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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系统观念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研究
王艺筱，贾珍珍，罗贤宇❋

（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摘 要：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作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思维，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系统观

念的生成得益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启迪，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中整体思维的滋养，形成于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坚持

以系统观念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演进逻辑中。系统观念下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要有正确的思路方法，坚持加法增绿与减

法去污相统一，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统一，系统谋划与久久为功相统一，多元主体与多手段治理相统一。要将系统辩证的思

维方式应用于以“六个坚持”指导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实践中，汇聚起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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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System Theory to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Human and Nature Community

WANG Yixiao，JIA Zhenzhen，LUO Xianyu
（School of Marxism，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Fuzhou，Fujian 350002，China）

Abstract:System idea is the basic working approach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s an important idea of building a life
community of man and nature，Chinese communists'conception of the system idea in the new era benefits from the theo⁃
retical guidance of Marxist dialectics；it is inseparable from the enlightenment and nourishment of an overall idea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and it is formed in the evolution logic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regulating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ith system thinking over the past century.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human and nature
under the system idea，we should have a correct way of thinking，adhering to the unity of increasing the green nature and
reducing pollution，the unity of major breakthroughs and overall promotion，the unity of systematic planning and long-
term achievement，and the unity of multiple players and many approaches. We should apply the systematic and dialecti⁃
cal way of thinking to the practice of building a human and nature community under the guidance of "six adherences"，
and muster a powerful force to promote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Keywords:system idea；community of human and nature；idea and method；practice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

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坚

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1］习近

平总书记善于用系统观念分析问题，他的系统思维

体现了对唯物辩证法思想的集中概括，不仅丰富发

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内涵，也为新时代建设

美丽中国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系统观念

渗透和落实到生态文明建设中，全方位、多角度、多

层次地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创造出体现系统方

法论要求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样态，系统观念在

生态文明建设中进一步凸显出它的重要性。新时

代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面临许多实际问题，人

与自然的矛盾和问题呈现出系统性、总体性，这就

决定了要善于以系统观念寻求系统性的对策，从系

统高度看待自然界内部环境要素间、人与自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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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同时妥善处理好各种关系，注重构建人与

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整体效果。

一、以系统观念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

体的理论基础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深刻缜密的系统观念继

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对中国传统文

化生态整体观的创造性转化，是历代中经验的总结

和升华，并且仍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中。

（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启迪

中国共产党人的系统观念根植于马克思主义

唯物辩证法哲学的深厚土壤之中。首先，以系统观

念指导生态文明建设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人与自

然关系理论的运用和发展。马克思认为，人是“能

动的自然存在物”和“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

存在物”的统一［2］209。一方面，人作为能动存在物，

要通过实践实现人类本质力量的确证；另一方面，

作为受动存在物，人类的行为不能超出自然界的承

受范围，不能僭越自然进化规律。自然和人类社会

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生态系统内部和谐统一是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马克思、恩格斯

进一步阐述了生态与社会、政治的内在关系，看到

了生态环境问题背后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民生

问题［3］强调要从根本解决人与自然失谐的深层问

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原则，强调自然生态系统的有机整

体性，对生态环境开展综合性整治，并注重从政治

与民生的高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体现了对马克思

主义辩证自然观的继承。其次，马克思、恩格斯的

社会结构论强调“不能将社会活动的五个方面割裂

为不同的阶段，而只应该看作是社会结构的不同方

面的‘因素’”［2］532，生产力系统是社会得以存在和发

展的基础，生态文明系统是社会整体文明发展的源

头活水，推动着社会整体前进与发展。要把生态文

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有机融入到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建设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整体思维的滋养

哲学家欧文·拉兹洛指出，中国古老的传统哲

学中蕴藏着系统思维的范式［4］。中国传统文化向来

重视从整体性视角研究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

系，为当代系统观念的形成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

蕴。首先，“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提倡人与自然的整

体性和谐。《易经》中强调“天、地、人”三才并立，将

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天道是万物之始，人要顺应

天道、顺应自然，把握自然运行法则，使人与道合

一，这样天道也会惠及人类，“天人合一”思想把人

与自然看作是相互感应的整体，揭示了“和生万物”

