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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数据时代生态智慧城市治理呈现出四维进路向前延展。在生态意识发展维度进路上，是生态道德意识，生态自觉意

识，可持续发展意识；在生态思想创新维度进路上，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创新，绿色发展思想创新，生态文明思想创新；在

生态智慧价值维度进路上，是防范生态智慧风险价值，规范生态智慧行为价值，形成生态智慧哲学价值；在生态实践落实维度

进路上，是推进生态智慧空间正义发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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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Four-dimensional Approach to Ecological
Smart City Governance in the Era of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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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era of big data，ecological and smart city governance is looming ahead and showing a four-dimensional
approach. On the development dimension of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it is the consciousness of ecological morality，eco⁃
logical consciousnes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n the path of ecological thinking innovation，it is the innovation of
thinking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innovation of thinking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thinking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On the value dimension of ecological wisdom，it is to guard against the risk value of
ecological wisdom，standardize the behavior value of ecological wisdom，and form the philosophical value of ecological
wisdom. In implementing ecological practices，we will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wisdom in a just space. We
will follow the principle that " green mountains and lucid waters are indeed mountains of gold and silver " and build a
community of human and natura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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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大数据时代特征及生态智慧城市

大数据是以大容量（volume）、多样性（variety）、

速度快（velocity）、价值性（value）为特点，以科学技

术为依托，汲取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

法，在深入探索和挖掘互联网海量信息价值的过程

中所形成的概念。大数据时代数据容量、体量大；

数据类型纷繁复杂多样；数据传播速度快且更新

快；数据价值多元且低密度。同时，大数据时代还

面临着数据泄露风险：如数字身份、数字伦理、个人

隐私等。为此，发挥大数据助力生态智慧城市治理

的长处，要求紧抓大数据优势点，避免其各种风险

点，构建新型生态智慧城市治理新形态。

生态智慧城市指以生态思想为指导，生态意识

为发展，生态文明为方向，生态价值为目标，以大数

据为支撑，以信息化、智能化、智慧化为发展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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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兼具生态文明思想和智慧城市治理二元结构

为宗旨的新型城市治理的有机统一体。一方面，二

者有紧密联系，生态智慧城市是生态城市和智慧

城市“双重基因”的有机结合体。既具有生态城市

的生态绿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又具

有大数据、智能化和智慧化的科技时代特征，二者

实现了生态智慧城市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另一

方面，二者又有区别，生态城市或智慧城市，在发展

维度和内容上仅是生态或智慧的一维方向或内容，

而生态智慧城市是生态和智慧的有机结合，形成了

生态和智慧二维发展维度和内容。为此，生态智慧

城市治理，不仅要让城市更智慧，也要让城市更生

态、让人民生活更美好。从逻辑结构上看如图 1
所示。

生态智慧城市治理在生态四维进路上，为我们

开辟新型生态智慧城市治理的逻辑路径。即：生态

意识发展维度、生态思想创新维度、生态智慧价值

维度、生态实践落实维度的四维进路。从逻辑上

看，是从实践到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过程，

再从新高度并入实践的逻辑理路。

二、生态意识发展维度进路

生态意识发展维度进路，彰显了生态意识萌

芽、进步、发展、成熟的逻辑进路。它回答了“生态

意识发展的逻辑进路”问题。生态意识是伴随着人

类社会产生渐进出现的。从唯物史观角度看，生态

意识是人对生态环境的审视，而形成的人与自然之

间正义的价值观的过程。但在本质上，是人类自我

思考和反省与自然之间的存在合理性、正义性、共

生性问题的发展过程。王洪新［1］指出，“生态意识是

伦理价值的一种，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中，具有鲜

明的哲学意蕴，人与自然具有统一性”。从生态意

图1 生态智慧城市治理四维进路逻辑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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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发展的规律性看，生态意识发展符合生态文明演

