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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新形态和新道路
黄承梁

近年来，我国水生态
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
折性、全局性变化。进入

“十四五”时期，各地将以
水生态环境保护为核心，
统筹水资源、水生态、水环
境等流域要素，巩固深化碧
水保卫战成果，编制实施重
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十
四 五 ”规 划 ，积 极 推 进 美
丽河湖保护与建设。

为 帮 助 读 者 更 加 深
刻 理 解“ 十 四 五 ”水 生 态
环境保护工作，宣传解读
水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十 四
五 ”思 路 与 重 点 ，本 版 设
专栏开展征稿。

征 稿 内 容 包 括 但 不
限 于 重 点 流 域 水 生 态 环
境保护“十四五”规划、黄
河 流 域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规
划、地方水生态环境保护
和 规 划 编 制 试 点 经 验
等。来稿将择优在“水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十 四 五 ’思
路 与 重 点 ”专 栏 刊 登 ，并
评出特别奖 10 名、优秀奖
若干。

截稿时间：
2021 年 9月 30日
投稿邮箱：
zghjbsplb@163.com
注意事项：
来 稿 须 为 原 创 首 发

作 品 ，字 数 在 2000 字 以
内 ，请 注 明“‘ 十 四 五 ’水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规 划 征
文 ”、作 者 姓 名 、工 作 单
位、通讯地址、手机号码、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010）67118620

水生态环境保护

“十四五”思路与重点

专栏征稿启事

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笔笔 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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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湖南省反馈督察情况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江西省反馈督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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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统筹谋划不够。湖南省
对矿山生态修复、重金属污染治
理、矿涌水治理等历史遗留问题，
统筹谋划、指导帮扶不够；一些地
方一味“等靠要”，工作标准不高，
导致一些重点工作推进迟缓。郴
州市鲁塘矿区废弃矿山占地 560
公顷，遗留生态环境问题长达十余
年未开展整治；全省数十万吨历史
遗留及每年新产生的数千吨砷碱
渣未得到有效处置；一些地方矿涌
水治理投资巨大，效果不佳。

部门责任落实不力。省住房
城乡建设厅对城市污水管网改造
重部署、轻督促，对任务完成情况
只调度、不核实，发布的长沙市生
活污水集中收集率高达 100.92%，
两次提供的老旧污水管网改造数
据有明显出入；对全省城镇生活垃
圾处理能力底数不清，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推进不力。省农业农
村厅对化肥减量工作重视不够，仅
2019 年明确减量指标任务，工作
部署推进不力。省交通运输厅港
口码头污染问题整治走过场，仅靠
调度统计表来掌握情况，工作不严
不实。

督察还发现，湖南省部分整改
工作进展缓慢，株洲市、衡阳市先
后因督察整改不力被国家有关部
门公开约谈。

二是推进长江大保护不够有
力。湖南省未按要求完成“十三
五”老旧污水管网改造任务，生活
污水收集缺口大，全省雨污合流制
管网占比达 38.6%，城市污水处理
厂进水 COD 浓度普遍达不到设
计标准。2020 年，全省 161 座县以
上 城 市 污 水 处 理 厂 有 38 座 进 水
COD 浓度低于 100mg/L。长株潭
城市群是湖南省经济发展的核心
增长极，但污水管网短板问题非常
突出。长沙主城区一半排污管网
为雨污合流制，株洲主城区雨污混
接 2761 处，湘潭主城区近 50 公里
污水管网存在断头、缺失问题，且
有多处管网空白区。三市沿湘江
建有 107 个排渍泵站，普遍存在混
排生活污水问题。2020 年以来，
长沙市仅小西门、赵洲港两个泵站

就向湘江抽排 1127 万吨雨污混流
水，石碑大港排口排放 5890 万吨
雨污混流水进入湘江二级支流圭
塘河。“十三五”期间，株洲、湘潭 2
市老旧污水管网改造任务完成率
仅 分 别 为 7.3%、9.7%。 株 洲 市 三
次报送的老旧污水管网改造数据
前后出入较大，存在重复统计、一
数两用问题，均与实际情况存在较
大差距，明显作假。

