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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生态现代化“胸怀天下”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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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式生态现代化“坚持胸怀天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吸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人与自

然关系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智慧的基础上，深刻反思西方生态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利与弊，紧

密结合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体实际，有机融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其他方面内容，创

造性地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生态文明建设道路。中国式生态现代化坚持“胸怀天下”

深化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认识，助推了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的实现，促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的发展。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现代化“坚持胸怀天下”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体现为胸怀自然与胸

怀人民，“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强调生态优先、推进绿色发展、注重生态民生。中

国式生态现代化建立生态环境系统治理体系，构筑多元主体共治的生态治理格局，为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为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中国经验，为促进世界永续发展构建了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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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通过百年

奋斗而形成的重要历史经验之一，是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

内容，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所谓“坚持

胸怀天下”，是指“要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

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

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

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

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1]( P 21)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

实现和谐共生、良性互动、持续发展的现代化，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指导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强

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坚持“节约

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方针，走生

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全面建成“美丽中国”的同时引领建构“清洁美

丽世界”，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积极推进世

界生态现代化进程。“坚持胸怀天下”是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在中国特色

和世界格局上实现有机融合。从中国特色的角

度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坚持胸怀天

下”，体现为胸怀自然与胸怀人民，坚持“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强调生态优先、推

进绿色发展、注重生态民生。从世界格局的角

度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坚持胸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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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体现为胸怀民族与胸怀世界，强调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和地球生命共同体，强调以“共

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进全球生态治理，

强调齐心协力共筑清洁美丽的世界。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坚持胸怀天下”具有重要

的时代价值，对于新时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以及促进世界永

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一、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

不仅是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要

求，也是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景，更是

维护地球自然生态长久稳定发展的正当追求。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秉持胸怀天下的情

怀和格局，坚持“胸怀自然”和“胸怀人民”，深

化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规律性认识，以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助推人与自然“双重解

放”的实现，促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丰富发展。

（一）深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认知

在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与中国传

统生态智慧的共同指引下，我国在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进程中，对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

规律的探索与认知达到了全新的高度。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主张人与自然是共生共存

共荣的合作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对抗性关

系，从三个方面深化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规律

性认知。

第一，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

人的生存基于自然才能实现，而自然的存在只

有依靠人的活动才能彰显。[2]人类诞生于、生活

于、发展于自然界，自然生态系统为人类的生存

与发展提供了各类要素与各类资源，而人类在

掌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在维护自然生态系统

的平衡性的前提下进行有意识有目的的创造性

活动，生产出自然界原本没有的物品用以满足自

身需求，由此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合理科学的物

质变换，也正是在这种合乎规律的物质变换中，

人类与自然实现了和谐共生。如果罔顾自然规

律，打破人与自然的平衡，就会引发严重性的生

态问题与生态危机。

第二，人与自然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

益共同体。人类与自然并非对立的，而是相互依

存、相互影响的利益共同体。“我们不要过分陶

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

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3](P769)

如若人类罔顾生态正义与自然对立，只顾自身

利益而漠视自然的利益，就会逐步走向灭亡。生

态环境是人类长远生存、不断发展的基础，人

类发展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自然也有其生态

利益，自然界其他物种也有其生态利益，人与自

然界的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是一荣俱荣、一损

俱损的。

第三，人与自然是共进共荣的发展共同体。

回顾历史，自然界不断进化发展，人类也不断

进化发展。当人类发展步调过快，以至于超越

自然的调节能力并对自然生态构成威胁时，便

会增加生态灾难发生的机率。相反，若人类发

展与自然演进保持同步，且以维护生态平衡为

目标，那么人与自然便能共同“繁荣发展”，带

来和谐共生的共赢局面。新时代人类社会推进

“清洁美丽地球”建设的过程，是人与自然走

向共存共荣的发展过程，是人与自然实现和谐

共生美好愿景的发展过程。

（二）助推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的实现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