进的内生逻辑。王帆宇［2］指出，“生态文明是生态规

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融合，体现出生态为本和

公平正义之诉求，具有环境、意识、制度三个要素”。

生态文明的发展内含着生态意识、生态环境、生态

制度、生态道路、生态理论等诸多方面，这其中生态

意识是首要环节，为其他环节的产生开辟了路径。

生态意识产生发展，首先是人类思考人与自然之间

价值观、正义性的结果；同时，也具有哲学意蕴和价

值观诉求；最后生态意识发展也符合生态律和人类

社会发展律的延伸逻辑。生态智慧城市治理，在生

态意识发展维度上看，沿着生态道德、生态自觉、可

持续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逻辑进路向前自

然延伸和发展。

（一）生态道德意识

2020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杭州的讲话，更加

增强了人们对于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支撑

下的智慧城市治理方向的信心。而智慧城市治理

不应该是被动治理，变被动治理为主动治理的可行

方案是培育良好的生态道德，唤醒人们的生态道德

意识，以便通过人民群众的强大的生态道德意识，

为生态智慧城市治理提供正向新动能。冯淑慧［3］指
出，“生态道德包括生态道德意识、生态道德原则和

生态道德行为，生态道德意识是人们内心深处的生

态觉悟和道德观念的集中表达，是生态道德的主要

内容之一，也是生态道德规范的初级形态及其发展

的最终目的”。首先，提高生态道德觉悟。生态道

德觉悟是生态道德意识的萌芽阶段。大数据时代

带来的一系列相关问题，也引发了人们对自身发展

和城市治理关系问题的思考。在主观能动性的驱

动下，人们必在主观上不断提升思想觉悟、规范行

为，以达到缓和甚至消解人与自然或者城市治理之

间矛盾的目的。在这种自身的规范过程中，人们的

生态道德觉悟得到普遍提高，这为生态道德观念做

了思想启蒙。其次，树立生态道德观念。在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中“对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全面

部署”。这为生态智慧城市治理提供了纲领性的指

导，一方面要求要推进生态智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另一方面，要求树立生态道德观念，

这种生态道德观念能为消解当前智慧城市治理过

程中的道德困境，提供具有时代要求的新动能。人

们生态道德观念的树立，将在更深层次上将人的发

展和生态智慧城市治理有机统一，为生态智慧城市

治理助力。最后，形成生态道德意识。生态意识本

质上是生态道德规范的基本形式。生态道德的初

级形态就是生态意识，即人们在与环境互动的过程

中，所形成的态度、认识、情感、和价值观。当社会

普遍具有这种生态意识的时候，它会发展上升为全

社会的生态道德规范［4］。陶火生［5］指出，“生态道德

是社会公德范畴的一部分，是人们处理人与自然关

系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全社会形成的生态道

德意识表明人们形成了较为统一的生态价值观，这

为生态智慧城市治理拓展奠定理论基石，让生态智

慧城市治理有理可依。

（二）生态自觉意识

首先，从生态自觉意识逻辑理路上看，应该呈

现出：敬畏自然的生态自觉意识—顺应自然的生态

自觉意识—征服自然的生态自觉意识—尊重自然

的生态自觉意识的渐次转换。从马克思主义哲学

上看，这种生自觉意识的渐次转换，正确隐含着肯

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规律。这个过程是

生态自觉意识扬弃、创新、联系、发展的过程。刘国

章［6］指出，“否定之否定是从事物和环境的关系出

发，既包括某事物本身的纵向发展进程，还包括自

身内部的组织涌现、层次转化、结构耗散、整体优

化、要素间差异协同来解释自身发展，在横向和纵

向维度上展现否定之否定的系统属性”。生态自觉

意识的高级形态应该是尊重自然，达到高度化的生

态自觉。其次，从生态自觉的内涵上看，就是反思

生态问题，正确把握生态与人类关系，从而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这种自觉的程度如何，关系到对生态

