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邱泽奇

　 　 工业革命以来， 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式开发

与使用以及对消费品迭代的不断追求， 导致了

一系列生态后果， 危及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与

可持续发展。 如果我们把文学作品和理论作品

均理解为是对现实的反映， 那么， 从 １８３８ 年

查尔斯·狄更斯的《雾都孤儿》， 到 １９４９ 年奥

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 再到 １９６２ 年

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 在工业化过程

中， 面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不断恶化， 西方世

界经历了一个多世纪才完成从现象反思、 理论

建构， 再到观念反思的历史转变。 又过了半个

多世纪， 国际社会才在某些议题上达成共识，

实现了从观念转变到行动议程的历史性推进，

让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的发展战略。 可要真正

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 不仅有待人类社会

的共同努力， 更需要让这样的努力获得理论指

引， 进而让人类的努力获得目标导向。 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以及人类永续发展贡献了

中国智慧、 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生态环

境目标

以联合国为组织框架的国际社会对可持续

发展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 到 １９８７ 年

才开始形成可持续发展概念。 在世界环境与发

展委员会的 《我们共同的未来》 中， 国际社

会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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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又不对满足后代人的需要构成危害的发

展。 其潜藏的假设是， 如果人类依照传统工业

化发展模式， 势必将造成资源耗竭、 环境恶

化， 从而影响后代人对自己需求的满足。 这是

国际社会第一次将资源环境因素纳入经济发展

的考量之中， 也是第一次试图对以工业化模式

为主导的人类经济行为进行约束。

再到 ２０００ 年， 借千禧年之机， 联合国

１８９ 个国家共同签署了 《联合国千年宣言》

（以下简称 《宣言》 ）， 承诺让人类不再遭受

基本需求之苦， 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实现自己

的发展， 且共同制定了一套 １５ 年的发展目标

和监测指标， 即人们常说的 “千年发展目标”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ＭＤＧｓ）。 《宣

言》 第 １１—２０ 条系统阐述了消除贫困的目标。

作为重要内容， 《宣言》 专设一章， 承诺保护

环境、 执行 《京都议定书》 《生物多样性公

约》 《在发生严重干旱和 ／或荒漠化的国家特

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公约》， 以及 “制止不

可持续地滥用水资源”。

在此基础上， 联合国试图进一步将人类的

共同愿望作为发展目标， 以确保每个人都能有

尊严地在健康的环境中生活。 ２０１５ 年由１９３ 个

会员国审议通过的 《变革我们的世界： ２０３０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 （以下简称 《议程》 ） 宣

称， “我们决心消除一切形式和表现的贫困与

饥饿， 让所有人平等和有尊严地在一个健康的

环境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 《议程》 希望

用 １５ 年时间达成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ＳＤＧｓ）。 ＳＤＧｓ

综合考量人类共同愿望涉及的经济、 社会、 资

源环境， 将可持续发展建构成为一个 “经济—

社会—资源环境” 相互关联的目标体系。

《议程》 由 １７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１６９ 个

具体目标构成， 在整体上可以将其归纳为如下

理论逻辑： 通过全球合作 （目标 １７）， 实现社

会公正和谐 （目标 １６）， 保障可持续的生物物

种和环境 （目标 １３—１５）， 进而保障经济持续

繁荣 （目标 ６—１２）， 实现人类基本需求的满

足 （目标 １—５）。

如果我们把之前的 ＭＤＧｓ 理解为只是试图

在经济发展、 缓解贫困等与保护环境等有限目

标之间达成平衡， 那么， ＳＤＧｓ 则可以被理解

为以满足人类基本需求为诉求的目标链。 其

中， 生态目标可以被理解为目标链的关键环

节。 满足人类基本需求不再只是脱贫， 而是包

含支持子孙后代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与之前

单纯在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寻求平衡不

同， ＳＤＧｓ 试图将满足人类基本需求延伸到经

济发展、 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 将影响气候

变化的能源消费、 受经济发展影响的生产与

消费等影响资源环境的经济活动纳入其中，

将影响社会平等的让人类彻底摆脱贫困的工

作机会平等和住房平等的社会因素纳入其中，

构成了在满足人类基本需求同时又能满足人

类未来发展的、 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与资源环

境平衡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传递链。 其中， 底

线是生态环境目标。 不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

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稳定性， 就没

有人类生存环境的保障， 不仅经济发展不可

持续， 而且经济发展也失去了价值和意义。

《议程》 展现了人类的雄心， 但如何转化

为人类共同的实践， 变成人类真正的美好未

来， 依然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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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类情怀