示了异化劳动不仅包含人同人相异化，而且还包

含人同自然相异化。”[4]在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中，

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异

化的根源，而要规避“双重异化”，即实现“人

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5](P78)，

就要以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从而

逐步推动共产主义的实现。面对人与自然的异

化所导致的生态危机，建 立在资本逻辑之上

的西方生态现代化发展模式强调的是“控制自

然”，让市场发挥中心作用，追求经济增长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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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性，甚至将环境污染转移至其他发展中国家，

其环境治理行动透露出“西方中心论”和“生

态殖民主义”色彩，既忽视了生态系统本身的基

础作用，也割裂了生态治理的全球整体性。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科学吸取了西方生态现

代化道路的经验和教训，坚持生态文明建设要

“胸怀自然”与“胸怀人民”，助推人与自然实现

“双重解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重视制度变革

的作用，立足于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将自然

的解放和人的解放视为同一解放进程不可或缺

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强调在开发利用自然的过程中，人们要胸怀

自然，坚持适度原则，凸显生态正义，要充分考

虑自然、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在生态实践中满

足当代人与后代人的生态权益与生态需求，维

持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动态平衡，以人与自然的和

谐共生促进人类自身的解放。另一方面，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强调“生态文明是人民群众共

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6](P11-12)。不

论作用大小、地位高低，全体人民要秉持“合作

共赢”与“公平正义”的行为准则，不能罔顾甚

至侵占他人的生态权益，应自觉参与到生态环

境治理与保护行动当中去，自觉成为生态环境

的保护者与生态文明的建设者。由此，人民也得

以成为自己的与社会的乃至是自然界的自觉的、

真正的“主人”，得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自身、

人与社会的和解，从而共同为实现自由全面发

展的共产主义美好愿景不断努力。

总之，人们要公平地对待自然界，以积极、

主动的姿态来调适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冲

突。作为能够反思的主体，人这个主体在人与自

然的和谐相处中起着积极的主导作用。在尊重

自然的基础上，积极发挥人类特有的优势，使

人与自然的物质、能量、信息等交换机制良性运

行，实现人与自然的互利双赢。

（三）促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丰富发展

站在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上，中国在坚

持把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

统生态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致力于创造人类

文明新形态。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

要组成部分之一，区别于传统人类文明形态，

即摒弃了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

理、再转移”[7]的现代化老路，强调要走“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路，“昭示了人类文

明新形态维护生态正义、倡导生态伦理的价值

追求”[8]。在我国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进程中，人类生态文明的内涵得到了丰

富和发展。“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是通过生态

文明理论形态的进步、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完

善、生态文明建设共同体的形成、生态文明高

质量的发展、全球生态文明引领者作用的发挥

等方式展示出来的。”[9]

绿色的生态文明重视生态智慧、自然规律

以及人类文化的作用，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

文明发展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从生态文明理

论层面来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坚持

人民利益与自然根基并重，强调人要树立尊重

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的价值理念；坚持

绿色发展的价值导向，强调生态环境保护与社

会发展应协同并进，强调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要向绿色、低碳、创新、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型；

希冀以社会主义生态文化观丰富世界生态文化

观，以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清洁美丽世

界建设。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来看，“人类

生态文明新形态就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

群众为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社会关系所

进行的更高质量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的一种理论表达”。[10]长期以来，中国坚决摒弃

资本主义国家所通往现代化的非绿色可持续发

展模式，走出了一条坚持人的价值与经济价值

和生态价值的相统一、坚持民族价值与全人类

价值的相统一、坚持代内正义与代际正义相统

一的绿色发展道路，推动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构建，也促进了生态思想

与人类文明形态的融合，促进了生态正义思想

的传播，更推动了人类文明的长远发展，具有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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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为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提供
中国经验

