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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四 生态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嘉宾主题发言摘要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

【编者按】２０２２ 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讨会，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推动建设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为主题，于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以线上会议方式举行。 在分论坛四上，入会代表围绕“生态文明与人

类文明新形态”主题，结合各地区、各部门学习研究和实践探索，探讨了生态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时代课题，提出了

宝贵建议、贡献了智慧力量。 为深入了解生态文明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最新成果和进展，在此刊发分论坛四嘉宾主题发

言要点，以飨读者。

从人类文明新形态角度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孙明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副院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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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积极探索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系统形成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现代化的

内涵与外延，不断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文明新

形态。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之路。

近代以来自西方兴起的工业文明给地球带来

了生态困境，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文明形态。 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则是一种新形态文明的复兴，

其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

展。 应对当前全球性挑战，需要超越传统思

维，寻求新理念、新方案，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地球是人

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全球行

动、全球应对、全球合作。 作为全球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中国坚定

推动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

体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主动

承担同国情、发展阶段和自身能力相适应的环

境治理义务，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走好对外讲述中国生态文明故事之路。

对外讲述中国生态文明故事，一要彰显生态文

明领域的标识话语。 推动富有原创性、彰显中

国特色的标识话语广为传播，带动生态文明领

域国际话语权不断增强。 二要打通生态文明

建设的多元舆论圈层。 由于意识形态和发展

程度不同，生态文明的国际传播呈现出“跨国

界、跨区界、跨地域”的鲜明特点，国际传播工

作因此需要“破圈”。 三要提升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国际传播效能。 加强统筹谋划、发挥

优势、具象内容、细分目标、精准对象，为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共建清洁美丽

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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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 高质量打造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余国东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重庆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的殷殷嘱托，努力探索一

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发展之路，生态文

明的本底更加夯实、内涵更加厚重、活力更加

迸发。

高举思想旗帜，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 一是

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 在全国率

先明确由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分管生

态环境工作，深入引领责任落实。 二是立足全

局谋深做实生态环境保护。 在履行“筑牢长江

上游重要生态屏障”使命，实现“建设山清水秀

美丽之地”目标，落实“在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

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要求上着力，落地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的殷殷嘱托。 三是用心

用力传播生态文明理念。 塑造理论阐释“重庆

品牌”、讲好生态环保“重庆故事”，持续推动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根植人心、形成自觉、引

领行动。

奋力担当作为，推动重庆生态环境保护发

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一是生态屏

障建设质量显著提高。 二是污染防治攻坚成

效显著叠加。 三是绿色低碳发展步伐显著加

快。 四是川渝联建联治格局显著构建。 五是

生态环境民生福祉显著改善。 六是生态环境

治理能力显著增强。

坚定前行意志，聚焦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奋进新征程、谱写新篇章。 重庆

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

部署，围绕把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落实

在重庆大地上，在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多目标平

衡、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筑牢长江上游重

要生态屏障、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积极

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推进双城经济圈联建

联治、激发生态环境治理活力等 ７ 个方面聚

力，高质量打造山清水秀美丽之地，为美丽中

国建设作出重庆贡献。

用心用力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打造陕西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样板

孙丽　 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

　 　 陕西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近年

来，陕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用心用力践行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努力推动陕西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取

得长足发展，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明显好转。

始终保持“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

战略定力，坚决守护好秦岭生态。 陕西精心修

订《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编制秦岭

污染防治、生物多样性保护等 １０ 多个专项规

划，强化秦岭生态红线监管。 聚焦秦岭“五乱”

问题，持续开展 ８ 部门联合专项执法检查、自

然保护区“绿盾”行动等，真正还秦岭以宁静、

和谐、美丽。

始终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持续

·５５·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提升黄河流域生态质量和稳定性。 陕西稳步

推进陕西黄河流域“十四五”水生态环境保护

规划编制，加快推进黄河流域城镇生活污水处

理厂提标改造，扎实开展渭河流域综合整治，

推行“一河一策”，实施限期治理，打造“左右

岸、上下游协同治理”的示范典型。

始终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

福祉，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蓝天保

卫战实现新突破。 持续推进关中区域“一市一

策”治理，打好秋冬季大气治理攻坚战。 碧水

保卫战成效显著。 全面推进“三江三河”重点

流域污染防治，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１１１ 个国控断面

中Ⅰ～Ⅲ类水质断面占比达到 ９７％。 净土保

卫战向纵深推进。 完成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

详查，乡村生态振兴有序推进。

始终坚持生态优先和绿色低碳发展，积极

稳妥推进“双碳”战略。 坚持全省一盘棋，先立

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碳中和行动，

逐步建立“１＋Ｎ”政策体系。 扎实开展应对气

候变化行动，坚决遏制“高能耗、高排放”项目

盲目发展。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提升生

态系统碳汇能力。 全面实施排污许可制，深化

生态保护补偿和损害赔偿，推动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落地见效。

贡献全球环境治理的中国方案

许勤华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

化全球治理等要求。 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

已经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贡献

者和引领者。

积极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坚持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积极应对

