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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两山”理论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

郭静文  胡明辉 

摘  要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五位一体”总布局。习近平“两山”理论作为马克

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遵循。本文在回顾马克思主义

生态文明思想发展的基础上，从助力循环经济建设、推动绿色 GDP 政绩观形成、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文化

理念、加强社会纽带、创新社会治理等四个方面阐释了“两山”理论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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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

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

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围绕生态文明建设，

习近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

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个

维度领会“两山”理论的时代价

值，对我们坚持完善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坚

定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一、习近平“两山”理

论回顾

经典理论的形成往往是对现

实与理论经验的生动诠释，“两

山”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依托于一

定的理论渊源，有其鲜明的发展

脉络和生动的实践路径。

（一）理论渊源

早 在两千多 年 前， 中国道

家就提出了“天人合一”“道法自

然”的思想，强调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劝诫人类遵循自然规律。

儒家也提出了“仁民爱物”，倡导

可持续发展。所以，保护生态环

境、热爱自然的思想一直孕育在

中华传统文化之中。

两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

在阐释资本主义异化的过程中，

也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我们

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异族人

那样，绝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

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

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

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

这种刻画与新时期习近平指出

“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

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

境”的思想内核是一致的。

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们

国家的污染问题没有欧 洲、日

本和美国那么严重，但也是 一

个很大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在

1974 年会见刚果友好代表团时

指出“污染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

题”“污染问题必须解决”；江泽

民同志在 2000 年 2 月赴广东省

考察工作时提出了“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始终代

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生态环境关系人民群众生

活质量，“保护环境，实施可持

续发展战略”势在必行 ；胡锦涛

同志在 2007 年 7 月 28 日讲话中

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

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

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国

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把

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习近平

在 2013 年 4 月考察 海南工作时

指出，“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

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

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 金

钱不能代替的。”2017 年，党的

十九大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写入党章，并作为我国生态

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从“污染

问题必须解决”到“保护环境，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到“统筹

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再

到“两山”理论，社会主义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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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建设指导思想在不断聚焦，

生态环境保护越发受到重视。

（二）思想精华

“两山”理论是习近平 2005

年考察浙江省安吉县余村后提出

的。2006 年，习近平在浙江生态

文明建设实践基础上又提出“两

山”关系认识发展的三个阶段 ：

“第一个阶段是用绿水青山去换

金山银山⋯⋯第二个阶段是既要

金山银山，但是也要保住绿水青

山⋯⋯第三个阶段是认识到绿水

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

山。”在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

明建设系列讲话精神的基础上，

笔者将“两山”理论内容概括为

以下四个方面 ：

首先，建设美丽中国是“两

山”理论的价值取向。中国共产

党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

国”。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关键时期，美丽中国不仅是人

民群众心中的美好向往，亦是检

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

设成效的试金石。

其次，立足整体、从大局出

发是“两山”理论的实现原则。

习近平在云南考察工作时指出 ：

“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

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

合账”。从战略高度出发践行“两

山”理论，即在本位利益与整体

利益发生冲突时，要以整体利益

为重 ；在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发

生冲突时，要以长期利益为先。

再次，建设“五位一体”发

展总体布局是“两山”理论的实

现核心。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曾

指出 ：“我们要把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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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

设不是孤立发展的，只有将生态

文明建设理念渗透融入到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

建设之中才能真正守住绿水青山。

最后，多方协同经营生态系

统是“两山”理论的实现路径。

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

“ 构 建 政 府为主 导、 企 业 为主

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

环境治理体系”。美丽中国靠一

人之力难以建成，生态系统的经

营亦需要政府、企业、个人多方

参与，协同努力。    

二、习近平“两山”理

论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两山”理论经过阶

段发展愈加成熟，是指导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

遵循。同时，“两山”理论本身对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

建设发展也有重要价值。

（一）助力循环经济建设

“两山”理论是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思想，但对经济发展理

念的创新与践行有着不可小觑的

指导意义。

相比于高污染、高消耗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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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经济增长模式，循环经济代表

