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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既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要求，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前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深入领会美好生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准确把握“美好生活”

的逻辑依据，深刻理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价值意蕴，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优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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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eating a sou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not only a realistic requirement for building a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ut also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meeting the people’s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A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s a new era, we should fully understand 
that a better life i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ccurately 
grasp the logical basis of “a better life”, deeply understand the value implications of socialist 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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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path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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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并在 2017 年党的十九

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生态文明建设单独成篇，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强调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

代化建设新格局，体现出党和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 
学界对生态文明的研究已经日趋成熟，并且呈现出内容广、跨度大、学科多、理论丰富、实践性强

的特征，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以新视角切入，研究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成果。例如王

明月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切入视角，阐述新时代高水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引领与实现路径[1]。二是

以生态文明为研究视角，如郭恩恺、王兆红研究了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环境治理对体育消费升级的影响

[2]。 
目前，学界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学术成果相继涌现，但主要是从以上两个角度出发，虽然已有学

者将“美好生活”与“生态文明”进行协同研究，例如侯坤和许静波指出，“要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需要，生态文明建设势在必行。”[3]但就总体而言，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还有继续深入的必要。 
追求美好生活，是永恒的主旋律，是永远的进行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不断实现人民美好

生活的向往，并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4]因此，在新的赶考路上，中国共产党矢志奋斗的目标就是努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让人民幸福生活水平更高、成色更足、内涵更丰富成为了我们进入新时代、迈入新征程的最强音，

同时这也是我们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着力点。 

2. 美好生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 

新时代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既有理论源头又有历史深度还有现实观照的，根植于人的全面

发展理论，赓续于百年大党的初心使命，反映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注入磅礴力量。 

2.1. 理论之源：根植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只有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才能标志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完成。共产主义社会具有实现“人

的全面发展”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极大可能[5]，以实现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终极目标[6]，
是人类可以统筹兼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理想社会。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实现美好生活提供

基础保障。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7]，人们通

往美好生活的路上离不开物质生产，它是人们生存的前提条件。只有坚定不移地物质与非物质两手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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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奋力把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工作推向新高度。另一方面，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人不仅仅依赖于物质条

件的发展，其精神也能得到充分发展。历史证明，每个人的幸福程度与物质的文明程度并不一定呈正相

关。社会生产力正在高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但“人类和经济发展的标准不局限于物

质增长和技术革命，个人、社会和环境的福利也必须被考虑进去”[8]。在新时代，老百姓不单单注重物

质享受，更多的是关注精神上的享受，因此，让“我们的祖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越来越成为广

大人民群众的心声。总而言之，积极贯彻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是新时代创造美好生活的

重要支撑，同时以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为关键抓手，坚定不移地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将生态文

明建设工作向前推进，使人们过上可持续发展的生活。 

2.2. 历史之基：赓续于百年大党的初心使命 

百年大党自成立起，就永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9]。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学说当作锋利武器，在战争和灾荒中积极思考，大力开展生产、

救荒、教育和富有朴素自然文明价值的社会实践活动，在现有环境下尽最大可能地提供优越的生产活动

条件，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存素质，拔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新中国成立后，如何改善中国生态环境

成为了当时中共积极思考探索的问题，他们致力于建设农田、改善土壤质量、大修水利建设、植树造林

等工作，充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推动中国人民奋发图强，是实现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起点源头。

改革开放时期，向上向强的中国人民乘着改革的春风持续奋斗、不懈努力，实现中国经济总量快速攀升，

与此同时，人民群众不再满足于物质水平的提升，开始注重精神世界的丰富与满足，对生活质量有了新

的期待，勾画出了新的“美好生活”事业蓝图，正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向往推动了人民

生活水平质的跳跃。进入新时代，迈入新征程，时代委以中国共产党新的重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于是，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秉持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以“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不懈努力，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10]为战略目标，牢牢控制生产生活污染，注重资源的节

约与可持续，高度重视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走上了保护生态的康庄大道，使得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步