秉持着胸怀天下的情怀与格局，在推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过程中，我国逐步推

动生态环境系统治理，不断发展完善生态环境

治理制度体系，推动构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

的生态治理格局。通过推进国内生态治理现代

化、提高生态现代化治理能力的实践，中国为改

善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了宝贵经验。

（一）逐步推动生态环境系统治理

生态环境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系统，牵一

发而动全身。因此，生态环境治理必须从其整

体性出发。传统生态治理模式大多是“先污染

后治理”“分而治之”，这类治理模式既影响了

生态环境的恢复力度与速度，又增大了生态文

明的建设难度，阻碍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的实现。为此，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要调整升级生态环境治

理思想与治理方略。在中国推进生态环境治理

的过程中，随着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发展规律认

知的愈加深化，我国的生态治理方略逐渐从传

统治理模式转变为“系统治理”模式。“系统治

理”模式也不断深化发展，从“山水林田湖是一

个生命共同体”[6](P42)，发展到“坚持将山水林

田湖草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11]，再发展到“山

水林田湖草沙是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6](P275)，

接着发展为“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

理”[12]。生态治理模式的转变既是生态环境治

理世界观上的丰富发展，也是生态环境治理方

法论上的升级发展。

中国坚持走具有自身特色的生态环境治理

道路，持续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进程。从

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出发，在“坚持山水林田湖

草沙系统治理”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形成了关于

保护、修复、治理一体化的系统治理方案和工

程，对已经受损的自然生态系统进行全方位、全

过程、全要素的保护、修复和治理，统筹兼顾各

类污染防治，加强跨地域合作。这不仅推动了

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建设进程，而且促

进了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近

年来，我国多地生态环境治理实践坚持综合治

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实施一大批重大生态

保护和修复工程，在山脉高原、荒漠沙地、河湖

海湿地等生态脆弱区或受损区开展综合保护和

系统治理工程，从源头出发，守护好延续至今的

地球家园。立足于历史发展、人类发展和地球

发展高度上的治理方略，中国积极有为地推动

生态环境系统治理进程，既为中华民族的长远

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保障，也为全体人类的长远

生存和发展而深思熟虑，更是为全球生态环境

治理现代化建设贡献了中国经验。

（二）完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体系

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实现，需要 生态

环境治理制度体系为其提供基本保障。因此，

在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着

力于构建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体系，以“最严格

制度、最严密法治”为生态环境治理“保驾护

航”。在顶层设计方面，“要健全党委领导、政

府负责、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

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构建一体谋划、一体部

署、一体推进、一体考核的制度机制。”[13](P366)

在 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征程中，生态环境治

理领域顶层设计的完善，为社会各主体的实践

行动提供更为有效的理论指导。在法治体系方

面，逐步构建覆盖各类自然要素的法律法规体

系，至2023年，“我国生态环保领域已形成了

由1部基础性、综合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若干部涉及大气、水、土壤等专门法

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黄河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

保护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

保护法》四部特殊区域法律组成的‘1+N+4’

生态环保法律制度体系”。[14]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明确提出编纂生态环境法典。在制度体系

方面，2020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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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厅印发《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

意见》，“清晰勾勒出以领导责任体系、企业责

任体系、全民行动体系、监管体系、市场体系、

信用体系、法律法规政策体系等为基础架构的

现代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在不断完善的生态环

境治理体系顶层设计下建构完善的国家治理

体系”[15]。在制度创新方面，逐步建立了“河长

制”“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制度”等机制，同时致力于构建“生态环境

分区精准管控体系”，逐步完善生态治理制度体

系与监管制度体系。在配套制度供给方面，我国

逐步推动“生态治理技术体系”“生态治理评估

体系”等与生态环境治理有密切关系的配套制

度建设，与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体系协同发挥作

用，以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我国现有

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体系是从实践而来、应用

于实践、并于实践中逐步完善的，由此不断推

进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化、法治化，为我国生态

环境的保护、修复和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同时也为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生态环境治理制