的系统自然观，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石。其

次，“协和万邦”的国际观提倡人与社会、人与人的

整体性和谐，体现了“天下情怀”，主张国与国之间

“和而不同”，致力于建设“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

和谐世界。在新时代，要运用中华传统文化“天人

合一”“协和万邦”的整体性思想智慧，更加重视利

用系统思维的价值来调节人与自然的矛盾，同时深

刻认识到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依存性，开展全球

生态文明建设合作，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

体，这是中国文化对人类可持续发展作出的伟大

贡献。

（三）中国共产党把坚持系统观念作为一项基本工

作方法

科学总结中国共产党系统治理思想的发展脉

络和演进逻辑，有助于深刻理解系统观念的发展规

律，推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向更系统、更整体

的方向发展。毛泽东提出“弹钢琴”的工作思路，围

绕主要矛盾抓全局，形成了协调发展理念，强调“从

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5］，“森

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6］，阐
述了生态建设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初步实现了

二者的统一，体现了深刻的辩证思维。改革开放

后，邓小平提出要在黄土高原种草种树，改善水土

流失状况，并提出“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牧区”的

科学设想，以系统理念持续推进生态系统脆弱地区

的生态修复与经济建设。20世纪 90年代，我国明确

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更加理顺了发展与保护的统

一关系。中国共产党人也将系统观念应用于“人类

本身的和解”即实现社会和谐，进入 21世纪，科学发

展观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提出是党

中央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构建和谐社会进行

的有益探索。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总结中国共产党人系统治理的百年经验，生

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加强，保护、修复、治理协同

发力，“山水林田湖”理论体系增加了“草”“沙”“冰”

资源环境要素，自然生态系统质量和功能显著增

强，生态环境治理的系统性、协同性大大提升。

二、以系统观念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

体的思路方法

系统思维方法是系统观念的核心，生态文明建

设实践必须要以科学的思路方法为指导。系统思

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且蕴含着中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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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而智慧的方法论要素，它要求把构建人与自然生

命共同体的各项要求进行系统认识和统筹考虑，为

推动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建设提

供了思想指南。

（一）加法增绿与减法去污相统一

要从发展大局中明确“加法增绿”与“减法去

污”协同发力的重要性，也要在具体实践中提升生

态环境治理水平，为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强基固

本。一是用系统思路扩大生态空间。在我国工业

化、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着生态空间被严重挤压、生

态保护空间格局构建不合理、生态修复不充分等情

况，没有形成对生态环境的系统性保护。应持续扩

展国土绿化面积，给生态“留白”，优化国土空间开

发、利用、保护、整治格局，保护好生态红线，同时完

善跨区域生态保护顶层设计，建立中长期生态保护

和恢复全过程监测监管体系，提升生态系统的质量

和稳定性。二是系统分析环境污染突出问题，形成

原因复杂，涉及范围广；污染物类型复杂、种类多，

系统治理难度较大。因此，要坚持分类施策，突出

预防与整治相结合、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

相统一、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加强区域间的协调联

动与部门间的协同配合，不断提升环境污染治理水

平。做好“加减法”工作，是坚持系统观念构建人与

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内在要求，要通过“加法”厚植生

态底色，也要通过“减法”卸去污染负担，打造“看山

亲水近绿”的生态空间。

（二）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统一

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是有机统一的辩证关系，

没有“整体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就失去了目标，导

致难以破题，没有“重点突破”，就无法“啃硬骨头”

“打攻坚战”，难以实现系统性变革。当前我国生态

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时期，这就

需要“在整体推进的基础上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

要方面”［7］。一是要做到全局与局部相配套，构建人

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应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战

略全局，协同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同时更加

突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树立“一盘棋”思

想，以长江经济带发展谋划为例，认清山水林田湖

草沙冰是一个整体，着眼于长江流域的整体性来推

进长江大保护，以局部突破服务全局发展，突出沿

岸产业转型升级等重点难点，发挥“牛鼻子”的牵引

作用。二是要做到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是重要任务，但

需要从根本解决矛盾，把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

量发展统一起来，统筹推进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

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三是渐进与

突破相衔接，我国尚处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

的过渡阶段，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一个渐进

式的过程，但我国把握住历史发展规律，提高对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以制度建设和科技创新突