根据学习强国网站（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ｘｕｅｘｉ．ｃｎ ／ ）

汇集的文献数据， 到中央工作之前， 习近平同志

在一系列场合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近 ４０ 次

重要阐述。 在这些阐述中， 习近平同志强调生

态建设是当代人对子孙后代的庄严承诺， 并把

生态建设提升到文明高度。

到中央工作以后， 在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举行的

国际能源会议上， 习近平同志强调了能源安全

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在国际能源

安全中的角色， 并明确指出， “促进世界能源

供求平衡、 维护世界能源安全， 是世界各国共

同面临的紧迫任务。 ……中国是国际能源合作

负责任的积极参与者， 在国际能源合作中发挥

着建设性作用。 中国将坚持走科学发展道路，

坚持节约发展、 清洁发展、 安全发展， 实行可

持续的能源战略， 努力为促进世界能源可持续

发展、 维护世界能源安全作出积极贡献。”

此后的一段时间内， 习近平同志在多个场

合系统地阐述了关于能源、 环境、 气候变化的

观点， 强调了 “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当

今世界的时代潮流。 ……各国应该统筹经济增

长、 社会发展、 环境保护。 ……坚持凝聚共

识， 加强团结合作， 在实践中走出一条绿色发

展和可持续发展之路”， 指出了气候变化正在

给世界各国带来现实而重大的挑战， 任何一个

国家都无法单独应对， 需要各国通力合作。 真

正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需要人类共同

参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之后， 习近平总书记在更多

场合不断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对人类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底

的一年多时间里， 习近平总书记就生态文明建

设作出了 ６０ 多个重要论断。 在国内场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中国的发展放在人类生态

安全之中， 强调把生态文明理念深刻融入经济

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各方面

和全过程， 在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中， 生

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 在国际场合， 习近平

总书记向世界宣告，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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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绝不能以牺

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

从 ２０１５ 年到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针对生态文明

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重要场合发表的

重要论断超过 ５００ 多个， 内容覆盖了从生态修

复具体行动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各个领

域和各个方面。 在国内场合， 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节水、 治污、 植树、 绿化、 节能、 减排、 湿

地、 地上地下、 农业生态、 工业污染治理等

等。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８ 日， 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

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把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提

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并指出， “生态环境是

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 也是关系

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 ……从当年的 ‘两个

文明’ 到 ‘三位一体’、‘四位一体’， 再到今

天的 ‘五位一体’， 这是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

更带来了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

在国际场合， 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国际社会

广泛关注的核安全、 碳排放、 气候变化等重大

问题提出中国主张、 中国道路， 与世界各国展

开广泛对话。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７ 日， 在联合国气

候变化问题领导人工作午餐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 “中国一直本着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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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 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实现发展方式

转变的重大机遇， 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低

碳发展道路。 ……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一道，

在落实发展议程的过程中， 合作应对气候变

化。”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８ 日在参加第七十届联合

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 以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 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和人的全面发展。”

从关注植树节水到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坚持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 提出人类与自然

生命共同体到强调以人为本、 对子孙后代负

责，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

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认识， 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

和历史观作出了重大的原创性贡献。 以生态安

全为底线， 以提高生态文明水平为过程， 以实

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探索保护环境和发展

经济、 创造就业、 消除贫困的协同增效”，

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人类可持续发展

的引领。

三、 引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中国智慧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融汇人类的生态观

点、 理念、 实践， 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

思主义生态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态理念，

将之升华为一个系统的、 指导人类可持续发展

的理论体系， 展现了面对人类共同难题， 建设

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地球

生命共同体 （以下简称 “三个共同体” ） 的

中国智慧。 择要而言， 至少体现为逐层递进的

三个层次。

第一， 生态安全观将对传统工业化发展模

式的反思落实到新发展实践中。 早在浙江工作

期间， 习近平同志深刻地反思传统工业化对生

态的破坏、 给可持续发展带来的危害， 深刻阐

释了认识生态建设的三个发展阶段， “ ‘只要

金山银山， 不管绿水青山’， 只要经济， 只重

发展， 不考虑环境， 不考虑长远， ‘吃了祖宗

饭， 断了子孙路’ 而不自知， 这是认识的第

一阶段； 虽然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 但只考虑

自己的小环境、 小家园而不顾他人， 以邻为

壑， 有的甚至将自己的经济利益建立在对他人

环境的损害上， 这是认识的第二阶段； 真正认

识到生态问题无边界， 认识到人类只有一个地

球， 地球是我们的共同家园， 保护环境是全人

类的共同责任， 生态建设成为自觉行动， 这是

认识的第三阶段。” 到中央工作之后， 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摒

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增长模式， “要把

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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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敏锐地指出， 生态安全是区

域和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筑牢生态安

全屏障， 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 维护生态安

全， 保障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 决不能逾越生

态安全的底线。 中国生态安全的意义和目标

不只是为了中国的永续发展， 还是为了人类

共同的家园。 中国生态安全是全球生态安全

的一部分。

第二， 生态文明观将生态建设落实到推动

“三个共同体” 的构建中。 反思传统工业化发

展模式和筑牢生态安全底线是手段， 目的之一

是实现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转型升级， 从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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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追求经济增长的产业文明转型升级为追求

