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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共产党宣言》中的“绿色”伟力
———兼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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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奠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红色”《共产党宣言》，在肯定资本的正面

作用的同时深刻揭示了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在追求社会正义与生态正义的互

动耦合中建构了未来社会美好图景，其中还蕴含着深邃的“绿色”生态洞见。作

为２１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所内蕴的生态文明思想，正是“红色”《共产党宣言》的“绿色”续篇，不仅提出

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新生产力论，还把社会正义和生态正义统筹起

来，嵌入到从新时代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伟大征程中，为开辟人类文明

新境界提供了中国方案，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指明了方向、规划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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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第一

部分“资产者和无产者”中，马克思恩格斯基于

唯物史观，客观理性地肯定了资本和资产阶级

的正面作用，写下了诸如“比过去一切世代创

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１］３６这样的醒目金句。

正是断章取义地抓住了这一点，当代英国社会

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英国马克思主义左翼批

评者特德·本顿、法国生态社会主义学者迈克

尔·洛维等就“证据确凿”地认为马克思是一

位“唯生产力论”的普罗米修斯主义者。在他

们看来，尽管马克思很伟大，但因其始终高扬生

产力大旗，强调利用人的力量不断突破自然的

限制以期释放人的主体性，既缺乏对蕴含着强

大生产力属性的资本逻辑的深刻生态批判，又

没有揭露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所以马克思阙

如生态思考，甚至成为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

果真如此吗？奠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

“红色”《宣言》，难道真是马克思本人讴歌生产

力力量而贬低自然界的“宣言书”了吗？事实

上，“《宣言》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从

未进行过系统论述的问题”［２］。有鉴于此，本

文拟探讨《宣言》中的深邃生态洞见，为作为

“千年第一思想家”的马克思作合理辩护，并希

冀从经典作家那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建设找寻科学智慧和真理力量。

　　一、《宣言》在肯定资本正面作用的

同时，深刻揭示出生态问题的制度根源

　　资本和资本主义是马克思毕生的“敌人”，

资本批判是其本人终其一生所从事的主要事

业。同时，马克思是一位坚持科学精神和真理

品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他并没有简单笼统地

从感情上把资本和资产阶级“一棍子打死”，而

是从历史演进的宏大视野上理性看待资本逻辑

的二重性，并在客观肯定资本正面作用的同时，

深刻揭露了资本逻辑所导致的生态负效应。

１．资本的正面作用：“比过去一切世代创

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

其一，资本为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奠定了基

础。《宣言》第一部分毫不避讳地写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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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生产力还要

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仿

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

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

生产力呢？”［１］３６在这段话中，资本主义的正面

作用已跃然纸上。不难看出，尽管作为无产阶

级革命导师的马克思十分憎恨给工人生产生活

带来深重灾难的资本主义制度，但他站在人类

历史进程的全局，肯定了资本主义对生产力发

展的重大推动作用，“因为财富本身就是一种

诱惑”［３］。事实上，马克思在不同场合多次强

调资本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手段，正可谓“发

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

在理由”［４］２８８。可以说，自从资本主义诞生以

来，无论是微观的电报使用、铁路轮船、化工在

农业中的应用，还是宏观意义上的自然力的征

服、人口的增加、整个世界市场的形成，在很大

程度上都是资本物化的生产力属性得以空前释

放的结果，“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

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

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１］３５。这是

资本正面作用的集中体现，它催生了人类历史

上空前的巨大生产力。

其二，资本为新社会的出现创造了历史条

件。相较于过去腐朽无能的封建阶级，《宣言》

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

革命的作用”［１］３３，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的确立，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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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