农业面源污染管控不力。洞
庭湖区岳阳、常德、益阳三市化肥
减量工作不严不实，敷衍了事。三
市农业农村部门基本没有开展测
土配方施肥工作，常德市汉寿县临
时编造虚假台账应付督察组；益阳
沅江市上报通过减少水稻、油菜等
种植面积实现化肥减量，但现场核
查发现，实际种植面积不降反增。
化肥减量数据统计部门和农业农
村部门各有“一本账”，且差异较
大，数据虚假失真。

生活垃圾处理短板明显。全
省 95 座垃圾填埋场有 31 座超设计
能力填埋，占比达 32.6%。娄底市
燕子岩，邵阳市大祥区蔡锷乡，怀
化洪江市黔城、安江等垃圾填埋场
渗滤液渗漏、直排问题突出，环境
污染严重。

码头污染防治不到位。湘潭
市港口码头污染防治屡治屡落空，
对诸多既有问题谎报瞒报。湘潭
港铁牛埠港区一期码头、易俗河港
区一期码头、九华港区宁家湾码头
不同程度存在污水处理设施闲置、
污水收集不到位等问题，大量雨污
水未经有效处理直排湘江。岳阳
港岳阳林纸煤码头关闭长期不落
实；株洲港建霞码头无污水处理设
施，油污收集罐和生活污水收集罐
沦为摆设。

三是重金属和矿山污染问题
依然突出。湖南省部分区域及工
矿场地重金属污染严重，涉重尾矿

库、废弃矿山多。部分历史遗留涉
重废渣治理进展迟缓。

大部分在产砂石土矿存在越
界开采、侵占林地、超规模开采等
问题。邵阳县长阳矿区 2 万余吨
废渣侵占土地；娄底市 2020 年砂
石土矿开采量达 4304 万吨，超出

“十三五”规划要求的年开采量近
1 倍。怀化市溆浦县 5 家硅砂开采
企 业 附 近 山 体 植 被 大 面 积 被 破
坏。张家界市 210 多家大理石、方
解石采石制砂企业，多点无序开
发，非法毁林占地时有发生。

全 省 各 类 废 弃 矿 山 达 6950
座，大部分未落实“谁开发、谁治
理”要求，生态修复率不到 45%，部
分 修 复 工 程 浮 皮 潦 草 。 怀 化 市
547 座废弃矿山，70%未开展治理
修复，大量酸性含重金属淋溶水直
排。娄底市 368 座废弃矿山中超
过三分之二未开展治理修复，其中
79 个矿洞排放强酸性废水。部分
尾矿库环境安全隐患 较 为 突 出 ，
湘 西 州 49 座 需 要 开 展 治 理 或 闭
库 尾 矿 库 ，仅 完 成 闭 库 10 座 。
邵 阳 市 应 完 成 治 理 的 26 座 尾 矿
库 ，尚 有 11 座 未 开 展 治 理 。 此
外，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机制不够
完善，后续恢复治理多由属地政
府兜底埋单。

四是一些重点生态环保工作
推进不力。结构性污染问题依然
突出，天然气消费占比远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公路货运量占比过高，
产业转型升级乏力。有色金属矿
产资源环境压力仍然突出。第一
轮督察指出的郴州市嘉禾县机械
铸造业环境污染问题仍未完成整
治，“散乱污”局面没有改变。

园区环保水平较低。普遍存
在园区规划环评执行不严、环境保
护基础设施建设运行管理不到位、
企业环境违法现象时有发生等问
题。2019 年以来，全省十余家产

业园区因环境问题被省级及以上
生态环境部门挂牌督办。衡阳市
松木工业园污水处理厂存在铊超
标排放现象；常德市桃源县陬市工
业园内企业存在直接将第一类污
染物排入污水处理厂的现象；株洲
市攸县攸州工业园多家企业仍使
用简易锅炉燃烧煤炭、木材，无污
染治理设施；郴州市永兴县太和工
业园必须办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证的 11 家入园企业中仅 3 家取得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一些重点改革工作落实还不
够到位。湖南省落实中央环保垂
改指导意见要求不够有力，省级生
态环保督政体系还需完善。生物
多样性保护相关基础数据有待统
筹整合，观测、调查、评估等基础工
作有待加强。

督察要求，湖南省要坚决贯彻
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
推动美丽湖南和生态强省建设。
充分发挥生态环境保护对产业、能
源、交通运输结构优化调整的倒逼
作用；统筹推进尾矿废渣、矿涌水
等生态环境治理；系统推进长江保
护修复，持续开展“一湖四水”生态
环境综合整治；加强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因地制宜建设污水处理设
施。对失职失责问题，要责成有关
部门进一步深入调查，厘清责任，
严肃、精准、有效问责。对需要开
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或需要提起
公益诉讼的，按有关规定办理。