入了一个新纪年。 

2.3. 现实之需：反映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实

现“美好生活”的首要条件是拥有丰裕的物质生产活动。每一个历史时期的人民群众都会追求“美好生

活”，但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的不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标准也不同，而衡量“美好

生活”的唯一天平就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经历了三次改变，从党的八大提出“人

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到党的十一届

六中全会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1]，再到党的二十大报告

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由此可

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衡量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同频共振、一齐发展。从新中国成立至今，随着中国现实状况的变化，中国

的社会主要矛盾就发生了由一开始的追求经济文化的发展到现今追求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变化，中国人

民群众实现了从寻求物质生活满足到寻求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同时满足的飞跃。 

3. 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意蕴 

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既关系到人民的幸福、利益，也关系到一个民族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趋势。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占据战略性地位，因此，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不断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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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不断满足人民对更多优质生态产品的需要，不断满足人民对绿色生产方式

和生活方式的需要。 

3.1. 共享共建：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12]。生态文明建设和人民美好生活从来不是对立的，

人民若是不负青山，青山也定不会负人民。进入 21 世纪，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生态破坏问题也随之而来。

人类在与自然的“搏斗”中成为了“赢家”，高呼“胜利”的同时自然界的惩罚也“从天而降”。从人

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来看，曾经有些古文明辉煌一时，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不再对它们有所关注，历

史的长河里也没了它们的踪迹，有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如坐落于河

西走廊的西部尽头的敦煌莫高窟，人们已经享受到了莫高窟的发展带来的经济福利和精神满足，却因人

为的砍伐防护林，给了本就脆弱的敦煌生态环境系统致命的一击，直接危及了敦煌这座城市的可持续发

展。随之消逝的还有莫高窟和月牙泉等珍贵的自然景观，人们想要一睹敦煌的风采也将变成一件奢侈的

事，这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将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无数的历史经验告诫人类，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必将自

食恶果，只向大自然贪婪索取，只会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灭顶之灾，只有始终注重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

生，才能借优质的生态环境推动经济社会良性发展。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全国脱贫

攻坚目标已经完成，人民的物质欲望基本得到满足，许多人纷纷追求精神上的满足，渴望生活在一个青

山碧波蓝天的生态环境中，全国各地也相继开始打造生态文明示范村、生态旅游示范村、生态宜居示范

村等，并获得了不错的反响。可见，老百姓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在日益增长。因此，政府的当务之急

就是要为人民群众谋更多的生态福利，让老百姓不仅仅成为推动生态文明的建设者，而且要成为生态文

明发展成果的享受者。 

3.2. 共商共惠：不断满足人民对更多优质生态产品的需要 

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清新空气，田园果蔬……生态产品贯穿于广大人民的社会生产生活之中，为

人民实现美好生活创造更多的机遇，是人民实现美好生活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要使生态产品更优

质，就是要使山更青、水更绿，空气更加清新，让人民群众生活在一个充满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的

生态环境中。在党中央的带领下，我国正积极地朝着探索生产优质生态产品的道路上不断迈进，并取得

了一定的成果。然而，不可忽视的是，我国优质生态产品生产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环境保护意识依

然有待提高，不顾环境承载力而粗放式开发的现象仍然存在，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种种迹象表明，广大

人民群众的环保意识仍然亟待提高，亟需建立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高质量生态产品生产的良好氛围。二

是人民群众对“优质生态产品”的概念比较模糊，对生态商品的经济意义以及实现方式不甚了解，这也

不利于优质生态产品的生产，不能实现以制造更多优质生态商品实现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愿望。生

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各方力量各显所长，努力形成强大的协同作用。首先，可以大力增

设国家公园，国家公园作为最美国土，具备教育、娱乐、休憩的功能，也为老百姓提供了认识自然、亲

近自然、感受自然的机会，为全社会提供了最美最优质的生态产品；其次，老百姓应该积极响应垃圾分

类政策，从而减少土壤侵蚀，减少水质污染，实现再生资源的循环利用，从而打造一个碧海蓝天的优质

生态家园。 

3.3. 共绘共治：不断满足人民对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需要 

生态环境能否得到有力保护，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式。要坚持在建设中保护、在保护中建设，