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

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１］３５，民族史将逐步嬗变

为世界史。这种嬗变是以资本的文明作用为前

提和基础的。“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

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

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

作用。”［５］９０不难理解，“资本的文明作用”是马

克思基于资本主导的社会关系，在当时的情况

下对生产力发展所起到的正面引领作用而作出

的深刻判断。资本创造文明的逻辑正是承载在

“全面祛魅自然界”和“人的主体性得到空前释

放”这两个层面之上的。此时，资本主导的生

产方式实现了对自然界的“普遍占有”，对人类

文明形态的更替发挥了不可或缺的物化作用。

相较于以往的奴隶制和农奴制，它“更有利于

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

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４］９２７。后

来，在《资本论》第３卷中，马克思通过把资本

主义社会同以前的其他社会形态相比，站在更

高的平台上明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文明的

一面。这与《宣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

能量效应的客观肯定是一致的。

另外，《宣言》还从推动城镇化进程的角度

肯定了资本主义的正面作用：“它创立了巨大

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

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

状态。”［１］３６这种有助于促进人的解放的“农村

生活的愚昧状态”的摆脱，依靠的正是社会分

工的日益精细和城乡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作为

一种社会关系的“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

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关系”［５］７０，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天然的优势。这种生

产是以社会化、标准化和批量化的机器大工业

为主轴的规模生产，可以说，在此之前还没有哪

一种力量能比它更加有利于激发和调动生产的

活力。因此，《宣言》客观肯定了资本在通过发

展生产力来提高人的主体性进而实现包括改变

农村愚昧状态的祛魅历程。

需要指出的是，《宣言》虽肯定了资本的正

面作用，但并不是要把资本当作目的，而仅仅是

把其当作手段。“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

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

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

人。”［１］４３马克思认为，正像取代以前的社会形

态一样，资产阶级社会自身也仅仅是历史的，因

为其生产条件孕育了社会主义的因子，其迟早

要遭到扬弃，“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

史前提的生产条件”［５］１１０。这一点也是资本正

面作用的根本所在，为未来新社会迎来曙光和

提供准备，“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

使命就完成了”［５］６９。

２．生态问题的制度根源：“它按照自己的

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

凭借“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

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

重炮。……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

创造出一个世界。”［１］３５－３６这意味着，资本家遵

循自己的利益诉求来主导世界，把自己的生产

生活方式布局到全球。由此就透射出资本逻辑

固有的“任性”：罔顾自然界的内在律令，完全

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意志来型塑包括人类在内的

整个自然界，而生态问题的制度根源正在于此。

首先，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导致不

良的生态后果。《宣言》明晰地指出，资产阶级

从不会“安分守己”，不但要对生产工具和生产

关系进行重塑，而且要“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

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１］３４。生产

革命的不间断性，构成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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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