督察强调，湖南省委、省政府
应根据督察报告，抓紧研究制定整
改方案，在 30 个工作日内报送党
中央、国务院。整改方案和整改落
实 情 况 要 按 照 有 关 规 定 向 社 会
公开。

督察组还对发现的生态环境
损害责任追究问题进行了梳理，已
按有关规定移交湖南省委、省政府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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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产 能 工 作 不 严 不 实 。
2013 年 4 月，宜春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违规审批，导致宜春红
狮 水 泥 公 司 61 万 吨/年 水 泥
产能重复替代。江西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没有对问题突出
的有色金属冶炼行业组织开
展排查和淘汰工作。吉安永
丰县龙天勇有色金属公司先
后违法建设 11 台国家明令淘
汰的燃煤反射炉，市县两级工
业和信息化部门多次现场检
查却视而不见，未提出淘汰要
求。赣州大余县工业和信息
化局不作为，明发矿业公司落
后产能鼓风炉炼铅工艺长期
违法使用。

法治意识树得不牢。抽
查赣州、吉安、抚州等市 6 个
县发现，均大量存在违规占地
和建设现象。赣州大余县违
规占地近 900 亩建设工业园
区。抚州金溪县违反城乡规
划法，采用企业先建设、政府
后供地的办法招商引资，违法
占 地 200 余 亩 ，其 中 农 用 地
72.5 亩。上饶弋阳、铅山县违
规在二类工业用地建设有色
金 属 冶 炼 等 重 污 染 类 项 目 。
吉安市永丰县循环经济产业
园 、抚 州 市 南 丰 工 业 园 2017
年以来分别违规引进 5 家和 8
家企业入园。一些地方政府
干扰行政执法。永丰县政府
担心企业受行政处罚而不能
享受退税政策，相关部门只检
查、不处罚，县循环经济产业
园多家企业违法行为长期不
整改。大余县政府不仅不履
行属地监管责任，反而为明发
矿业违法生产说情开脱；2019
年以来，明发矿业非法处置危
险废物 7000 余吨。

二是长江保护修复工作
仍不到位。落实负面清单不
坚决。省发展改革委、自然资
源厅违反国家要求，将长江干
流 1 公里范围内的 16.8 公顷
土地调入工业园区。九江市
及永修县有关部门违反负面
清单要求，在工业园区范围外
违规审批星火狮达科技年综
合利用 6 万吨有机硅废物化
工项目。

工 业 园 区 污 染 管 控 不
严。抚州金溪县陆坊工业区
和吉安永丰县循环经济产业
园偷排漏排问题严重，园区内
晨飞铜业、龙天勇、祥盛等企
业管理不善，大量重金属污染
物通过雨水口偷排，污染周边
环境。九江彭泽县矶山工业
园区入长江排涝泵站排水频
繁超标。萍乡弘源煤化工公
司长期违法生产，投产十余年
一直未按要求将湿熄焦改造
为 干 熄 焦 ，熄 焦 废 水 超 标
排放。

农 药 化 肥 减 量 工 作 不
实。农业面源污染防控是降
低鄱阳湖总磷浓度的重要举
措，国家明确到 2020 年鄱阳
湖周边地区化肥、农药使用量
比 2015 年减少 10%以上。江
西省擅自放松要求，将农药使
用 减 量 目 标 定 为 减 少 6% 以
上，上饶市甚至将化肥、农药
减量目标均降为 6%。未按照
国家要求开展化肥减量增效
示范县创建，取土化验和田间
试验工作大打折扣。测土配
方施肥取样数仅完成国家要
求的 20%，却上报覆盖率超过
90%，严重失实。鄱阳湖周边
的南昌新建区、九江修水县和
上饶余干县等地测土面积甚
至不足 10%，但地方却上报完
成 95%以上。

上饶市鄱阳县对鄱阳湖
国家湿地公园保护不力，违规
审批建设酒店、长期默许纵容
水产养殖。鹰潭市六国化工
公司 600 多万吨的磷石膏库、
萍乡市安源区高坑工业煤气
公司贮存的约 7000 吨酚氰废
水、江西铜业城门山铜矿刘家
沟尾矿库等存在突出环境安
全隐患。

