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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深意※

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本文系 ２０２３ 年度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生态环境厅基地第一批重点课题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的新内涵和江苏新实践” （２０２３００１） 和 ２０２２ 年度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大委托项目、 省社科基金重

大委托项目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来源、 重大意义、 理论创新研究” 的研究成果 （项目编号 ２２ＺＸＷＤ００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站在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的科学论断， 对于

中国式现代化富有战略深意， 体现了在继承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中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理念， 彰显了在统筹发

展和安全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考量， 擘

画了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战略布局， 展示了以走和平发展道路

的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战略

理念、 战略考量、 战略布局、 战略目标这四个

方面紧密联系， 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

的有机整体。 深刻领悟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

战略深意， 对于把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精

髓要义， 进一步加深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

内涵和主要特征的理解， 更好地以绿色发展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

致远， 有着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 体现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

与自然关系思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

理念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

展” 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

的创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两百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概括了学习马克

思的九个方面， 其中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

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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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马克思， 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

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 我们要坚持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 牢固树立和切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 动员全社会力量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 共建美丽中国”。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是其

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认

为， 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一样，

都是伴随人类社会始终的客观关系。 马克思、

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指出： “全部

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

存在。 因此， 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

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

然的关系。” 人类社会发展史实质上就是人与

自然关系、 人与社会关系的演进史。 历史本身

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组成部分， 即自然界生成

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

认为， 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双

向生成和双向建构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如

何， 对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进程

都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生态兴则文明

兴、 生态衰则文明衰所表现的生态与文明之间

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规律， 深刻地反映了人与

自然的关系和谐与否对人与社会关系和谐与否

的不同影响。 马克思、 恩格斯认为， 人是具有

双重属性即具有 “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 的

存在物， 只有协调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

社会的关系， 才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

治异民族那样支配自然界， 决不像站在自然界

以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 我们连

同我们的肉、 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 存在

于自然界之中的； 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

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 能够认识和正

确运用自然规律。” 人在自然面前固然具有能

动性、 创造性， 但是人的能动性、 创造性再

大， 都必须受包括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在内的

客观规律的制约， 这种制约就体现出人的受动

性。 因此， 人的本质属性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是

在其能动性与受动性的辩证统一中表现出来

的， 必须协调好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社会

关系。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就是在不断地优

化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体

现出来的。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

展” 的科学论断， 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 体现了中国式现代

化必须在人与自然组成的利益共同体、 生命共

同体、 发展共同体、 共享共同体中协调推进的

战略理念。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

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内在要求。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 是由人

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所决定的。 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 “人与自然是

生命共同体” 概念， 指出 “人与自然是生命

共同体， 人类必须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

自然。” 习近平总书记又在 ２０２１ 年领导人气候

峰会上向国际社会提出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

共同体” 的倡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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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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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 坚持 “站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的战略

理念， 就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学

深悟透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

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中国化时

代化， 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放在中国式现

代化发展战略高度予以总体性谋划， 正确认识

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

环境保护的关系， 通过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推动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发展。

二、 彰显了坚持以统筹发展和安全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考量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

展” 的科学命题， 既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

为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 又将发展作为推动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动力。 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 既是一种安全状态， 又是一种发展状态，

是理想的安全状态与理想的发展状态的有机统

一。 在因人与自然不和谐而不断地引发生态灾

难、 生态风险， 以及由此引发经济风险、 政治

风险、 意识形态风险、 社会风险、 生命风险等

各类风险的现代风险社会，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

强调要坚持 “发展和安全并重”， “让发展和

安全两个目标有机融合”， “要发展和安全并

重以实现持久安全”。 党的二十大报告的第十

部分 “推动绿色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 和第十一部分 “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

力现代化， 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推进统筹发展和安全紧

密地结合起来予以系统阐述， 深刻体现了站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在统筹发

展和安全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考量。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呈现的是生态安全状

态， 生态安全又与政治安全、 经济安全、 意识

形态安全以及人的生命安全紧密关联。 生态安

全拓宽了传统安全观的内涵和外延， 是一种新

安全观和新发展观。 生态安全建立在具有较为

稳定健康的生态系统基础上， 生态安全能够持

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确保人民以生命安

全、 身体健康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权益的实现，

生态安全要求全社会高度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状态， 具有有效应对和解决生态灾难、 生态

风险、 生态危机的能力水平。 一般而言， 基于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状态而有助于人类安全生

产、 安心生活并确保身体健康的安全保障程度

就是生态安全。 具体而言， 生态安全包括人类

居住环境、 土壤、 饮用水、 食品、 空气、 声音

等关联人类生态权益实现的安全保障程度。

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 是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前提， 是人民福祉的有效

