最好的时代”，但其负面影响之大，远远超过了恩格

斯曾警告过的自然界的“报复”程度。工业发展史上酿

出“八大公害事件”的苦酒，也催生了《人类环境宣言》

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的通过。

《人类环境宣言》中使用了中国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

毛泽东的话，“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

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进入21世纪的世界，尤其是快速工业化的中国，

在资源环境和发展领域遭遇了有史以来人类最大的

危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能否冲出重

围，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不仅关系中国人的福祉，也

关乎人类的未来。

2001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提出了建设

“生态省”的战略构想；2003年，他撰文指出“生态兴则

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2年后，面对人们对经济

发展和环境保护孰轻孰重的困惑，他提出“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 2013年，作为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莫斯科提出“命运共同体”的理念；2017年年

初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他发表了《共同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演讲，强调“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

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 2017年5月，在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41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

一场深刻革命”；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报告对生

态文明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确认其为新时代中国共

产党的历史使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

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7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与世

界政党高层对话会通过了《北京倡议》，特别提出“政

党要做生态环境的守护者”，标志着中国执政党的绿

色发展理念，成为世界上愈来愈多政党的共识。

十数年中国生态文明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正在实

实在在地增进中国人的获得感，体现了中国智慧，并

为各国破解环境资源约束、应对气候变化和追求可持

续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