度体系建构贡献了中国经验。

（三）构筑多元主体共治的生态环境治理格局

纵 观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建设历史

进程，治理格局从“政府一元治理”逐步转变为

“政府、企业、社会和公众多元治理”。从一元

治理转变为多元主体共治，是我国生态环境治

理效能提升的体现，也是我国生态环境治理走

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客观需求。当前，

我国秉持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理念，实施生态

环境治理现代化的新型举国体制，已初步构筑

多元主体共治生态环境治理格局，即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

各类主体共同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过程

中，团结合作、协同出力，形成良性互动、优势

互补的治理格局。

第一，强调政府要发挥积极有为的主导作

用，对生态环境治理负责，在构建“服务型政

府”过程中，理清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充分发挥

政府对社会的影响力，实现政府与社会在生态

治理领域的良性互动。第二，强调企业要利用

市场优势，在政府引导下科学参与生态环境治

理，促进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化。第三，强调

社会公众要发挥主人翁作用，履行生态环境保

护与治理的义务，参与到实际生态环境治理工

作之中，不仅要对自身的生产与生活行为负责，

更要对生态环境负责。第四，强调社会组织在

生态环境共治中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监督评

估、宣传教育以及项目实施等多重优势，引导公

众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共同为生态

环境治理贡献力量。第五，强调要坚持多元主

体协同共治价值理念的培育，强调要坚持多元

主体协同共治参与体系的构建，强调要加强多

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监管，并以此不断推进生态

环境治理现代化。新时代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取

得了一定成效，如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卓著，大

气主要污染物排放国内总量持续下降，优良天

数比例占比超过80%；我国湖域、河域、海域整

治成效卓著，黄河、长江流域生态资源恢复呈良

好态势。总的来说，随着多元主体协同生态环

境治理的推进，生态环境法律法规体系持续完

善，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深入推进，我国人民

生态意识不断提高，积极参与各类生态环境公

益保护活动，人居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三、为促进世界永续发展构建
中国方案

作为一个人口众多且发展势头正足的发展

中国家，中国发展的成效不仅关系自身的成长，

而且关系世界的稳定。在通往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秉持胸怀天下的情怀

与格局，中国倡导绿色发展新理念，注重经济

发展与生态保护二者的平衡性，推动建立绿色

低碳发展合作机制，希冀与世界各国携手共建

“清洁美丽世界”，旨在推动自身长远发展的同

时促进世界的永续发展。

（一）倡导绿色发展新理念

在新时代背景下，倡导与践行绿色发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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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绿色发展

理念回答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什么要实现绿色

发展、实现什么样的绿色发展和怎样实现绿色

发展的重大问题，[16]回答了如何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问题，对如何实现美丽中国

目标、世界永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17]（P207）中国所倡导

的绿色发展新理念，更加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

护。第一，绿色发展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1]（P50）。绿色发展就是要

合理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社会

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问题。通过深

入推 进绿色科 技革命，依靠绿色科 技创新破

解发展 难题，在保护生态环境的过程中促 进

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在追求效率更高、质量更

优、公平持续的发展中不断将生态效益转换为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不断促进经济社会朝着