努力构建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发展相统一，进一步提高整个社会的自觉意识和环保意识。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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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报告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进入新时代新

征程，生态化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一种新趋势。什么是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没有局外人，需要认识

到，一方面，人类文明进程的推动依赖于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蓬勃发展的工业文明也会破坏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由于不同历史时期面临不同的复杂现实状况等原因，“资源紧张和生态危机问题

日益凸显，环境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13]，所以，积极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刻不容缓。首先，主动把握

发展机遇——绿色工业革命，高度重视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其次，注重绿色清洁再生能源发展，促进传

统制造业升级转型，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的工业体系，增加对绿色发展产业的扶持力度，对企业

传统工艺设备进行更新换代。与此同时，侧重可持续金融的高质量稳健发展，逐步推进产业绿色转型，

注重金融机构对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的信息透明程度。最后，国家应重视生态国情教育，引导人民群众

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必须牢固广大人民群众的环保意识，让绿色消费成为社会中的一股新风。 

4. 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优化路径 

新时代要对于坚定不移走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目标提出了实践要求。

时代的脚步越来越快，人们对高质量生态环境和生态产品的需求还将持续高涨。生态文明建设是一块硬

骨头，需要从长计议、持续发力、系统推进，以老百姓的真实需要为关键抓手，最终为人民群众创建文

明、和谐、美丽的生态环境。 

4.1. 培元固本：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激发主体自觉自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同每个人息息相关，每个人都应该做践行者、推动者。”[14]
可以看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关键在于主体的自觉自为。要利用一切手段和形式，加强对人民群众的

生态理念教育，在促进人们生态安全认知、生态道德情感提升的同时，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 
首先，注重公民生态道德观的培育。“生态道德是人类保护自然的道德标准，主要体现在正确认识、

改造自然的基础上，主动热爱、保护自然，是对人的社会关系的拓展，紧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15]，也

为人类延续发展提供了环境可能。习近平提出的“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要把解决突出

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这一论述，既可以彰显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在新时代

也对我们提出了新要求。一是利用家庭这一特殊教育平台对孩子进行生态文明理念培育，让每一个孩子

都能亲近自然、了解自然，并且在日常行为中养成既尊重、敬畏自然又呵护、关心、热爱自然的情感共

识，在源头培养起孩子的自然保护意识。二是学校应该以教育为抓手，例如可以开展学习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等相关系列活动，将生态文明知识融入课堂，积极培育学生生态环保意识，提高学生的道德意识，

增强责任担当。同时积极发挥新媒体优势，组织学生高效利用“微信公众号”、“学习强国”等学习软

件，积极开展多元化的党日活动，以丰富化的渠道、创新性的形式开展学习教育，从而培育学生绿色发

展理念。三是相关政府部门应加强环境保护宣传力度，辐射式的宣传环保理念，可以借助人民大众喜闻

乐见的方式例如电视、报纸、广播等多种渠道，同时发力，从而达到对生态文明理念的宣传程度最大化，

建立公众监督并参与的自然环境保护网络平台，激发公民的主人翁意识，引起公民情感共鸣，引导公民

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强化公民的责任感。 
其次，建构公民对生态文明的认知认同。在原始时期，人类与自然还没有完全分化，很大程度上要

依靠自然生存，所以会对自然保持“崇拜”态度；随着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人类渐渐发现并掌握了自然

规律，因此对自然的态度也由“崇拜”转为“征服”，甚至由于“贪婪”还渴望控制自然，对自然资源

进行无休止的攫取，从而引发了生态问题。在生态失衡的当今，全面准确科学地认知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性，事关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程度。生态文明建设认知程度越高，就越迫切地想要解决问题以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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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生态获得感也因此而得到提升；反之，则难以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导向，

从而对人与自然是否和谐发展也持以漠不关心的态度。在面对“如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以实现人民美好

