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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加快推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其在当前的实践任务是要坚持推进产业结

构调整、优化能源结构、建设绿色交通、全面节约资源以及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生产方式。这一发展

方式不仅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态路径,还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目标的关键所

在,更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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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elerating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mode has a profound theoretical basis. 

The current practical task is to persist in promoting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optimizing energy structure, 

developing green transportation, comprehensively conserving resources, and practicing a green and low-carbon 

way of life and production. This development mode is not only the ecological path of implementing the 

development ideology centered on the people but also a key factor in achieving the modernization goal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It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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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

基本条件,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发展”,[1]这是构建

生态文明体系的战略目标。要实现这一宏伟的战略意图,必须加

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这就要求我们对其理论基础进行说

明、实践任务进行分析、价值意蕴进行阐释。 

1 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理论基础 

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表现在人对自然的依赖性,自然界是

人类获取一切生存资料的来源。在依赖自然的同时人也有改造

自然的能力,人对自然的改造应当在自然能承受的范围内进行,

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1.1人对自然的依赖性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自然科学迅速发展

的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自然科学的成就对这一问题提

出不同于前人的认识。首先,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发展

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的诞生并不是神学之说而是自然演变的

产物,人类是在自然界的无数物种中进化而来的,是自然界长期

发展的产物。恩格斯也曾说过,人是在自然界中和自然界一起发

展起来的。因此,人类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自然

的一部分。其次,人要靠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资料而生存。人类为

了生存必须从自然界获取食物、水、空气等各种物质资源,大自

然作为这些物质资源的根本来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没有

这些物质资源也就没有人类的存在。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

型就是要转变通过牺牲自然环境来发展经济的模式,实现发展

经济和保护自然协同推进。 

1.2人对自然的能动性 

人依赖自然并受自然的约束,但人对自然的依赖并不是消

极被动的而是积极主动的,人可以自主地改造自然。首先,人类

具有目的性和意识性。人类对自然界不像动物一样只能被动的

适应,“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

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

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2]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各种需要对自然进行改造以实现自身的发

展。其次,人对自然的能动性通过劳动来表现,这也是人与动物

区别的根本标志,“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

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

程。”[3]人只有通过劳动才能获取维持自身的物质资料并将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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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加快推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是人利用能

动性对自然采取的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即按照自然本身的规律

和特点进行有计划的获取自然资源并进行适当的人为修复和恢

复自然生态系统以实现人和自然的长久发展的新发展模式。 

1.3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与自然是一个辩证统一体。一方面,作为直接的自然存在

物,人也受自然的约束。人在自然界获取物质资源要遵循自然自

身的规律而合理地进行物质变换。如果违背自然规律过度改造

自然将会遭受自然的报复和惩罚。另一方面,人也可以发挥自己

的能动性改造自然。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符合自然规律的

前提下对自然进行改造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快推进发展

方式绿色转型就是本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

可持续发展理念,从生产、生活等各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发展战略

转变,以达到人能够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对自然进行合目

的性的改造。 

2 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实践任务 

加快推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

要手段,绿色转型的任务不仅是要进行产业、能源、交通等方面

的结构优化升级,还需要实施全面的节约战略,更要推动循环经

济发展,加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不断完善,倡导绿色消费,从而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2.1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

优化 

产业结构优化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增加绿色产业比重来替代

高耗能产业的过程。产业优化升级强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

辩证关系,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有一个过程,传统产业所占比重

依然较高,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尚未成长为经济增长的

主导力量。”[4]在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交汇期,需要推动绿色低

碳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快工业领域的低碳数字化转型。 

在能源结构优化调整上,我们需要将传统高耗能高污染的

煤、石油等转向风、光、水、核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资源的利

用,推动能源产业的绿色低碳化,实现绿色发展方式的转型。目

前我国“能源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重点区域、重点行业污

染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任务艰巨,资源

环境对发展的压力越来越大。”[5]实现发展方式绿色转型要控制

化石能源、煤炭消费,促进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积极推行光、

硅、氢等可再生能源,并加快发展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有序

推进能源开发和生态保护协同发展。 

交通运输结构的优化调整要求我们将传统高耗能、高污染

的交通工具转向绿色低碳的发展模式。作为经济发展的引领者,

交通运输行业是推动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领域,也是实现低碳

目标的排头兵。党的十八大以来,交通运输行业虽然已经取得了

一定的绿色发展成果,但整体上仍然存在高排放、高污染、高耗

能的现状。因此,在“双碳”战略指导下,我们需要推动数字化、

智能化、节能化、绿色化的发展,走节能减排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以推动绿色交通体系的形成。 

