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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8/2021_2022__E5_8D_81_

E4_B8_83_E5_A4_A7_E8_c26_488642.htm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

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出将

“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

的新要求之一，并明确提出“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

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

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 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建设生态文

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

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

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

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这充分体现了生态

文明对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然而，对于什么是生

态文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又意味着什么，多年来理论学术

界谈之甚少。而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于去年9月在《学习

时报》上发表的《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无疑是对生态文明

内涵的一次有益探索，在促进我国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具

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近日有幸在有关报刊上读到这篇文章

的全文，受益匪浅。我们从文中可以认识到，生态文明并不

仅仅只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实践。我们需要进行全新的社

会主义实践，即从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过渡到生态

文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作为对农业文明和工业文

明的超越，代表了一种更为高级的人类文明形态；社会主义

思想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代表了一种美好的社会和谐理

想。而我国将建设生态文明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并首次把“生态文明”这个概念写入党代会的政治报告，批

判反思了人与自然关系中环境污染的代价，强调要建立人与

自然的和谐相处关系。这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重要思想的飞跃，充分说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必须建立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是践

行科学发展观的要义，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是建设和谐

社会的基础和保障。 生态文明的理想，第一次与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重大实践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也成为我们今后

奋斗的目标。 社会主义为生态文明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解放与

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与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与

资本主义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仅仅体现在生产

力的发展上，更加体现在公平公正、共同富裕、道德文化、

可持续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等方面。从这个角度

讲，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此它们能够

互为基础、互为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生态和谐观，

为实现生态文明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与思想源泉。生态伦

理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之一，中华文明的基本精

神与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基本一致，这使我们有可能反思并

超越自文艺复兴以来就主导人类的“物化文明”，成为生态

文明最积极的响应者。 所以，我们有条件、也必须尽快推动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实践。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提出了

科学发展观、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和谐

社会的理念，正是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一种积极呼应。科

学发展观绝不仅仅是单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践行科学发

展观的要义之一是推进建设生态文明。正如潘岳所说，没有



生态文明，一切文明就没有了享受的前提。生态文明体现的

正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文化内涵。 事实上，我国已有一些地

方率先走在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道路上。近日，经济

并不发达的青海省作出一项重要决策：对三江源当地政府不

再考核GDP；只要生态好，就算有政绩！是保护长远生态环

境，还是追求眼前发展速度，青海省果断选择了前者。

自2005年开始，青海省确定，三江源地区的发展思路以保护

生态为主，并决定地处三江源核心区的果洛、玉树两州不再

考核GDP，取而代之是对其生态保护建设及社会事业发展方

面的具体指标进行考核。对三江源自然保护区而言，封育多

少草场、减少多少牲畜、种植多少树木是三江源生态保护工

程的具体考核标准。与青海省一样，全国已经有许多地方开

始逐步改变自然资源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和环境可以无

限容纳污染的旧观念，摒弃长期以来国民经济增长不计资源

消耗和环境成本的做法，摒弃把GDP作为发展的唯一指标的

做法，用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生活等各个方面的指标

来衡量社会的发展，从而把资源节约、环境治理、生态保护

、人口数量的控制与素质的提高都包括在发展概念之中，以

实现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这一发生在各级党政

领导身上的思想巨变无疑将为生态文明理想的实现提供重要

的思想保障。 21世纪将是一个生态文明的世纪。随着经济的

发展，人们将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以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

来换取一时经济繁荣的做法日益不可取。正是这种清醒，推

动着人类文明进行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人们把追求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研究和实践活动推上当今社会发展主旋律的位置

，进而成为全球性的时代潮流。它预示着人类即将进入一个



崭新的文明时代，即生态文明建设时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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