三是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滞后。全省污水管网建设改
造欠账多。第一轮督察“回头
看”，以及 2018 年以来连续三
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
片均指出南昌市生活污水直
排问题，但南昌市敷衍整改，
工作推进严重滞后。2018 年
至 2020 年，老城区雨污合流
管 网 改 造 仅 完 成 总 长 度 的

16%；老旧污水管网改造仅完
成“ 十 三 五 ”规 划 目 标 的
56.2%。 针 对 2019 年 长 江 经
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指出的
乌沙河水体污染问题，南昌市
不在管网截污改造上下功夫，
却以生态补水的名义抽水冲
刷河道。不少污水处理厂“清
水进清水出”，南昌市最大的
青山湖污水处理厂进水 COD
浓 度 甚 至 低 于 污 水 排 放 标
准。大量污水直排导致水体
污染严重。萍乡市污水管网
建设滞后，大量污水未得到有
效收集，市污水处理厂附近的
溢流口每日外溢污水约 2.8 万
吨，严重影响下游桐车湾断面
水质，使其成为 2019 年全省
唯 一 未 达 目 标 的 国 考 断 面 ，
2020 年 以 来 月 均 值 多 次 超
标。景德镇、鹰潭和新余等市
也存在污水收集不到位、生活
污水直排问题。

危险废物处置利用问题
多发。江西省危险废物综合
利用企业众多，抽查赣州、吉
安、抚州三市发现，相关企业
仍 然 普 遍 存 在 违 规 处 置 、违
法 排 污 问 题 。 此 外 ，抚 州 市
危 险 废 物 处 置 中 心 、九 江 市
永 修 工 业 园 区 危 险 废 物 焚
烧 处 置 项 目 、赣 州 市 医 疗 废
物处置中心扩能改造工程等
建设滞后。

园 区 集 中 供 热 推 进 缓
慢。全省 107 个省级及以上
开发区中有 74 个未建成集中
供热设施，57 台燃煤锅炉未
按规定淘汰，部分园区还存在
生物质锅炉违规燃煤问题。

四是一些突出生态问题
仍未解决。矿山整治修复走
过场，现场抽查新余、赣州等
地 13 座矿山，均存在虚报整
改进度问题，部分矿山甚至未
进行任何修复。新余市关闭
的 55 座矿山，仅 9 座开展生态
修复，且修复工作打折扣；景
德镇乐平市 24 座废弃采石矿
山均未开展生态修复。禁采
区违规开采，景德镇擅自缩小
禁采区范围，乐平市 35 座露
天矿山中有 12 个处于江西省
明确的禁采区。双田镇至涌
山镇 205 省道两侧也有多家
矿山违规采石取土，抽查 2 家
均存在山体破坏严重、弃土处
置不规范、扬尘污染控制不力
等问题。此外，新余市部分绿
色矿山创建弄虚作假。

饮 用 水 水 源 地 保 护 不
力。上饶鄱阳县违法审批仑
江地产和香港世华两家房地
产公司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
护区内建设度假村、酒店和商
铺 ，占 地 面 积 约 200 亩 。 鹰
潭、上饶部分饮用水水源地尚
未依法划定水源保护区，也未
开展水源地规范化建设。

自 然 保 护 地 管 理 不 严
格。赣州宁都县为开采矿山，
在仙桃山县级自然保护区森
林植被完好的情况下，谎称保
护区失去生态保护价值，申请
撤销该保护区。吉安、抚州、
萍乡等地违规保留自然保护
区核心区内水电站。九江湖
口县赛得利纤维公司违规在
长江八里江段长吻鮠鲶国家
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取
水和排污。

督察要求，江西省要坚决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大力推进美丽中国“江西
样板”建设，走出一条经济发
展和生态文明水平提高相辅
相成、相得益彰的路子。严格
控制“两高”项目盲目上马，坚
决淘汰落后产能；推进长江保
护修复，加快补齐生态环境基
础设施短板；严守生态环境保
护红线，加强工业园区、矿产
资源开发监管，加大农业面源
污染防治力度。对失职失责
问题，要责成有关部门进一步
深入调查，厘清责任，严肃、精
准、有效问责。对需要开展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或需要提起
公 益 诉 讼 的 ，按 有 关 规 定
办理。