的认识深度，影响到生态文明的效果［7］。生态智慧

城市治理，是属于生态文明范畴的一个分支。因

此，形成高度生态自觉是更好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

要求，也是推进生态智慧城市治理的本质要求。冯

之浚［8］指出，“发展新时代生态文明，需弘扬天人和

谐思想，建立科学生态观，提高人类生态自觉”。我

国生态环境、资源能源状况不容乐观，这既涉及体

制机制方面的原因，更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有关。

最后，从生态自觉意识归宿上看，要迎接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新时代，必须探索中国特色发展生态文明

之路，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这一

经济发展范式，注重继承和弘扬我国天人和谐思想

的理念，整合各类生态观，建立新的科学生态观，以

提高人类的生态自觉。我国的城市发展，已经经历

过生态自发和生态失落两个阶段。生态失落只关

心经济指标，忽视生态。这种错误理论和思想指导

下的城市化建设，只重经济忽视生态、只重智慧忽

视生态的后果，只能是经济和智慧得到“发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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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生态上的黑洞。最终，给城市化建设带来严重

危害和负担。近年，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面

临着智慧建设和生态建设的双重考验，我国生态智

慧城市治理既有自己的个性，也有世界城市治理的

共性。就生态化总体而言，呈现出生态自发—失落

—觉醒—自觉的逻辑发展阶段。

（三）可持续发展意识

一般来看，可持续发展是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

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

展，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普遍发展共识。1992年
里约会议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

程》明确了可持续发展意识。莉迪亚·梅热耶夫斯

卡［9］等从地域系统方法视角指出，“城市具有地域性

强、差异性大、结构复杂、关系众多等特点，因此，针

对城市特殊性的可持续发展十分必要”，重点强调

了区域城市内部系统的平衡关系构建。董德明［10］

等从可持续发展与生态学关系角度指出，“生态城

市本质上是可持续发展城市，注重经济高效、社会

开放，自然组织等”。本质上看，是在强调城市的发

展要走生态道路、可持续道路，统筹兼顾自然、社

会、经济、生态等多维角度，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

展。可持续发展意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之路的必然要求。从可持续发展意识的衍

生逻辑看，可持续发展意识是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

人关于发展的理论创新成果，可持续发展意识历来

被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从发展逻辑线索看，从毛

泽东时代的征服自然、战天斗地，到邓小平时代的

尊重自然、实现可持续，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

中强调，我国人口多、资源不足，现代化建设必须实

现可持续发展；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中强调必须坚

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当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二

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致辞中强调，可持

续发展是破解全球问题的“金钥匙”，做到“三个坚

持”，统筹经济、社会与环境，倡导绿色、低碳、可持

续发展之路，为世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促进世界共同繁荣。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都充

分肯定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分别从不同的角度

明晰可持发展的路径，提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可

持续发展意识，形成理论上深化创新、价值上肯定、

实践上践行的可持发展意识的认识发展理路。生

态城市可持续发展意识已成为大数据时代生态智

慧城市治理的可行路径。臧鑫宇［11］等提出“可持续

城市设计的概念、提出可持续城市发展应兼具生

态、绿色的特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文化、空间形态、

管控治理等维度进行可持续城市设计”。倪深海［12］

等指出“可持续城市发展需坚持生态原则，城市生

态化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张坤民［13］等
指出“监测是城市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提

出‘五模型’评价系统，进一步深化了对生态可持续

发展意识的认识”。可见，可持续发展意识在城市

建设中已成为共识，而兼具生态特质的生态城市可

持续发展是更高水平的城市发展。绿色、生态的特

征，本质上可以理解成生态可持续发展意识在可持

续城市发展中的具体运用。

三、生态思想创新维度进路

生态思想创新为生态智慧城市治理提供了坚

实可靠的思想保证。党的十九大指出，当前我国社

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主要矛盾解

决上看，生态智慧城市治理是不断满足人们美好生

活需要的必行之路；从发展要求上看，生态智慧城

市治理是推进生态智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过程；从生态思想创新发展层次上看，是

顺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生态思想逐步创新的过程。

生态思想创新渐次展现了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

想创新维度、绿色发展思想创新维度和生态文明思

想创新维度几个进路磅礴有序向前创新发展的。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创新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正义路