2.2实施全面节约战略,推进各类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快

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 

全面节约战略是建设节约型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途

径之一。实现全面节约资源需要节约自然资源,合理开发资源,

提高各方面资源利用效率,特别是对土地、水和粮食资源的合理

利用。政府应倡导人们在国家法律法规的规范下使用土地,避免

浪费。同时,需要提高民众节约用水意识,科学收集和处理自然

水资源,并严格处理污水排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

中贯彻节约各类资源的理念,形成反对奢侈浪费、厉行节约的新

风尚。 

2.3完善绿色低碳政策体系,发展绿色低碳产业 

优化绿色低碳政策体系需要加强能源消耗的双重控制制度,

并完善“双碳”标准体系。同时,针对绿色低碳产业,应在健全

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财税、价格、投资和金融政策。

应加强对低碳产业设备和消费品等的税收优惠政策,丰富绿色

税种,构建以绿色环保税种为主体的税收体系。此外,还应扩大

绿色金融市场,鼓励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发行,倡导进行绿色股

权投资,构建合理标准的碳排放计算体系。 

2.4倡导绿色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

方式 

绿色消费即适当消费、可持续消费。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

生产和生活方式需要从每个人自身做起。首先,我们应该摒弃炫

耀性和符号化的消费主义,倡导合理消费,根据自身真实的需求

并理性消费,以提升幸福感。其次,我们应该摒弃在消费中浪费

资源的观念和行为,倡导可持续消费。在消费过程中应该考虑资

源的消耗和不可再生的情况。绿色生产方式的转型不仅可以促

进绿色消费的生活方式,还可以引导消费者更加理性地选择产

品和服务,从而对生产结构进行反向调节。绿色生产、生活相互

作用、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一个广义的绿色生活系统。 

3 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价值指向 

加快推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具有深厚的人文情怀。以生态

路径贯彻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体现其人民价值；推动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目标体现其社会价值；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提供重要保障体现其世界价值。 

3.1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态路径 

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其成功离不开人民

的智慧和力量。首先,绿色转型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加快推进发

展方式绿色转型的本质是对传统的粗放式、高污染、高排放的

发展方式进行全面、彻底的转型,以解决人民反映强烈的环境污

染问题,从而构建生态宜居的生活环境。其次,加快推进绿色发

展方式的转型,需要充分发挥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历史唯物主义

原理表明人民是推动社会发展变革的主体动力。建立可持续的

发展模式需要让人民参与其中,以此来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需

求和消费优质资源的愿望,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未来。最后,加快

推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国家领导人指

出：“良好的生态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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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因此,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以生态路径贯彻了以人民为中心发

展思想,体现了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本质特征。 

3.2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目标的关键所在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

键所在。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从生

产方式看,绿色转型促进低碳产业的发展,通过绿色科技的突破

和创新实现绿色生产和节能生产,改善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模

式。从生活方式看,绿色转型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树立

绿色消费理念、践行绿色出行、加强绿色家庭建设。因此,发展

方式在各领域各方面的绿色转型是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

化的关键所在。 

3.3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保障 

当今世界的全球化不仅是经济全球化也是生态全球化,在

这样的全球化体系中,世界各国越来越成为命运与共的共同体。

目前全球面临的生态危机成为威胁人类社会长久持续发展的严

重挑战之一,这种危机正在影响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因为

各国共享地球这一资源,一个国家的生态问题也会对其他国家

产生影响,因此只有通过团结互助、共同合作才能解决这些生态

问题。国家领导人指出：世界各国“必须同舟共济、共同努力,

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理念的生态体系,推动全球生态环境治

理,建设清洁美丽世界。”[6]国家领导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

提“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内在地蕴含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

宏伟目标中。只有世界各国携手努力,坚持发展方式绿色转型面

向全球,才能实现绿色世界、绿色地球,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重要保障。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

进程中,我们需要深刻认识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理论基础,

在理论指导下更好地推进实践任务并充分理解其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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