生活？”的时代之问时，就是要直面时代的洪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在互联网的

背景下拓宽生态文明理念教育群体的覆盖面，丰富生态文明理念的宣传方式，让更多人民群众通过各种

渠道认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从而自觉而理性地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树立起节约意识、生态环保意

识，为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共同努力。 

4.2. 守正创新：锚定建设方向，推动形成绿色发展大格局 

推动建立建成绿色发展大格局，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革命，这就要求我们锚定建设

方向，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新起点、新征程上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的目标，使大自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生活环境更美好。 
过去五年我们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到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建设美丽中国”，再到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切合实际的统筹协调发展新路径、新举措，由此看出，要实现

生态文明建设和人民美好生活协同发展的目标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功的，需要我们持之以恒，久久为

功。一是要重视党和政府发展理念的绿色转型。党和政府要增进人民福祉为目标，为老百姓创造便利的

绿色生活条件，强化对绿色商品和标准的认定监督管理，以规范绿色消费市场秩序，提高生态文明自觉，

推动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和社会和谐三方协同发展，不让任何一方成为执政和行政路上的绊脚石，坚持

以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形成绿色发展大格局，推动共同富裕的进程，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二是要重

视企业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绿色发展离不开企业的参与，企业应该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

相结合，以绿色生产推动绿色发展为己任，主动杜绝高污染高排放的生产模式，创造更多的绿色产品与

服务，将保护环境视为企业的责任融入生产管理全过程，实现企业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三是重视人民

群众思想行为的绿色转型。人民是绿色发展的实践者和受益者，因此，推动人民群众在思想和行为上进

行绿色转型是当前的紧迫任务。绿色消费作为广大人民参与绿色发展的主要途径具有重要意义。绿色消

费的核心理念是减少能源消耗、资源需求和环境压力，通过选择购买环保产品和服务，支持环保产业的

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16]。例如在日常生活中，呼吁老百姓少用一次性餐具，少开一次私家车，

修旧利废，让绿色消费行为潜移默化地促进人民群众思想行为的绿色转型。 

4.3. 同舟共济：坚持生态为民，积极打造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共同体，与其思索如何改变自然，

不如掌握其规律和其共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日益得以满足，但环保问题

却接踵而至，人们也开始从过去的“盼温饱”“求生存”转化为现在的“盼环保”“求生态”。新中国

建立至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高度重视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尤其重视人民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发展，但

在实践社会生活中，依然不免有牺牲环境提高经济效益的行为。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

强调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指出人的存在与发展以及社会所有资源、要素之间都是一种紧紧连接

的有机体，任何社会经济活动都应当顺应自然界、尊重自然界、保护自然界。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

文明建设，正是构筑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必经之路。 
首先是要立足高层次，多角度重视自然环境保护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方位、全地域、全

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的环境整治工作涵盖了大气、水流、土地、生物等诸

多领域，已相继制定了“大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等政策[17]，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保护和系统治理[4]，为绿色生态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保障和理论支持。要注重自然资源保护和社会经

济建设之间的良性互动。如创新性地打造了首批国家公园，实现了自然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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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神农架林区木鱼镇就借助了自有的生态资源发展了当地经济，因地制宜，开发出一条适合当地发展

的新路子，带动周边村镇齐头并进、共同发展，把环境资源优势转化为推动生产力增长的内在力量，同

时达到了自然资源环境保护与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提高的双赢发展。 
其次是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生态治理。习近平主席指出：“这个世界，

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

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8]。”在全球生态治理的问题上，中国要高度

重视生态保护工作，承担起大国应该承担的责任，杜绝“只承诺，不交付”现象的出现，自觉与国际社

会一起推动全球生态治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如何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做出科学回答，并提出相

应举措，展现了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大国担当。当前国际发展格局挑战与机遇并存，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呼应，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尊重自然、保护自然”

的氛围，为实现全球人民美好生活提供源源不断的“绿色动力”。 
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19]。为此，我们必须增强政策定力，认真担负起自身的

责任，从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着眼，努力构建好生态文明社会，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放到更为重要的地

位上，让绿色发展思想时时萦绕在人民的脑海之中，将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任落在每一个人身上。因

为，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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