径，是生态思想创新的关键环节。根据马克思主义

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

会五种社会形态。社会形态的更替具有历史必然

性、具有先进性、进步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

果。人类在追求自由、发展经济的同时，取得了众

多成就。王永芹［14］等指出“自由是包括人与自然自

由的统一，人类的异化发展，造成人与自然关系平

衡性断裂进而报复人类”。这深刻启示人类，反思

行为、克服异化、理顺关系、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重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是正义之

路。综合来看，这场新冠疫情在大城市显得更为严

重。一方面，城市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果，

但另一方面，人们却忽视了城市的生态效应。没有

重视生态智慧城市的统一整体性意义。生态智慧

城市治理应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指引下，熔

铸生态和智慧的双重基因，促进人与自然更加和

谐，生态智慧城市治理迈上新台阶。2017年，党的

十九大明确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略，号

召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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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在很长一段时间，

人类自认为能够主宰一切，致使在和自然的关系上

走向了死胡同。城市治理单纯依靠大数据、技术进

步、经济效益，忽视了城市生态效应、城市与自然和

谐问题、数字风险问题、权利被侵犯等问题。造成

了城市治理的单向度畸形发展，未能正确兼顾城市

应与自然和谐融为一体的本质规律。曹孟勤［15］等
指出“人与自然关系应是平等关系的秩序，要求要

尊重自然、善待自然，实现共生共荣、形成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局面”。遵循人与自然谐共生思想，摆

正人们对于城市治理的正确视角，是推进生态智慧

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二）绿色发展思想创新

绿色发展思想顺应生态智慧城市治理的时代

之唤。我国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理念，绿色发展思想是兼具效率、协调、持续、循

环、和谐发展，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的问题。党的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绿色发展是建设生态文明的

重要手段。首先，绿色发展成了生态智慧城市治理

水平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可或缺动能。城市

建设好坏事关我国“美丽中国”建设的进程，绿色发

展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可行路径。其次，绿色发展

为生态智慧城市治理提供动能。确保生态智慧城

市治理的绿色方向，最终打上生态的烙印。陈亮［16］

等指出创新是绿色发展的第一动力。绿色发展本

身内含着创新的质的要求，而绿色发展下的创新完

美契合了生态智慧城市治理的发展要求。刘杨［17］

等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分析了我国城市群绿色发

展效率，时间上看总体呈现上升，但是空间分布上

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和均衡度呈现出负相关的关

系。可见，在顺应绿色发展思想下，城市治理或者

发展效率不断提升，彰显了绿色发展的积极效果。

但是从空间上看，城市群绿色发展或者城市的治理

存在着诸多的不平衡，但总体而言城市在绿色发展

驱动下整体呈现良好态势，也为生态智慧城市引入

了“活水”。最后，肖楠［18］基于绿色发展和人的自由

而全面发展角度指出，“绿色发展的宗旨为了推动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生态智慧城市治理，是为了

不断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也为人的自由而全

面发展助力，很好推进了生态智慧城市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

（三）生态文明思想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一系列

重要论断，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

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使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

地位更加明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

‘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19］。走生态

文明之路，是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我国全面建成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

生态思想创新维度上，形成了更高等级、更为系统、

更为全面的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为生态智慧城市治理提供了根本理论指引，是生态

智慧城市治理根本遵循，抓住生态智慧城市治理的

内在规律，确保生态智慧城市治理沿着正确的方向

向前延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生态智慧城市

治理的根本指针，是新时代生态智慧城市治理的最

强版顶层设计。生态智慧城市治理在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指引下，必然能让生态和智慧的合力大于