破污染防治和发展转型瓶颈，以共同构建人与自然

生命共同体“六项原则”化解全球环境治理风险，努

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三）系统谋划与久久为功相统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我国历史方位、社会主

要矛盾、外部发展环境变化等因素，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瞻性、全局性思维加强对生态

文明领域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久久为功，在不

断克服矛盾中取得了“生态蜕变”。新时代要把握

好系统谋划和久久为功的关系，既要坚持以总体谋

划为指引，又要有攻坚克难的强大韧性，推进蓝图

落实。一是要着眼全局，勾画生态文明建设千年大

计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科学理念贯穿在任务

安排、政策措施、基本途径、制度设计中，把区域计

划与党中央战略部署相统一，有计划地加以推进。

二是处理好当前任务与长远目标的关系，生态文明

建设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领导干部要有“功成

不必在我”的政治担当，一方面立足当前，坚持求真

务实，化解突出矛盾，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另一方

面着眼长远，算大账、算长远账、算综合账，着力构

建生态文明建设长效工作机制，保持稳扎稳打的战

略定力和持久发力的历史耐心，把握好节奏力度，

一任接着一任干，久久为功，让总体谋划在扎实的

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中逐渐转化为现实。

（四）多元主体与多手段治理相统一

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关键在“共建”，

需要政府、社会、公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多手段协同配合、国内国外共同行

动，构建多元化的合作机制与治理体系［8］。在经济

方面需要转变发展理念，各地“十四五”专项规划编

制要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原则，更加注重绿色发

展，增加生态经济发展指标，推动建立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扎实推进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

通过财政、金融手段加强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支持力

度，落实好协同共治的生态补偿机制。在政治方

面，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最严密的法治和制

度保障生态文明建设顺利进行，营造人与自然和谐

的良好法制氛围。强调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构建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最终目的，将生态文明建设

··19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34卷

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引导领导干

部树立绿色政绩观，把保护环境作为重要政治任

务。在文化社会方面，大力培育生态文化和生态文

明新风尚，在全社会树立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的绿

色价值观，逐步塑造人们的生态品格，形成全社会

共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合力。此外，国内国外要

通力协作，增进配合，共同保护和改善关乎各国人

民生存权益和发展权益的自然环境，共同构建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世界。

三、以系统观念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

体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年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提

出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六个坚持”，深

刻阐明了中国引领全球环境治理与人类可持续发

展的实践立场，这“六个坚持”集中体现了唯物辩证

法的方法论原则，需要以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在实

践中统筹处理好“六个坚持”中体现的几对关系，形

成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科学路径。

（一）统筹人与自然关系,实现和谐共生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六大要义中的“第

一要义”，是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论

核心。要达到“和谐共生”这一人与自然相互依存、

和睦共处的状态，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主体和

客体相统一，坚持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辩证

统一，从人与自然的整体联系中把握人与自然交互

规律。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和生产力发展，人类实

践突破了自然环境承载力，主客体之间的矛盾日益

凸显。“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科学理念揭示

了人与自然本质统一的关系，突破了传统的“生态

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实现了人与

自然价值关系的复归。“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

调以生态文明为指引，从人与自然统一的维度去解

决工业文明下的矛盾，既要敬畏自然、尊重自然，也

要以不对自然造成系统性破坏为前提，充分发挥人

类主观能动性发展生产，适度改造自然，从而达到

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状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是遵循对“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

是对僵化思维的打破，也回答了如何在自然环境承

载力的限度内实现生态文明转型和人类可持续发

展的重大问题。

（二）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推动绿色转型

“坚持绿色发展”是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

同体的现实路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从根本上

统一于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这一

主线，具体而言就是要深入理解“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这一科学论断，把握好两点论和重点论的

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9］这一重要论述阐释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

山”的对立统一关系，从根本上说明了优质的“绿水

青山”也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力，能通过其资源属性

带来经济回报，生态保护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变量，

要实现二者有机统一，协同并进。推动建设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首先要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发