“绿色”方向发展。第二，绿色发展“要坚定不

移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构建绿色产业体

系和空间格局，引导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

方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17]（P243）。在社会

生产过程中，绿色生产要充分利用绿色技术与

清洁能源，要注重将生产中的各种生产资源的

消耗降到最低，甚至是修补已被破坏的生态环

境；绿色生活要求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树立起绿

色价值观念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念，自觉践

行绿色消费、绿色出行方式，以实际行动降低

对生态环境的损伤与破坏。第三，坚持绿色发

展依靠人民，绿色发展为了人民，绿色发展的成

果由人民共享。绿色发展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

群众的需求，“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

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18]，人民群众希

望能够生活在天蓝地绿水清的生态环境之中，

希望能够享受到优质的生态产品，而这恰是需

要人民群众自身的努力，在现实生产与生活实

践活动中倡导绿色低碳、提倡节约适度、注重

生态保护。只有倡导绿色发展理念，践行绿色

发展模式，坚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保护绿水

青山，维持人类需求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平

衡，才能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

的协同，实现人与自然的双赢，从而推动世界永

续发展。

（二）建立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合作机制

为应 对全 球气候 变暖问题，中国秉 持 负

责任的原则，承担起大国该承担的责任，提出

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重要目标，并将

“双碳”目标融入于生态文明建设之中，以实际

行动助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实现。鉴

于建设“美丽中国”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两大

战略任务，我国经济结构需要朝着绿色低碳方

向转型升级，建立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合作机制

势在必行。2022年《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

案》出台，这标志着我国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工

作迈入了新征程，也标志着我国正着力于建设

完善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合作机制。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合作机制坚持以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以“建设美丽中国”和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遵循减污降碳内在规

律，结合实际情况，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三治并进，

以减污降碳促进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在源头治

理方面，我国正在构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为

主体的法律体系，完善减污降碳领域的法规、

标准和方法；加强生态环境质量监管，逐步搭

建上行下效的协同管理体系，不断促进减污降

碳协同治理体系和协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

能源结构、生产结构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

升级，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发展合作机制，协同

推进节能减排与污染治理，以逐步减轻生产生

活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从源头上减少污染

物和碳排放。在系统治理方面，我国充分考虑

国内各区域的生态环境基础、发展现状和比较

优势，利用绿色科技创新技术，结合重大区域、

流域发展战略，科学制定合理的发展目标与工

作规划，逐步搭建绿色低碳发展合作的国土空

间布局和产业分工布局，推动东中西部协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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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东中部地区对西部地区大力开展帮扶行动，

西部地区着力于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不断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的实现，为实现“绿色

共同富裕”的理想不断努力。在综合治理方面，

统筹全局，在现有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基

础上持续创新，并优化治理方案与路线，协同

推进生态环境污染治理，即推进大气污染、水

污染、土壤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方面的协

同防治，助力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目标。减

污降碳协同增效合作机制的建立，既能促使我

国经济社会朝着绿色低碳方向转型升级，促进

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实现，又能够促进我

国生态环境的协同改进，促进“美丽中国”战略

目标的实现，为全球永续发展、地球生态系统

的维持贡献中国努力和中国方案。

（三）携手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2021年10月12日，习近平在《生物多样性公

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

话中提出倡议，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构建地球生

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6]（P294），

这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理想目标之

一。携手共建“清洁美丽世界”这一理想目标，

与“建设美丽中国”目标相承接，是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现代化的国际视野的彰显，也是我国积

极承担生态责任的充分体现。共建“清洁美丽

世界”主张旨在寻求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命运共同体，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

生产生活方式[17]（P544），强调应当采取多边合作、

互惠共赢、讲道义、负责任的国际交往方式。

我国倡导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

导世界各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在享有生态权益的同时积极承担生态责任，在

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加强合作，合

力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为更好凝聚构建“地

球生命共同体”的全球共识，中国积极参与到

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中，主动开展环境外交，

先后批准并实施《巴黎协定》《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有利于生

态环境保护的多边公约，与100多个地区或国家

展开生态环境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为“清洁

美丽世界”的构建作出了重大贡献。从生产发

展角度出发，我国倡导世界各国要坚持绿色发

展理念，坚持绿色、清洁、低碳、可持续发展模

式，在保证生态环境不受破坏的前提下推进经

济高质量发展。如我国持续推进“无废城市”

建设，各地贯彻落实“生态立市”战略，协同推进

环境保护与碳减排，加快能源结构的转型升级步

伐，推动了绿色低碳发展新格局的形成。从生活

和生态角度来看，我国倡导人民要坚持绿色生活

方式，以人民生存生活的幸福指数、健康指数、

安全指数为前提，号召公众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

中，推动全民行动，共同打造优美生态环境。

“清洁美丽世界”的构建与“美丽中国”的

建设是统一的，随着“美丽中国”逐渐变为现

实，“清洁美丽世界”的宏伟目标亦将从蓝图逐

步迈向现实。中国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

化的过程关系到全球生态现代化的进程，中国

在促进自身绿色发展的同时也在促进全球绿色

发展，中国希望能够与世界各国携手同行，共同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地球家园。作为

