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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习近平“两山”理念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历史参照，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为理论基石，以历届中

国共产党人的生态实践为实践基础，具有独特的思想渊源与历史根基。其理论贡献是肯定了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

生存发展的必要前提，彰显了我国要追求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历程与一般

规律，体现了坚持科学执政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立足于新阶段新要求，贯彻落实“两山”理念，必须树立绿

色发展理念、建立绿色生产方式、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及推进生态制度保障，形成推动“两山”理念有效落实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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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deological roots，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and realistic enlightenment
of Xi Jinping's "Two Mountains" theory

SHANG Chunlei，ＲEN Zebao，WEI Hao
( School of Marxism，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 110036，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s " Two Mountains" theory，which refers to the idea that "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has unique ideological roots and historical foundation． It takes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s historical reference，and the Marx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a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and the ecological practice of previous Chinese Communists as a practical
basis． It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lies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affirming that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s a
necessary prerequisite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demonstrating a win-win pursui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reflecting the basic process and general laws of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oncept of adhering to scientific governance and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stag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green
development concept，green production and ways of life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 Two Mountains"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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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浙

江余村考察，首次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科学论断，简称为“两山”理念。党的十八大以

来，“两山”理念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是习近平针

对‘中国经济新常态’提出的战略性指导，也是马克

思主义 发 展 观 在 新 常 态 下 创 新 发 展 的 理 论 新 成

果”［1］，成为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科

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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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山”理念的思想渊源

( 一) 历史参照: 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

生态思想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对生态文明有着大量的论

述。正是借鉴古人对物我两合、人文与自然两合的

实践探索所总结出的生态智慧，“两山”理念才有如

此深厚的历史底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

人类社会与天地万物之间要和谐统一，强调人类是

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是相互对立、相
互排斥的，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统一性。古人认为，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

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弗违，后天而奉天

时”［2］。这种思想充分体现了天地一体、万物同根

的情怀，其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万物应顺应自

然规律生长。儒家提倡对待大自然要怀有敬畏之心

和亲近之情，把“己欲立而立人”［3］“博施于民而能

济众”［3］的仁爱观点扩展至自然界，认为天地之性

和为贵，力求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来实现“天下

为公”［4］的理想。道家以“道”为宗，认为“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5］，天地万物和人都是

从“道”中产生的。老子认为“道法自然”，将“无

为”视作最高原则，主张“无为而无以为”［6］。也就

是说，人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可以对自然进行

开发和索取，使人和自然都可以按照自身的需求去

发展。佛家讲求众生平等，认为万物都有自己生存

的权利，主张“破贪守戒”的思想，注重以慈悲之心

善待世间万物。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

想所表达的是古人对自然界的朴素情怀，所蕴含的

是古人对美好生态的向往，彰显出其跨时代的真理

性力量，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两山”理

念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有着深厚的中

国哲学的文化底蕴，为建设生态中国提供了深厚的

历史参照。
( 二) 理论基石: 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

思想

恩格斯指出，“人能够按照自己的目的利用自

然界，能够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同时强调必须正确

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7］，这为“两山”理念奠定了

坚实的理论基石。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

指导下，百年来不断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

的伟大胜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

的重要思想源泉与强大精神武器。
唯物史观认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

他们 的 环 境 中 并 且 和 这 个 环 境 一 起 发 展 起 来

的”［8］。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

述，内在地包含了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相统一的重

要思想，要求人类在进行实践活动时正确认识人与

自然的关系，坚持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和符合自然

规律的发展，使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走向“共赢”，

从而更好地保护绿水青山。
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之间并不是征服与统

治的关系，而是“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

的和解”［9］。人类在自然中利用实践劳动获取满足

自身生存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每一

步都是存在于并属于自然的，都会涉及人与自然的

关系，而“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10］。人类

为了自身的利益，曾经肆无忌惮地改造和破坏自然，

使生态环境不断恶化。马克思“人与自然和解”的

思想，就是要求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合理地调节

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

控 制 之 下，而 不 让 它 作 为 盲 目 的 力 量 来 统 治

自己”［11］。
( 三) 实践基础: 承续了历届中国共产党人的生

态实践

生态文明建设事关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人民福

祉，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保护生态环境。在中国的

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坚持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于我国生态建设实践，用马