生态和智慧之和，即 1+1＞2的系统效果，生态智慧

城市治理能取得质和量的双重突破。

四、生态智慧价值维度进路

生态智慧价值维度即对生态智慧治理进行道

德评价和规范。旨在回答生态智慧城市建设的重

要性。生态智慧城市治理为城市治理提供新路径、

新方法、新动能。如何有效把这种路径、方法、动能

转换成生态智慧城市治理的现实生产力？其答案

是培育和践行生态智慧价值。在生态智慧价值维

度上不断深化发展。展开来说，就是在参考大数据

的大容量、多样性、快速度、价值性以及数据风险、

数字泄露、数字风险，和数字伦理等潜在风险点的

基础上，充分发挥生态智慧价值，让生态智慧价值

防在风险前即防范生态智慧风险价值维度；规在生

态智慧行为中即规范生态智慧行为价值维度；形在

生态智慧哲学即形成生态智慧哲学价值维度的始

终。生态智慧价值为克服智慧城市治理问题提供

价值论保证，为生态智慧城市治理统一行动价值，

为筑造兼具生态和智慧于一体的生态智慧城市贡

献价值维度的顶层设计。确保生态智慧城市治理

走得更稳、建得更美、活得更有灵魂。

（一）防范生态智慧风险价值

生态智慧价值能够有效增强抗风险效果。智

慧城市快速发展带来诸多利好的同时，也带来诸如

数据安全、隐私泄露、伦理风险、城市生态失衡等诸

多风险。风险一般指生产的目的和劳动成果之间

存在的不确定性，它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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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另外一种是直接带来消