督察强调，江西省委、省
政府应根据督察报告，抓紧研
究制定整改方案，在 30 个工
作日内报送党中央、国务院。
整改方案和整改落实情况要
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

督察组还对发现的生态
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进行
了梳理，已按有关规定移交江
西省委、省政府处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

“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
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
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新 道 路 ”和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既是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个文明”协
调发展范式的深刻总结，又体现
对 人 类 社 会 发 展 规 律 的 深 刻 把
握，是推动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
体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中国方
案和中国智慧。生态文明特别是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 这 一 人
类 文 明 新 形 态 和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新 道 路 做 出 了 历 史 性 贡 献 。 从
历 史 、哲 学 视 角 系 统 把 握 生 态
文 明 作 为 人 类 文 明 发 展 进 步 新
形 态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新 道 路 的
战 略 要 义 ，对 于 全 面 推 动 经 济
社会绿色转型、促进和推动人类
文明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范式
转型，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
践意义。

工业文明带来生态
危机，标志人类历史的根
本性变革

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
进步的根本性变革力量。文明与
蒙昧和野蛮相对，是指人类社会
发展中的进步状态，是人类社会
发展到较高级阶段的产物。由生
产力和生产工具的巨大变革导致
的社会关系的全方位变化，是一
个社会新型文明形态形成的核心
和决定性因素。基于生产方式的
阶段性特征，人类社会的文明形
态已经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
明和工业文明三个阶段。

在原始文明社会，人类几乎
完全依靠大自然赐予或以直接利
用自然物作为人的生活资料；但
火、石器、弓箭作为重要谋生工具
的出现，人类逐渐告别野蛮时代，
并形成了早期朴素的文明形态。
在农业文明社会，人类主要的生
产活动是农耕和畜牧，青铜器、陶
器和铁器的使用，特别是铁器农
具“犁”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生产

活动开始向着主动性和选择性迈
进。在工业文明社会，18 世纪中
后期以来，珍妮纺纱机和瓦特蒸
汽机的使用，掀开了英国工业革
命的大序幕，开创了机器大生产
的时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工
业革命的浪潮。

工业文明开创了“现代化”的
人类社会。从大致 18 世纪 60 年
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开创的工
业文明迄今，事实上，还不到 300
年。300 年间，工业革命大体经历
了三次工业革命。300 年间，工业
文明在它的核心价值观指导下，
发展科学技术取得一系列突破性
的重大成就，发挥作为第一生产
力的科学技术的作用，竭尽全力
发明、制造和使用更先进和更强
有力的工具，向自然进攻、向自然
索取，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斗争
中，把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转化
为物质财富，实现了世界工业化
和 现 代 化 。 马 克 思 和 恩 格 斯 指
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
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生产力还
要多，还要大。”此后一百多年来，
资本主义又经过多次调整，它创
造 的 生 产 力 比 那 时 又 不 知 还 要
多、还要大多少倍。

工业文明带来了全球性的生
态危机，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
高度紧张。马克思指出：“资本主
义生产一方面神奇地发展了社会
的生产力，但是另一方面，也表现
出它同自己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
本身是不相容的。它的历史今后
只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
史。”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全球
性金融危机爆发，在国与国、人与
人社会关系矛盾尖锐化的同时，
全球性、区域性生态危机的持续
暴发和凸显，使人与自然生态关
系的矛盾十分尖锐地呈现出来，
集中表现为全球性的环境污染、
生态系统破坏和资源短缺等综合
性、复合性问题。

如全球性的环境污染使作为
地球基本存在物的大气、水源、土
壤以及生物的物理结构和化学结
构发生变化，形成了形式各异、复
杂多变的“公害病”，以自然之力
恢复自然环境受到严峻挑战；全
球性的生态系统破坏，使山水林

田湖草沙自身系统和复合系统受
到损害，森林锐减、草地退化，湿
地减少、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
特别是生物圈受到损害、生物多
样性减少；全球性的资源短缺，使
水资源短缺、能源和矿产资源濒
临枯竭，多数依靠传统矿产资源
以及能源资源发展起来的城市急
速衰退。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
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矛盾，表示
人类历史的一次根本性变革即将
到来。