克思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指导和解决我国在不同

发展阶段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形成了比较完整

的思想体系。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

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我国出现的生态环境

问题进行多次调研，从实际出发，对治理生态环境制

定了相关指导性文件，提出了一系列科学、合理、有
效的应对措施。当时，淮河、黄河、长江洪涝灾害频

发，严重损害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毛泽东同志亲

自谋划，强调“一定要把淮河修好”［12］“要把黄河的

事情办好”［13］。兴修水利不仅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动

力，而且对防治洪涝灾害起到了显著的作用。面对

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且环境压力大的实际问

题，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美化全中国”［14］的口号，“发

出绿化祖国的伟大号召”［15］。不仅如此，毛泽东同志

还提倡增产节约、综合利用，反对铺张浪费，充分展现

了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宏伟构想。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绿化祖国，

造福万代”［16］的口号，开展了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活

动并拉开建设三北防护林工程的序幕，号召全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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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群众植树活动，推动了绿化祖国的绿色革命。党

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同志坚持“在现代

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

略”［17］，提出“退耕还林( 草) 、封山绿化”［18］ 的战

略，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再造秀美山川”［19］。党的

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提出了统筹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注重为人民群众提供干净、舒

适、美丽的生活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20］确立为国家

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形成了顺应时代要求、体现中

国国情的绿色发展思想，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

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为“两山”理念的产生奠定

了理论基础。

二、“两山”理念的理论贡献

( 一) 本体论: 肯定了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

的必要前提

本体论探究世界的本原及世间万物的本质特

征，从本体论的角度深层次地理解和把握“两山”理

念的本质特征，在“两山”理念中解读自然环境是人

类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恩格斯指出，人类和地

球上的其他生命都是大自然不断演进的结果，人类

存在于大自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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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59，人与

自然界之间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早在古希腊时

期，西方哲学家在追溯世界的本原时就发现人与自

然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达尔文的进化论、费
尔巴哈的“人依于自然界而存在”［22］、马克思的“人

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23］，都指出人本身就是自然

界的一部分，没有自然界及自然界提供的物质资源，

人类及社会上的其他生命将无法生存。
人类的生存发展离不开自然界提供的物质生活

资料，“绿水青山”就是指自然界的各种物质资源，

包括土地、森林、矿产资源、空气和水，这些资源满足

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维持着生命系统的正常运转。
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

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4］。人与自然处在物质交换

的关系中，自然界给人类带来源源不断的资源，人类

又将生产中产生的废弃物归还自然界，对自然环境的

承载力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恩格斯曾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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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58“两

山”理念也告诫人们: 人在从事社会生产活动时应

该注重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避免因

过度开采、环境污染对自然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 二) 价值论: 彰显了我国要追求经济发展与生

态保护的双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效，

人民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求得到了极大满足，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但是，雾霾天气频发、土地荒漠化、
水污染严重等问题不断出现，对人们的生命健康造

成了极大的威胁。“两山”理念中“绿水青山”指的

是生态环境，“金山银山”指的是经济发展。生态保

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一直以来受到我们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如何解决好二者之间的矛盾

关系人类未来的长远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5］361，指明了生态保护和经

济发展是齐头并进的工作，生态环境改善刻不容缓，

经济发展也需要取得进一步的成效。“两山”理念

表明自然环境本身就能够带来经济价值，自然环境

本身就是生产力，即自然界是人类生活资料和劳动

资料的来源，自然界经过人类的加工改造成为满足

人类生产生活的生产力。
“两山”理念是对传统生产力观念的突破。习

近平总书记在自然界经过人类的改造成为生产力这

一观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

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决不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26］“两

山”理念指明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对人类的

生存和发展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自然环境

具有的经济价值对社会财富的创造作用，激励人们

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环

境保护的双赢。
( 三) 认识论: 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

历程与一般规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

阶段。1978 年至 1995 年，我国经济发展处于起步

阶段。这一阶段人们只注重经济发展，采取了牺牲

生态环境来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的方式，导致生态环

境遭到严重破坏，空气、水、土壤均不同程度地受到

污染。1996 年—1999 年，我国经济发展承受巨大压

力。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

响; 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对我们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敲响警钟。进入 21 世纪，我国经济飞速发展，

逐渐跻身世界前列。在此阶段，党和国家领导人认识

到了环境的重要性。2003 年，胡锦涛同志提出了科学

发展观，主张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上实现全面

发展。在党中央的带领下，人们逐渐转变对环境保护

的态度，树立起科学的生态保护观。党的十八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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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高度谋划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生态文明建设取

得明显成效。在此阶段，人们逐渐意识到生态环境保

护并不会影响经济发展的进程，生态环境也会带来一

定的经济效益，充分认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山”理念逐渐深入人

心，人们开始转变发展思路，积极发展以生态为核心

的各项产业，生态旅游、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等蓬勃发

展，逐渐形成生态与经济发展融为一体的格局。
( 四) 实践论: 体现了坚持科学执政和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理念体现了新时代党