展，把应对气候变化摆在突出位置，破除对以高碳

排放为代价的路径依赖，优化能源配置，构建绿色

低碳循环的经济体系，推动生态环境从根本上好

转。其次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和实现机

制，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培育人与自然和谐的

新业态新模式，将源源不断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

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相得益彰。

（三）统筹代内、代际公平关系,保障人民生态权益

“坚持以人为本”是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

同体的价值旨归。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反应了

广大人民的共同心愿，无论是代内人还是代际人，

都统一于自然界这一基础，要心系人民群众对优良

环境的期待，统筹好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的关系，

努力保障生态公平进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构建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首先关系到代内公平，良好生

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既然“普惠”，就要呼

吁责任共担、权益共享，反对先发展地区对后发展

地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以邻为壑的污染转嫁

行为，尽可能协调处在不同发展阶段区域和国家的

生态保护责任及经济发展利益，在绿色转型过程

中，让国内、国际社会全面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其次，实现代际公平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

容，不能对下一代的生态权益进行透支，要坚持“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生态环境和资源能

源的承载限度内推进发展，按照代际公平的要求发

展生态技术，调整产业结构，确立符合生态文明建

设要求的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为后代留下可持续的生态空间和生产发

展条件，保障中华民族和人类文明的延续和发展。

（四）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维护生态平衡

“坚持系统治理”是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

同体的科学方法，体现了对系统观念的科学把握与

运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生态系统整体性

出发，多次强调对生态进行系统治理，并增加了

“草”“沙”“冰”作为生命共同体的资源环境要素，更

加拓宽了生命共同体的内涵和外延。首先，明确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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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有机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

损的关系。习近平强调：“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不可

分割的生态系统”［10］，要以系统思维统筹山水林田

湖草沙冰治理，科学掌握和运用自然要素之间的物

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统筹陆地海洋、地上地下、

山上山下以及流域上下游，统筹治山和治水、治山

和治林、治山和治田、治山和治湖、治山和治草，保

证生态系统功能的正常运行，维护生态平衡。其

次，习近平看到了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统一关

系，用“命脉”阐述了自然生态要素是人类生存发展

的物质基础，肯定了人对自然的依存关系，同时也

揭示人对自然的应有态度，“如果破坏了山，砍光了

林，也就破坏了水，山就变成了秃山，水就变成了洪

水”［11。人类应尊重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统一性规

律，加大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不能以破坏

生态为代价，谋求发展。

（五）统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共建万物和谐的美好

世界

“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

则”阐明了我国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关

注人类整体命运的全球立场，是具有中国特色和世

界意义的实践指南。生态危机是各国面临的普遍

问题，美丽中国建设与美丽世界建设具有内在的关

联性。中国积极参与到全球环境治理中，向世界分

享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中国智慧，为建设公正民

主、同舟共济的美好世界提供实践指引。首先，多

边主义是必由之路。各国要不断提升合作水平，强

化自身行动，共同掌握人类生态命运，共同破解环

境治理难题，坚决履行落实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中国积极开展双边、多边框架下的生态文明建

设合作，驱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体系绿色低

碳转型，向世界分享绿色发展的思路，在实现全球

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交流互鉴、互利共赢。其

次，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基

石。各国要着眼于生命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环境利

益分配和环境责任承担，明确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

家责任区别性，呼吁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

绿色低碳转型，承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正当性，以

求真务实的态度探寻更易于国际社会认同的合作

方案，共同破解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

展赤字，建设更为美好正义的世界。

四、结语

对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而言，系统

观念在世界观层面上体现了对人与自然整体关系

的规律性认识，在方法论层面则侧重于构建人与自

然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维、方法和实践路径，在价

值观层面着眼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图景，这

三个层面形成了一套系统完整的逻辑体系。共同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对系统观念的实践性

阐发，在世界观层面要以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

思想、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智慧为理论基础，也要在

方法论层面把唯物辩证法系统方法论运用在构建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全方位实践探索中，在价值

观层面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建设美丽中国

和美丽世界的理想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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