保障。 “生态兴则文明兴、 生态衰则文明衰”

强调了生态安全的重要性， 同时也道出了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形成的生态文明对于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 社会文明的重大影响。

中国古人所说的 “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 国

泰民安” 表达了生态安全与粮食安全、 政治

安全、 社会安全、 生命安全等诸多安全之间的

内在联系。 生态安全、 粮食安全、 政治安全、

社会安全都关乎人民生命健康， 关乎国家长治

久安， 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既是构建国家

总体安全格局的重要内容， 也是影响乃至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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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安全格局的重要力量， 都必须将其作为中

国式现代化发展战略内容予以综合考量。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

展” 的价值诉求， 就是要在以生态安全确保

国家总体安全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生态安全

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大力构建生态安全屏障并推

进全球安全， 要坚定走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建设美丽中国， 为

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为全球生态安全

作出贡献。 因此， 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础上

形成的生态文明， 也体现为在生态安全状态下

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在全球经济社会产

生广泛联系的情况下， 生态安全和人类以生命

安全、 身体健康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权益具有全

球性， 应倡导同一个地球和同一个健康的全球

生态安全理念。

三、 擘画了坚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布局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

化的中国特色之一， 是对人类现代化发展正确

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方向的科学展望。

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

西方的现代化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特

别是促进了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但

是这种现代化是建立在以资本为中心而不是以

人民为中心基础上的现代化， 是建立在以财富

高速增长而不考虑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现代化，

是建立在只谋求当代人利益而不考虑子孙后代

人的福祉的现代化， 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

人与社会的关系空前紧张， 带来了自然生态危

机、 政治危机、 社会危机、 文化危机和人的生

命危机等多重危机来临的风险社会。 正如风险

社会理论的创始人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

克认为的那样， 生产力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指数

式增长， 使风险和潜在自我威胁的释放达到了

前所未有的程度。 人与社会不和谐、 人与自然

不和谐所引发的诸多风险成了现代化发展的最

大阻碍。 人如何对待、 如何协调现代化发展过

程中同社会的关系、 同自然的关系， 直接决定

了现代化发展的未来、 前进方向以及价值实现

程度。 西方现代化的教训告诉人们， 任何破坏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状态的现代化， 必然会带来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交织频发的重大风险和巨大

灾难。 西方有识之士提出的 “生态现代化”

“自反性现代化” “人的现代化” “后现代化”

等主张， 就是反思西方现代化的教训而提出的

试图超越西方现代化的一系列主张。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高度谋划发展， 就是要与西方现代化区别开

来， 坚持走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以资本为中

心、 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人与自然对立

的现代化道路， 以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增进人

民生活福祉， 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就

是坚持在现代化进程中超越西方现代化发展道

路、 发展方式、 发展价值取向， 以经济社会全

面绿色转型发展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

化， 就是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将大自然作为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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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 中推进资

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现代化。 为此， 要加

快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步伐， 推动形成绿色

低碳的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 深入

推进环境污染防治，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

和， 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

四、 展示了坚持以走和平发展道路的

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

展”， 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进程中肩负的为民族谋复兴、 为人民谋福

祉、 为人类谋大同的高度， 是将美丽中国建设

与推进地球美好家园建设紧密结合起来的高

度， 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坚定

不移地以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与推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有着密切关系， 需要

从全球生态治理的高度， 认识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关系对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以积极参与

全球生态合作治理的实际行动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和平发展” 表

明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 坚持互相尊

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内

政、 平等互利、 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坚持互

利共赢开放战略，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同时，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也

有着显著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诉求。 因

为， 生态环境问题是全球性问题， 生态环境治

理是全人类共同的重大任务， 生态安全是世界

性的安全。 生态权益作为新型人权， 不是国别

性的， 而是全球的。 中国的生态环境治理离不

开世界， 世界的生态环境治理也离不开中国。

建设美丽中国与推动构建地球美好家园是双向

互动的。 能否构建全球性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关系， 能否坚持全球性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发展道路， 直接关系着和影响着中国走

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

是开放性和全球性的。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中， 中国共产党一直倡导的 “加强推进全球

生态环境治理”“促进全球生态安全” “构建全

球发展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人类安全共

同体” 等理念， 都是以一种胸怀世界和面向

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提出来的反映全球价值认

同和价值共识的重大理念， 充分体现出站在全

球发展的高度以一种为人类谋大同的理念引领

世界现代化发展潮流的科学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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