气候变化，正逐步找到符合发展中国家国情与

需要的绿色发展路径，为全球环境治理做出了

示范。

大力加强绿色“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作

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方，长期致力于推

动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并在共建“一带一路”

过程中加强绿色文明互鉴、拓展绿色合作维

度，与参与国家和地区一道为世界注入绿色发

展动力。

聚焦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 全球

发展倡议为国际环境合作点明了方向，为促

进区域共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将通过高

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合作推动全球环境治理走

深走实。

全球环境治理的中国方案具有显著的中

国特色、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具体而言：

一是中国注重对发展中国家的内生能力

培育。 随着全球治理赤字出现新要求，发展

能力建设成为重要发展趋势。 中国开展全球

环境治理，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强能力建

设，注重增强自身“造血”能力，促进缩小南

北发展能力差距，切实提升发展中国家发展

与治理能力。

二是彰显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贯穿中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全

过程。 中国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引

领，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

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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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内

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的目标，也是中国全球环境治理的行

动指南。 中国始终是全球可持续和高质量发

展的贡献者，持续推进全球环境治理转型升

级，与各国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国生态文明理念为全球环境治理指明了行动方向

涂瑞和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

　 　 ５０ 年前联合国召开首次人类环境会议，

标志着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觉醒”，全球环境治

理进程开始起步。 然而，相比于全球经济、贸

易、科技、旅游等众多领域的快速发展和显著

成就，当前全球环境保护领域却明显是一个

短板，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建设严重滞后。 人

类可持续发展进程面临气候变化、生态系统

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污染和废物排放等

全球危机。

进入新时代，中国所倡导的生态文明理念

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是引领世界潮流

的先决理念，为破解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促

进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愿景目

标指明了努力方向和基本路径，为全球环境治

理带来新希望。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用一系列既符合科

学、生态系统规律又朴素、生动、民众都能听得

懂、理解得了的语言加以阐述，诸如“生态兴则

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等，简析了绿水青山作为珍贵自然资源

的经济和生态价值，反之绿水青山不保，后续

发展就成无本之木这样的辩证关系。 “人与自

然是生命共同体”阐述了人与自然间的关系。

“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共建清洁

美丽的世界”指明了全人类前进和努力的方向。

中国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务实的行动

派。 过去几年，中国先后举办了《联合国荒漠

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湿地公约》第

十四次缔约方大会以及《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十五次缔约方大会（ＣＯＰ１５），充分展示了坚持

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坚定立场和引领全球

环境治理的角色。 ＣＯＰ１５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

方面具有划时代意义，尤其是“生态文明：共建

地球生命共同体”作为大会主题，这在全球尚

属首次，促进了生态文明理念在全球的广泛传

播，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注入信心和力量，指

引了未来实现气候系统稳定、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无污染的地球长远愿景的行动方向。

中国生态文明实践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积累经验

薛颖　 新华社研究院研究员、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国所进行的伟

大实践，正以其时代先进性、革命彻底性、普遍

增益性等优势引领全球。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不仅有利于我们坚定“四个自

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而且将加快推动人类文明转型与进步，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地球生命共同体，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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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现对西方工

业文明的扬弃，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思

想理论基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本质上

颠覆了西方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对大自

然掠夺性开发利用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打破了

西方的“人类中心论”逻辑，实现了对人与自然

关系的重新认识、重新建立和重新塑造。 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具有的哲学内涵、时代价值和世

界意义使其成为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

指导的思想理论。

二是中国生态文明实践为人类应对环境

挑战做出榜样，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积累经

验。 与很多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不仅有理念、

有规划，而且在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干。

中国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注重提高民生

福祉，并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环境治理。 中国在

以实实在在的行动证明，人类可以走上一条与西

方工业化不同的可持续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

三是中国的开创性举措给人类文明转型

与进步带来希望，推动人类对文明新形态的认

识不断提升。 因为生态文明不仅仅意味环境

改善，更意味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巨大而彻底的

转变，包括人们生活和生产的方方面面。

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决态度和实

践成果使关心人类未来和地球命运的西方有

识之士看到希望。 中国的伟大理念昭示世界，

人类文明正在发生历史性转变，生态文明的曙

光已经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

创新金融手段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张洁清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中国区主任

　 　 应对环境挑战面临巨大资金缺口。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与自然和平

相处》报告指出，人类正面临三大全球性环境

危机———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和污

染。 资金是有效应对环境危机的关键之一，根

据权威测算，全球需 １２５ 万亿美元资金来应对

气候变化，为在 ２０３０ 年前扭转生物多样性退

化趋势，每年需实现 ４８４０ 亿美元自然向好的

投资。

绿色金融是推动绿色发展的重要手段。

中国已初步建立较为完备的绿色金融政策体

系且中国绿色金融市场已初具规模。 中国绿

色贷款存量规模居全球第一，是全球最大的绿

色信贷市场。 中国绿色债券累计发行量居世

界第二，占全球发行量超 １３％。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２０ 年，中国保险业累计提供绿色保险保额达