极或损失的后果。生态智慧风险指智慧化过程中，

对智慧化后果认识不足、预估不周、可能致使智慧

和生态间的失衡，产生矛盾，造成诸多不确定性或

消极后果的现象。生态智慧思想的初始目标是建

构生态和智慧的和谐共生，协调二者关系，将其融

为一体，发挥生态和智慧的双重效能，挖掘城市建

设的积极效果，避免生态智慧风险产生。生态智慧

价值为智慧城市带来两个作用。一是能有效防范

生态智慧风险的产生。生态智慧价值本质上提升

了人们对于生态和智慧的重视，在意识层面加了

“防火墙”，能让智慧城市治理、设计前、中、后三个

环节都兼具生态智慧风险意识，在价值效果上能很

好地规范人们的治理设计思维，防范了生态智慧城

市治理风险的产生。二是改变生态智慧风险产生

的形式。生态智慧城市治理毕竟是一种新的城市

治理路径，人们对于其中的风险认识不足、预估不

周产生生态智慧风险的可能性存在，通过生态智慧

价值的提升，让生态风险的形式得以转化，不致直

接伤害人类或生态环境。如，风险形式转化可能直

接爆发、当即爆发、连续爆发的风险在生态智慧风

险价值提升背景下可能变得间接、延迟、间断等形

式产生，这也是生态智慧价值带来的效益之一。三

是降低生态智慧风险的危害。生态智慧价值本质

上是意识上的价值“防火墙”“缓冲棉”，生态智慧价

值的塑造和提升，必然使得在生态智慧风险产生前

人类早有预案、生态智慧风险产生过程中，人类能

有效应对，生态智慧风险产生后，人类可以有效治

理，从客观和主观等多重角度降低了生态智慧风险

带来的危害。

（二）规范生态智慧行为价值

生态智慧行为价值，一方面旨在规范行为的基

础上为生态智慧城市治理助力；另一方面引导人们

形成正确的生态智慧行为习惯。行为本意指在思

想意识的支配之下而表现出来的外部活动［20］。行

为可以在不同的时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事前行

为、事中行为、事后行为，有意识的行为、无意识的

行为等；不同的行为也能产生不同的效果，抓住事

物发展规律和本质的行为，良性执行预定目标的行

为可能产生积极作用，但是盲目性无计划、未抓住

事物发展本质和规律的行为可能带来诸多消极影

响。智慧城市治理其实是智慧行为的一种具体方

式。在大数据、云计算、数字经济等支撑下的智慧

城市治力争避免消极后果，产生积极效果，建构良

性智慧行为。但也不排除具有智慧行为有风险的

可能性。而生态智慧行为则是有机糅合了智慧行

为和生态环境因素后，在时空二维角度充分发挥正

向积极影响，有序推进生态智慧城市治理健康发展

的行为。展开来看，在生态智慧行为上产生了多个

角度的行为价值。首先，从时间维度看，规范生态

智慧行为既能规范当前人们的生态智慧行为、也能

合理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态行为价值，引领未来

的生态智慧城市治理，同时还能让人们自我反思过

去的智慧城市治理行为，进而为过去的失误和风险

行为打“补丁”，准备应急措施。其次，从空间维度

看，规范的生态智慧价值既能让生态智慧城市治理

良好运行，也能让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村治理行为更

为科学；既能让一城的生态智慧行为得以规范，也

能让多城、全国甚至是全球生态智慧城市治理行为

处在健康运行之中。最后，经验维度上看，规范的

生态智慧行为必然带来生态智慧城市治理的良好

局面，形成关于生态智慧城市治理行为的丰富经

验，诸多的经验经过整理必能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

广的先进经验，为生态智慧城市治理增添新动能，

少走弯路。规范的生态智慧行为价值让生态智慧

城市治理变得更光明。

（三）形成生态智慧哲学价值

生态智慧价值维度的最后一个进路是形成生

态智慧哲学。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体系。

在生态智慧哲学高度，必然能为生态智慧城市治理

提供更为科学可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刘少明［21］

认为，“基于个人时间和社会时间以求厘清人类实

践和社会历史过程，生态智慧哲学正是在人类实践

和社会历史过程中不断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之

中其实蕴含着诸多的生态智慧哲学道理。比如

“‘天人合一’的和谐整体自然观，‘取之有度’‘永续

发展’等道理，都来源于人类实践活动和社会历史

过程”［22］，都闪耀着生态智慧哲学的光辉。智慧治

理是更具体的治理方式，是在哲学思想指导下的具

体实施方式，哲学是智慧城市治理的形而上的思想

意识。二者是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思维方法在生态

智慧城市治理之中的具体运用。生态智慧哲学则

具备更高层次的价值，它既能在心上磨，又能在行上

造。由于形成了哲学的高度，必将生态智慧治理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从内容上看，哲学是生态智慧治

理的内在规定性及质的要求，决定着生态智慧城市

治理的质和效果，是治理成败的思想关键。从形式

上看，生态智慧城市治理是哲学在量上的显现，是哲

学思想的具体运用和实践操作路径。生态智慧哲学

价值打上了哲学的烙印，基于生态智慧哲学思维、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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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一股宏大的生态智慧治理

合力，不断推进生态智慧城市治理迈上新台阶。

五、生态实践落实维度进路

马克思［23］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里充分说明了两

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改造客观

世界的物质性活动；另一方面，只有从实践出发才

能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生态智慧城市治理打上

了鲜明的人类社会生活的烙印，其本质必然是实

践。其效果如何最终要落实在人类的社会实践上。

生态实践的落实维度进路成了生态智慧城市治理

的重要方向和治理效能的考量标尺。在生态智慧

城市治理的生态实践落实维度上遵循着推进生态

智慧空间正义发展的实践、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实践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实践

