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基本原则

　　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

重要讲话，阐明了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六项基本原则。把“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纳入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观视野，凸显了生态文明建设对美丽中国和清洁美丽世界建设的战略意

义。坚持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基本原则，对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大自然是包括人在内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

件。马克思主义认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

活。”就自然生态系统本身而言，自然界就是一个相互联系的、非线性的复杂生态系统，山水林田

湖草沙是普遍联系的整体，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和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指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自然史与人类史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习近平总书记“人与

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科学论断告诉我们，见人不见物、割裂自然史的人类史是片面的，见物不见

人、割裂人类史的自然史也是片面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统筹。在坚持构建人与自

然生命共同体中，既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自然观，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走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幸福的文明发展道路。

　　坚持绿色发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融入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中的重要科学论断。绿水青山是经济发展中自然资源永续和持久供给的前提和资本，好的经

济质量也是好的环境质量，好的环境质量促进和提升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水平，正确处理经

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始终是事关人类发展永恒的主题。

　　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着力推动绿色发展，构建现代生态产业体系。绿色发展是高质量现代化

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现代化与绿色化高度融合、走绿色低碳之路，

是世界发展的大势。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将提

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

和”。今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时指出：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

局。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再次重申了中国的目标。这充分表明，不论是生态文明建设，还是经

济社会发展，我国都进入了全球视野下的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的新时代。

　　坚持系统治理

　　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看问题，

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生命躯体，应该统筹治水和治山、治水和治林、治水和治田、治山和治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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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根本遵循，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

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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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治理山水

林田湖草沙，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

有。特别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流域生态保护修复。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

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和实施了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大力

推进流域生态系统综合治理，是坚持系统治理的典范之作。

　　以系统工程思路扩大城乡绿色空间，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强化国

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落实生态保护、基本农田、城镇开发等空间管控边界。坚持山水林田湖草

沙生命共同体整体观、系统观，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使城市显山露水，以生态保

护红线守护绿水青山，守住城镇开发边界控制线，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推动扩大城乡绿

色空间，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坚持以人为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要深入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集中攻克老百姓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让老百姓实实在在感受到生态环境质量改

善。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着眼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

环境需要，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大力度补齐民生领域生态产品供给短板，着力推进重点

行业和重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着力推进颗粒物污染防治，着力推进流域和区域水污染治理，着力

推进重金属污染和土壤污染综合治理，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使中华大

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人民群众福祉持续提升。

　　以人为本、全面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需要自觉转向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模式，实现

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就资源

生态环境问题本身而言，只有通过高质量发展，也才能有条件、有能力既补好欠账，又不增加新

账。

　　坚持多边主义

　　多边主义的精神实质、实现路径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和目标互联互通，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重要实践形式。今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明确提出：“世界

上的问题错综复杂，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国一

直以实际行动践行多边主义，为推动各国加强互利合作、践行多边主义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

慧。

　　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建设清洁美丽世界，离不开多边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气候变

化挑战面前，人类命运与共。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全面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实现全球范围的碳达峰碳中和，是整个人类社会的责任，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

家，都离不开多边主义。在碳中和行动中，如何克服“吃大锅饭”和“平均主义”？如何调动发达

国家加大资金与技术投入？发达国家怎样切实加大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的支持

力度？如何降低全球碳减排成本、提高碳中和效益与福利？这些问题亟待一套基于多边主义的制

度、秩序与机制，通过多方对话、平等协商来解决。

　　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都

要通过充分协商形成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方案的共识。强调坚持共同原则，一是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

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

用。二是坚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国家都不能从别国

的困难中谋取利益，从他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如果以邻为壑、隔岸观火，别国的威胁迟早会变成

自己的挑战。唯有携手合作，我们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海洋污染、生物保护等全球性环境问

题，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恪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帮助。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可持续发展

的内在要求，也是负责任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坚持公平公正惠益分享，

照顾发展中国家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方面的关切；恪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小岛屿国家提供更多帮助。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依然是历

史性任务。建设生态文明，实行绿色转型，一系列革命性变革，既是发展中的问题，也需要在发展

过程中逐步解决，地球村中的所有国家，必须同舟共济、互相理解和帮助，才能建好人与自然生命

共同体。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智库理论部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研究中心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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