４５. ０３ 万亿元，支付赔款 ５３３. ７７ 亿元。 全国碳

市场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近 ２. １ 亿吨，累计

成交额超 ９３ 亿元。

转型金融助力低碳转型发展。 传统高碳

行业在减污降碳的技术改造升级、能源使用结

构调整等方面的资金需求规模大，同时又难以

获得传统绿色金融的支持，转型金融为缓解高

碳行业转型的资金供给矛盾提供了解决路径，

是绿色金融的补充。 目前，转型金融政策框架

正在形成，《Ｇ２０ 可持续金融路线图》 《Ｇ２０ 转

型金融框架》均为转型金融提供了国际政策框

架体系。 ２０２１ 年，支持转型的金融工具开始在

国内出现。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和浙

江省湖州市作为企业和地方代表积极进行转

型金融实践。

非银金融机构的作用不容忽视。 证券、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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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基金等非银行机构可以为绿色发展提供大

量资金支持，如证券行业依托研究机构的行业

研究能力，通过股债融资、并购重组等渠道引

导资金流向低碳转型领域，开发创新绿色金融

工具与衍生品，养老和社保基金则可以通过

ＥＳＧ （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投

资支持绿色技术的研发和绿色产业的发展。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 共建共享合作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

张建宇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研究院执行院长

　 　 一是共建，积极倡导绿色生态理念。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六届联

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题为《坚定信心

共克时艰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的重要讲话，

向国际社会宣示我们共建高质量 “一带一

路”的决心，把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落到实

处，获得全球一致高度好评，成为可持续发展

和气候变化领域 ２０２１ 年最重要的全球行动

承诺之一。

二是共享，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惠益共建

国家。 我国将生态文明领域合作作为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内容，通过为沿线国家提

供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支持，帮助“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一是促

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低碳转型。 二

是搭建交流平台，强化了生态环保合作。 “一

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吸收了超过 ４０ 多

个国家的 １５０ 多家合作伙伴，还扩大建设“一

带一路” 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吸纳

１００ 多个国家生物多样性相关数据，为“一带

一路”绿色发展提供数据支持。

三是合作，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深入

发展。 当前，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发

展的主流。 截至 ２０２２ 年中，提出净零排放目

标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９８ 个，从数量占比

看，占全球已提出净零排放目标国家和地区的

７１. ５％，占 １５０ 个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的

６５. ３％。 我国“双碳”目标的提出，为国际社会

实现 《巴黎协定》 的温控目标注入了信心。

“一带一路”倡议作为践行我国绿色发展理念

的重大举措，国际社会也给予了高度关注。

中国作为绿色发展的倡导者，可将我国在

环境治理中的先进经验推广至“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 首先，将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融

入经贸合作。 其次，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减污降碳合作。 再次，在深入践行绿色发

展理念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加大对绿色“一带

一路”建设的宣传力度。

可再生能源发展应整合绿色发展与共享发展理念

秦虎　 美国环保协会副总裁、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将碳达峰碳中和纳

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 清洁能源是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 从能源发展的角度，我

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生态文明与人类文明之前

阶段的区别，以及生态文明作为文明新形态的

能源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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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碳中和为目标，可再生能源将推动

产业体系的系统性变革，不仅将终结能源消费

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还将促进人类逐步摆脱

有限资源与能源的依赖，为经济社会的长久发

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已成

为全球可再生能源的引领者。 中国的风光发

电装机和发电量全球第一，２０２０ 年，多晶硅、硅

片分别占全球产量的 ７６％和 ９６％。 发挥中国

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引领作用，不仅对中国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具有重要意义，对全球实现气

候目标也具有重要支持作用。

对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是加强对可

再生能源技术的研发和推广。 加强与新能源

技术相适应的技术研发投资，推动异质结、钙

钛矿等技术发展应用，推动矿产多元化电池技

术的研发，发展海上风电与氢能联合生产技

术。 二是以 ２０３５ 年、２０５０ 年为节点制定长期

可再生能源目标与规划。 三是建立以可再生

能源为基础的新型零碳产业体系。 四是构建

资源循环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的可再

生能源发展模式。 推进与可再生能源技术相

关的关键矿产的循环利用以及控制矿产生产

过程中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问题，发展农

光、渔光互补等光伏发展模式，解决新能源技

术发展过程中的氢气泄漏以及氨的环境影响

等问题。 五是可再生能源发展应整合绿色发

展与共享发展理念。 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需要

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共享发展收益。 在具有可

再生能源资源优势但经济社会落后的地区，可

再生能源发展应成为跨越式的发展机会。 可再

生能源发展还能够为乡村振兴提供经济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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