几个维度进路向前延展。

（一）推进生态智慧空间正义发展的实践

生态智慧城市治理过程中，无法避免大数据基

础下带来的智慧城市的数据风险、数据安全、数据

伦理、生态智慧错位等问题，严重威胁着生态智慧

空间正义。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论证过生

态智慧空间正义问题，但是他们研究了资本主义城

市空间的多方面问题。李春敏［24］指出，“马克思恩

格斯在城市空间问题上，他们研究过资本主义城市

空间问题，如社会性、资本化、政府角色和空间剥夺

与空间正义的关系等”。在智慧城市治理过程中带

来的生态破坏、人、自然与城市矛盾、数据风险、数

据安全、伦理风险、生态智慧城市问题基础上，又会

进一步造成深层次的空间剥夺，致使居住空间、效

率公平、非正义等的公平正义问题。生态智慧空间

正义实践的推进会带来三方面的益处。首先，社会

崇尚空间正义风尚实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

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空间正义实践的形成依赖

于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构成。生态智

慧空间正义实践，依赖于人民群众，成果惠及人民

群众，必然能够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开创人

民群众的创造动能，在社会上形成一股强大的空间

正义新风尚，让生态智慧空间正义实践充满活力。

其次，政府权责明确为生态智慧空间正义发展谋篇

布局。生态智慧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顶层设

计，政府坚持空间正义发展理念是生态智慧城市发

展的指导思想。政府坚持生态智慧空间正义思想

下的实践活动，让生态智慧城市和空间正义形成了

有机结合，为生态智慧城市治理打开了新的局面和

视野，本质上政府是生态智慧城市治理空间正义实

践的指挥者、布局者。最后，生态智慧空间正义发

展实践能够避免空间剥夺，形成空间正义。生态智

慧城市建设能够避免因大数据因素带来的消极影

响，削弱、避免空间剥夺，使得人们的城市居住空间

与环境更加和谐，兼顾效率公平，形成生态智慧和

空间正义的有机统一。

（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

2005年习近平总书记基于经济和环境的视角

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下简称“两山”

理论）。“两山”理论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指明方向，

同样适用于生态智慧城市治理发展实践。“两山”理

论和生态智慧城市治理有一个共同目标即破解发

展难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首先，“两山”理

论为生态智慧城市治理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张云

飞［25］指出，“两山”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辩证法

的具体发展，大力发展生态产业践行“两山”理论。

生态智慧城市治理是兼具生态和智慧的辩证法思

维，形成更有成效的生态智慧城市。“两山”理论让

生态智慧城市治理实践沿着马克思主义生态辩证

法思路向前推进，为生态智慧城市治理实践提供理

论指导。同时，生态智慧城市下的发展业态也是生

态产业的某种展示和实践。其次，生态智慧城市治

理实践是对“两山”理论的实践创新形式。“两山”理

论旨在构建更加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城市文明更

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缩影，是具有人工特征的人与自

然关系的特殊样态。故生态智慧城市治理实践发

展形态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生态辩证法思路前进，是

对“两山”理论的实践创新形式。最后，“两山”理论

和生态智慧城市治理实践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

互转化，提升生态智慧城市治理水平，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统一。“两山”理论是生态智慧城市治理的理

论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实践验证，前者让后者沿

着正确方向前进，后者让前者理论更加深化，双方

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互转化全面提升生态智慧

城市治理水平，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统一，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目标。

（三）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

同体的重要论述，既为世界各国解决全球问题、加

强国际合作提供了有效路径，又为人类和平与发展

开辟了新境界、塑造了新理念、打造了共同价值观。

为人类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同时也为解决

本国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提出可行方案。党的十九

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将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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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写进新党章的总纲之中，对生态环境的重

视对生态智慧城市治理具有重要启示性意义。唯

物辩证法的两大总特征是联系和发展。坚持用联

系的观点看问题、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遵循生态

—命运—共同体的脉络，坚持联系和发展，紧扣时

代主题，必能让生态智慧城市治理实践活动更有成

效。生态智慧城市涉及生态安全、环境保护、数据

安全、伦理风险等诸多人与自然的生态问题，同时

还涉及一城之内、多城之间、城乡之间、国内国外等

诸多生态智慧城市问题。可见，生态与人类命运、

与城市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城市与城市命运、城

市与农村命运、本国城市与国外城市之间都存在着

生态和智慧城市治理的辩证关系。生态智慧城市

治理既是推进生态智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践行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

命共同体实践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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