“三个共同体” 构建的生态文明。

文明是人类的一种人文精神， 是人类创新

与发明的精神指引， 她关注人类且以人类为依

归， 却不止于人类， 而是把人类与人类关联的

一切事物联系起来， 在历史积累中指引人类思

考的方向， 甚至约束人类的行动， 形成人类的

自觉行为。 生态文明观继承和发展了人与自然

关系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和 “天人合一” 的中

国文化传统， 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上升到人类

创新与发明的自觉行动中， 塑造中国迈向新时

代的生态文明自觉， 是以 “三个共同体” 的

共同福祉为目标的新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４０ 多年前， 我在中

国西部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小村庄劳动生活多

年， ……我从那时起就认识到， 人与自然是生

命共同体， 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

己”。 在这个共同体中， “生态是统一的自然

系统， 是各种自然要素相互依存而实现循环的

自然链条”。 其中，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

共同体， 人的命脉在田， 田的命脉在水， 水

的命脉在山， 山的命脉在土， 土的命脉在

树。” 之后， 又将 “草” 纳入其中， 指出山

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 不久再将 “沙”

纳入其中， 指出， “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

系统治理， ……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可持

续性”。

构建 “三个共同体”， 只有中国之力是不

够的。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地球是个大

家庭， 人类是个共同体。” “面对全球环境风

险挑战， 各国是同舟共济的命运共同体。”

“国际社会要加强合作， 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

处使，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在构建 “三个共同体” 的进程中， 中国

的态度是鲜明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

力主 “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 共同构

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为 “携手创造世界生

态文明的美好未来”， “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

的地球家园，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

积极贡献”。

第三， 生态永续观将绿色发展拓展到引领

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努力。 如果说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是倡导通过国际合作在生态建设

与人类需求之间寻求平衡， 那么， 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则在反思传统工业发展模式、 践行生

态文明理念中进一步指出了永续发展目标， 对

人类可持续发展除了观念引领、 实践引领， 还

拓展到了目标引领。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的近 ６００ 个

论断中， “可持续发展” 是使用最多的词语，

近 １２０ 次。 早在 ２０００ 年主政福建工作期间

习近平同志就指出， “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

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主政浙江期

间他又进一步强调 “从根本上整合和重新配

置有限的环境资源， 优化产业布局， 更加合理

地调整产业结构， 不断提升产业层次和经济发

展质量， 从而为可持续发展铺平道路”， 要

“发挥生态示范区和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示范

作用”， “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

路”， “从根本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 确

保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而 “要实现永续发

展， 必须抓好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环境没

有替代品， 用之不觉， 失之难存”。 绿水青山

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本钱。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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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

部分， 也是 “三个共同体” 永续发展的一部

分。 早在 ２０１０ 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

同志就指出 “为了使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

淡水、 海洋、 土地和森林等资源环境得到永续

发展， 我们亚洲各国应该统筹经济增长、 社会

发展、 环境保护。” 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

般性辩论时， 习近平总书记呼吁 “人类可以

利用自然、 改造自然， 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

部分， 必须呵护自然， 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

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 以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为目标， 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

人的全面发展。” 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上，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中国坚持走

绿色、 低碳、 可持续发展道路， 愿同国际社

会一道，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

更大贡献”。

四、 研究小结

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经历了上万

年的探索， 在世界各个角落形成了各异的历史

与传统。 工业革命带来的产业文明迅速扫荡多

样化的生态观念， 在不到 ３００ 年的时间里将人

类与自然的关系推到了危机的边缘， 资源短

缺、 环境恶化直接危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形

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性循环。

人们对传统工业发展模式的反思经历了一

个多世纪， 直到二战以后以联合国为组织框架

的国际社会才逐步建立了可持续发展理念。 可

是， 从出现可持续发展理念到形成可持续发展

共识再到制定可持续发展议程又经历了近

３０ 年， 如果从反思增长模式开始计算则经历

了半个多世纪， ２０１５ 年联合国发布 １９３ 个会

员国通过的 《议程》 也只是形成了一个可持

续发展目标和路径， 没有真正形成可操作的方

向， 也没有为可持续发展方向上有争议的目标

（如何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平衡）

设置可理解的空间。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源于其在陕西插队时

的亲身体验， 源于其地方工作的实践， 源于中

国人的日常生活体验， 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智

慧， 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 继承和发展

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

关系的理解， 将人与自然的关系阐述为多维的

动态的关系， 归纳为 “三个共同体”。 生态文

明以人类永续发展为目标， 也以 “三个共同

体” 的共同福祉为目标。 没有 “三个共同体”

的共同福祉， 就不会有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态文明是人类的新

文明， 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面对人类共同的难题， 面向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设定了经济发

展与资源环境平衡的底线即保障生态安全， 提

供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即围绕 “三个共同

体” 进行建设， 指出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方

向和目标即人类和生态的双重永续发展。 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 在人类的共同努

力中， 中国始终是重要的参与者、 贡献者， 也

是引领者。

作者： 北京大学教授；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研究中心特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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