领导人民追求良好的生态环境、获取更多生态文明

成果的决心和信心，也体现了我们党遵循客观规律、
坚持科学执政的发展理念。党团结带领人民走在时

代发展的前列，致力于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科学执

政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两

山”理念对党的科学执政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要

求党在执政过程中必须遵循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

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才能体现党的发展理念，实现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理念“具有鲜明的人民

性的理论品格”［27］，以人民的长远发展为最终目标，

旨在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党

和国家都着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目前较突出

的环境问题，将生态环境建设与民生建设有机结合，

建设更加适宜生存的美好家园，让广大人民群众切

实感受天蓝水清的良好生态环境。

三、“两山”理念的现实启示

( 一) 树立绿色发展理念

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是践行“两山”理念和解决

生态环境问题的基本前提。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引

导树立绿色发展的理念，必须通过宣传和教育让广

大人民群众认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和价值，使全

社会共同认识到“人与自然共生共存，伤害自然最

终将伤及人类”［28］。空气、水、土壤、蓝天等自然资

源用之不觉、失之难续。我们应该在思想上树立

“两山”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路。一方面，人们应

认识到自然资源并不是无穷尽的，要像对待生命一

样对待生态环境，重视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为

守护好“绿水青山”和推进绿色发展奠定观念基础。
另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应树立绿色消费理念，抑制

不合理的消费需求，通过发挥需求对供给的作用促

使供给侧加快转型，引导绿色生产，推广绿色产品。
( 二) 建立绿色生产方式

建立绿色生产方式是践行“两山”理念和解决

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

调，绿色生产方式“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

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29］。实

践充分证明，我们坚决不能按照“先污染后治理”的

老路来实现经济发展，而应当根据经济形势、资源环

境条件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一是调整产业结构，不再走资源消耗、粗放扩张

的传统发展模式，逐步淘汰落后产能，把经济增长点

放到依靠创新上来，形成生产方式绿色化产业链。
二是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形成

低耗能、低排放、低污染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实现

经济结构绿色化转型和重点行业绿色化发展，实现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者的有机统一。三

是推动绿色生产技术不断创新，整合现有绿色技术

创新要素，建设现代化绿色生产体系，建立健全绿色

科技研发体系，推动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让绿色

科技成为实现生产方式绿色化的持久的推动力。
( 三) 倡导绿色生活方式

倡导绿色生活方式是践行“两山”理念和解决

生态环境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生态文明建设是一

项需要长期坚持的任务。要完成好这项任务，就要

从转变生活方式开始。一是让生活方式绿色化理念

深入人心，引导公众绿色生活，使其认识到保护环境

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以此为根本点和立足点从事社

会活动。二是倡导绿色环保的消费方式，树立合理

的消费观念。努力做到在生态环境的可承载范围内

进行适当消费，倡导绿色生态产品、绿色出行方式，

注重资源、能源的合理利用，努力实现可持续消费。
同时，注意物质消费和智力消费并重，摒弃低俗消费

和过分注重物质消费的观念。三是加大生态文明理

念宣传力度，广泛宣传典型人物、典型经验，“增强

全民环境保护意识，推动形成绿色健康的生活模

式”［30］，提高公众环境意识、节约意识和生态意识，

培育“生态新人”和“绿色民众”，形成“绿色合力”。
( 四) 强化生态制度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

法治保护生态环境”［25］363。一是要充分运用法律法

规保障生态保护制度的有效实施。为了有效践行

“两山”理念、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审议通过了一系列关于生态治

理的规章制度，“不断健全制度框架，筑牢根本制

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31］。二是大力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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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以“两山”理念为统领，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紧扣“保护”“激励”与“补

偿”三个关键词，从新时代新阶段顶层设计着手谋

划和部署，搭建起完备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四

梁八柱”，创新生态环保投入机制，设立专项生态补

偿资金，对于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地区，坚持“补

偿”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综合考虑当地的自然

资源情况给予相应的“补偿”或“惩处”，让生态能够

较快恢复。三是建立生态考核评价体系。“刑赏之

本，在乎劝善而惩恶。”［32］对领导干部的生态考核评

价体系必须科学合理，考核问责必须动真章、见真

效、严追责、重惩处，以儆效尤。为了保证生态文明

建设制度落到实处，中央还建立了环保督察制度，

“在环保督察深入实施的背景下，生态环境保护的

督察约谈与行政约谈共同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

态环境保护约谈制度”［33］。环保问责风暴在各地迅

速掀起，有力地推动了“两山”理念在生态建设中得到

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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