着新事物的发展方向，更具有生

机活力。循环经济思想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学

术界在研究过程中先后从资源综

合利用、环境保护、技术范式、

经济形态和增长方式等不同角度

对其阐释界定。

循环经济以资源节约和循环

利用为特征，强调把 经济活动

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

资源”的反馈式流程。这与新时

期生态文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

境友好型社会的内核相一致，与

“两山”理论中既要绿水青山，

又要金山银山的思想内核相吻合。

运用“两山”理论助力循环

经济发展是历史前进的必然方向

与选择。首先，“两山”理论的

践行有利于缓解人地矛盾。“宁

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当

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发生矛盾冲

突时，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把

绿水青山放在首位有利于推动产

能结构优化升级，合理开发绿水

青山缓解人地矛盾。其次，“两

山”理论有利于推动资源可持续

利用。循环经济亦称“资源循环

型经济”，资源可持续利用是保

住绿水青山的前提，保住绿水青

山就是保住了生态资源，保住了

生态资源就是保住了金山银山。

（二）推动绿色 GDP 政绩

观形成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生态

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布

局。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被提

到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受到了前

所未有的重视。另一方面，相比

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发

展晚、起步低。抓住矛盾的主要

方面，补齐生态文明建设的短板

有利于更好地推动“五位一体”

总布局全面发展，有利于更好更

快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抓住新时期“五位一体”总

布局发展的主要方面，转变领导

干部的唯 GDP 政绩观有利于将

生态文明建 设落到实处，杜绝

空喊环保口号，无视生态破坏，

狠抓经济增长的现象。习近平在

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

习时指出 ：“我们一定要彻底转

变观念，就是再也不能以国内生

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一定

要把生态环境放在经济社会发

展评价体系的突出位置”。在这

一思想指导下，各地政府政绩考

核有了新的科学依据。例如，江

西武宁县“把节能减排、空气环

境质量、城市环境治理、森林覆

盖率和群众满意度等 25 项指标

纳入干部政绩和目标考评内容，

以科学考核舞动绿色指挥棒”。

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在丽水市

考察时明确提出“不考核丽水的

GDP 和工业发展指标，重点考核

各项生态指标、老百姓生活幸福

指数和社会稳定指标”。“两山”

理论的推进转变了各级领导干部

唯 经济论、唯 GDP 论思想，把

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放

到突出战略地位。

（三）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文化理念   

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存在，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调人们在追

求金山银山的同时，合理开发利

用绿水青山，认识到人与绿水青

山，人与自然唇齿相依的紧密联

系。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推进

生态省建设，既是经济增长方式

的转变，更是思想观念的一场深

刻变革”。

人与自然的联 系是 直接联

系，必然联系。开展生态文明教

育，灌输生态文明理念为更好地

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创造有利

条件，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有利

于全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提高

全社会环境保护意识、普及生态

知识、弘扬生态道德。

从先前人与自然相对立的观

念中走出来，用世界是相互联系

的统一整体看待人与自然，认识

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和谐”

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

然和 谐。 而人与自然和 谐是 基

本的物质条件，只有尊重并践行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不涸

泽而渔、不焚林而猎”等理念，

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建设落到实处。只有人与自然

和谐共处的理念深入人心，社会

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才是真

正的大势所趋。

（四）加强社会纽带，创新

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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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由部分组成，关键部分

对整体有决定性作用。十八大以

来，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新的战

略高度，环境污染治理是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一直是社

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突

破环境污染治理、生态保护等问

题有利于实现社会创新治理。

改革开放 进 入 攻 坚区、 深

水区，各种社会矛盾逐步显露，

加强对社会潜在风险源的研判有

助于对症下药，规避社会风险。

之所以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一方面，绿水青山是不可复

制的、难以再生的，绿水青山是

重要的生态资源，惠及民生，关

系人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另

一方面，绿水青山是承载当地民

风民俗的物质载体，所谓“望得

见山，看的见水，记得住乡愁”，

如果山荒芜、水干涸，乡愁又在

哪里？没有了乡愁，又何谈风俗文

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绿水青山是生态资源，亦是

文化载体，更是加强社会关系连

接的纽带。创新社会治理不仅需

要体制创新、制度创新，更需要

理念创新、文化创新。绿水青山

是眼下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之一，践行“两

山”理论，保护绿水青山就是保

障民生，就是维护社会稳定发

展，就是在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

会矛盾，实现社会创新治理。

“两山”理论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

容， 其 本身同时具 有经济、 政

治、文化、社会等价值。因此，

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的同时贯穿“两山”

理论，渗透“两山”理论精神，

有利于在重点突破生态文明建设

的过程中实现“五位一体”总布

局整体推进。

三、小结

“两山”理论作为新时期习

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智慧结

晶，是 21 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社会发展的产物，具有鲜明的

时代性。同时，“两山”理论本身

来源于实践，应用于实践，并在

实践中完善与发展，是经得起实

践检验的科学理论。此外，“两

山”理论提出的目的是为了改善

人民的生活环境，提高人民的生

活质量，在实践中依靠人民群众

践行。因此，“两山”理论是围

绕人民群众，以人民为主体的具

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科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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