生态文明社会的到
来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新
形态

生态文明首先是对工业文明
的科学扬弃。德国大气化学家、
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芩指
出：工业文明开创了“人类世”的
概念，指出由于工业文明，已经使
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了根本性的
变化。在这里，人类对环境的影
响并不亚于大自然本身的活动，
人类活动正在成为影响和改变地
球的主导力量，今天的地球因为
工业文明的影响，已经不再是自
然的了。当今世界和中国的生态
环境问题，既有直接破坏的一面，
也有资源直接损耗的一面。特别
是由于发展理念错误，工业文明
以“一物降一物”的理念在治理污
染，如废水、废物等净化设施的生
产和建设导致的二次消耗和二次
环境污染也很严重。这些表明，
若是以工业文明的范式治理环境
污染，人类就必须正视“一物降一
物”这种机械式思维的后果。从
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要深刻认
识到，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的过程，绝不是一场简单的、机械
式 的 工 业 化 思 维 模 式 和 实 践 模
式，而是人类文明发展模式的一
场深刻革命。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进
步 的 新 形 态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
重 大 成 果 。 人 类 经 历 了 原 始 文
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
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
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的新要求。”生态文明的兴起是现
代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变革的必然

结果。20 世纪末期以来自然科学
的突飞猛进、信息技术的大范围
应用和人类对宇宙系统的无尽探
索，都极大地扩大和加深了人类
对自然界、对整个宇宙系统的认
知。新技术革命、新科技 革 命 和
全 球 产 业 变 革 ，以 清 洁 能 源 、新
能 源 、新 材 料 、生 物 能 源 等 为 代
表 的 低 碳 绿 色 能 源 再 生 再 造 再
循 环 技 术 与 产 业 ，以 细 胞 生 物
学 、基 因 工 程 、微 生 物 学 、酶 工
程 、生命起源等为代表的生命科
学、生物技术及其产业，都已经孕
育兴起、开始走向实用化，带来新
的产业革命。

同 时 我 们 必 须 深 刻 地 洞 察
到，尽管目前我们尚不能清晰界
定“数字文明”这一概念范畴的时
代 属 性 ，但 毫 无 疑 问 ，以 人 工 智
能、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为
标志，可能预示着一个以生态文
明和数字文明相结合的人类亘古
未有的新高度、新深度和新广度
为基础的社会和全人类变革。纵
观人类社会不同文明发展阶段之
生产力发展状况产业特征，不同
社会文明形态发展后一阶段与前
一阶段乃至更前阶段发展内容与
表征存在很大程度的竞合。工业
文明本身孕育了生态文明的自然
兴起。可以预见，生态文明社会
的到来，既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的客观存在，就其发展历史阶
段本身而言，又是人类社会文明
发展的较高阶段、较高形态，是人
类文明进步的新形态。

走凸显绿色底色的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的 现 代
化，将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思想
和实践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
在百年中国共产党伟大的、波澜
壮 阔 的 历 史 征 程 中 ，从“ 小 康 社
会”到“建设小康社会”再到“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从物质文明、精
神文明“两个文明”到涵盖政治文
明在内的“三个文明”，再到涵盖
生态文明和社会文明在内的“五
个文明”；从工业现代化、农业现
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
化“四个现代化”到建设“人与自
然和谐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首
倡的“生态文明”建设和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为中国文明发展之
路、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和人类文
明新形态，贡献了不可或缺、独特
壮观的生态智慧。

放 眼“ 十 四 五 ”规 划 ，以 及
2030、2050、2060 中长期和远景目
标，我们提出广泛形成绿色生产
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进一步
实现碳中和，生态环境根本好转，
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实现，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重新屹立在世界东方。这
都昭示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本质上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
明之路，是在更高阶段对工业文
明的超越和突 破 。 工 业 文 明 所
形 成 文 化 的 逻 辑 起 点 ，源 于 文
艺 复 兴 和 启 蒙 运 动 ，源 于 哥 伦
布 发 现 新 大 陆 后 演 化 出 的 人 类
与 自 然 之 间 对 立 、征 服 与 被 征
服的文化起点，决定了为地球立
法、为世界定规则的工业文明只
能是适于少数人独享的文明，决
定了地球上人与人、民族与民族
的关系，只能是一种优胜劣汰的
竞争关系。

我们走凸显绿色底色的中国
式现代化新道路，在全球范围内
高举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新形
态的大旗，将创建一种人类与自
然、消费与生产、物质与精神、国
家与国家、政治与文化之间平衡
协调的新关系，并在这种新关系
中建立一个生态化、智能化、低能
耗的全人类共享的新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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