一个有责任、有情怀、有担当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所走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能够不断促进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实现，在建成

“美丽中国”的同时建设好“清洁美丽世界”。

总之，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

上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坚持胸怀天

下”，实现了胸怀自然、胸怀人民、胸怀民族、

胸怀世界四者的有机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胸怀自然，以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来

定位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追求自然的解放与人

的解放的有机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胸怀人民，坚守“以人为本”的生态理念，秉

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念，强调要在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基础上合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谋

划在生态实践中满足当代人与后代人的生态需

求，合理分配生态资源和积极承担生态责任。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胸怀民族，建构和

贯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秉持“合作共赢”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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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正义”的行为准则，以共建“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之路为示范，为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族

人民共同应对生态危机提供了新的方向指引。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胸怀世界，遵循系

统性、整体性、全局性原则，强调人类应不论国

别、种族、地域之分，应共同维护生态安全、保

护生态环境，共同打造“水清天净、物种丰富、

人地和谐”的美丽地球图景，共同享有优美生

态环境。当前，生态环境问题仍是困扰绝大多

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全球生态环境

危机形势日趋严峻，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合作之

路道阻且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提

出与践行，既为重大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

了新的答案，又为合理调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

境保护二者之间的矛盾展开了有益探索。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坚持胸怀天下”，打破

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为众多发展中国

家提供了发展模式深度绿色转型的中国方案，

为实现生态正义贡献了中国智慧，对改善全球

生态治理、促进世界永续发展等具有重大的理

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当前应继续坚持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程，以

更好地造福自然、造福人民，造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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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d, and a symbiotic mechanism is constructed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operation between Shenzhen and Hong Kong to the “symmetrical mutual benefit symbiosis” 
model. Therefore, the symbiotic mechanism should focus on the following dimensions. Firstly, an efficient 
linkage mechanism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symbiotic units, that is building a consensus-
based top-level design, forming innovative collaboration among multiple symbiotic entities, and cultivating 
cross-border talent mobility and integration. Secondly, an optimization mechanism for creating a symbiotic 
environment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at is strengthening the cultivation of a cultural 
environment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optimizing policy support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improv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systems. Thirdly, 
an interface channel integration mechanism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at is creating a full-
chain service mechanism for cross-bord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for 
transforming cross-bord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results, and optimizing the financial support 
mechanism for the entire process of cross-bord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Shenzhen-Hong Kong cooperation; 
symbiosis theory; symmetrical reciprocal symbiosis model; technology innovation system connection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Chinese Path to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Maintaining a 
Global Vision”

ZHENG Xiangping & WU Xiaoying
Abstract: Chinese path to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maintains a global vision and methodology. Building 

upon the absor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though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as 
well as China’s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ecological wisdom, China has been creatively walked out the road of 
construction abou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tyle, which profoundly reflected 
on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western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model,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the specific reality of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organically combined 
with other aspects of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proces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path to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maintaining a global vision has deepene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booste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double liberation” of man and 
nature,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form of human advancement. Chinese path to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maintaining a global vision” has an significant value of the times, embodied in maintaining 
a global vision of nature and humanity,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that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emphasizing on prioritiz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pursuing green 
development, and focusing on ecological livelihoods. Chinese path to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establishes a 
systematic governance system for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structs a pattern of ecological governance 
in which multiple actors work together to achieve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provides 
Chinese experience in modernizing ecological governance, and offers a Chinese programme for promoting 
sustainable global development.

Keywords: Chinese path to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maintain a global vision; harmonious coexistence; 
ecological management; Chinese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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