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

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１］３４当然，资

产阶级推动生产变革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推动

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只是在客观上助推了生产

力发展，满足了社会成员的消费需求（甚至制

造和操纵了“虚假需求”），其真实目的在于利

用工人的异化劳动生产出尽可能多的剩余价

值。任何妨碍该目的实现的东西，就是资本和

资本家的敌人，所以它们要摧毁一切妨碍生产

力增长的“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５］９１。

显然，首当其冲的便是处于“公地悲剧”中的生

态环境，它根本抵挡不住资本物化一切的摧毁

力量。“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工业资本主义

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这种资本主义

往往企图毁坏它自身从中获得原材料的土地。

这种毁坏会一直循环下去，除非已经不存在土

地（包括水和空气）支撑它盘剥。”［６］显然，由此

必然导致严峻的生态后果。

其次，资产阶级的经济理性遮蔽了人类的

生态理性。《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生存和统

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

本的形成和增殖”［１］４３，并把诸如“宗教虔诚、骑

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

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１］３４。“利润之

神”成了高悬在资本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

剑”，而其他包括工人和自然界在内的一切存

在物都只不过是资本增殖的工具和手段。资本

这种特殊的社会关系除了追求发财致富而别无

他图，“也就是使自身变大或增大”［７］２２８。为了

追求最大化的利润，资本家倾向于用最小的成

本置换出最大的收益，而这正是通过剥削工人

和掠夺自然来实现的。对于资本家对工人的剥

削，马克思恩格斯有着血淋淋的控诉：“工人仅

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１］４６，他们无法企及任何

尊严，却“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揉”［８］２０５。

在掠夺自然界方面，资本家一方面罔顾自然界

内在平衡规律而疯狂地掠夺开发，另一方面又

大肆排放污染，千方百计地把破坏环境的成本

转嫁给社会来担负。结果，自然界的先在地位

和内在价值被瓦解得荡然无存。这种金钱主宰

下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先在性地位的无情贬

低［９］５２。可以说，资本的价值增殖逻辑，不但

“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１］３４，而且对自

然界与人的共生关系予以解构和颠覆。在这种

意义上，《宣言》深刻认识到了资产阶级的经济

理性已经僭越了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生态理

性，生态危机的形成与出现势在必然。

最后，资本逻辑的空间化导致生态破坏的

全球化。针对资本逻辑的横向空间扩展，《宣

言》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

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

处开发”［１］３５，最终“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

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１］３６。资本增

殖具有时空的双重性：在时间上贯穿资本运动

全过程，正可谓“资本决不是简单的关系，而是

一种过程”［７］２１４；在空间上表现为“世界的资

本”而非“地域的资本”，“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

消灭空间”［５］１６９。资本空间化不仅是资本增殖

逻辑在经济层面的横向布展，而且是资本社会

权力的空间化。帝国政治和殖民主义正是资本

社会权力空间化的典型样态，资本不但试图控

制被殖民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还大

肆掠夺其廉价的生态资源。“资产阶级日甚一

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

态”［１］３６，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本国之外寻找廉价

的原料产地和能获取高昂利润的商品销售地。

这不但造成被马克思批判的伦敦泰晤士河的严

重粪便污染，而且把污染带到了全世界，造成地

力损耗、森林消失，导致包括生态平衡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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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１］３５；来自西班

牙的大农场主为了扩增种植面积，而不计对当

地可能造成的生态后果，果断焚烧植被，留下了

一片又一片的裸露岩石［１０］。这些便是资本空

间化带来严峻生态问题的真实写照，其既带来

生产力飞跃又对自然产生巨大破坏的“矛盾历

史”被“写入了资本积累真实的地理学景观之

中”［１１］，生态问题就必然会伴随着资本的空间

拓展由一国蔓延到全球。

总之，《宣言》在客观肯定资本的正面作用

的同时犀利地揭露了导致生态问题的制度根

源。事实上，尽管生态问题在马克思那个时代

并非突出的议题，但资本主义社会始终都隐忍

着双重矛盾即经济矛盾和生态矛盾［１２］，只不过

历史阶段不同，矛盾的侧重点会发生相应转移。

“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

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

的市场。”［１］３７《宣言》无疑是深刻的，源于私有

制根源的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愈发成为资本主

义制度“被掘墓的中坚力量”，否则，就不会在

激烈的国际博弈中，耗费全人类的精力去缔结

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１９９２）、《京都

议定书》（１９９７）到《巴黎协定》（２０１６）等一系

列世界性气候约定书［１３］

　　二、《宣言》在社会正义和生态正义

互动耦合中建构未来社会

　　事实上，早在《宣言》之前的《１８４４年经济

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基于社会和生态两

个维度谋划了未来社会的美好前景，他富有激

情地写道：“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

义，等同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

义，等同于自然主义。”那时，人与自然、人与人

之间的双重矛盾将迎来双重和解，自由与必然、

个体与类等之间的冲突也将得到全面消解，

“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

种解答”［９］１８５－１８６。“这种解答”最终有赖于无产

阶级夺取政权，革除资本权力对人类和自然界

的统治和奴役。就像《宣言》所指出的：“无产

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

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

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

里。”［１］５２未来的理想社会正是在社会正义和生

态正义的互动耦合中建构起来的。

１．“红色”的社会正义：消灭私有制

在《宣言》写作和发表之前，马克思就曾对

资本主义制度作出了犀利深刻的批判：“劳动

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

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９］１５８而造成工

人如此凄惨生产生活场景的经济根源就在于资

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在资本主宰社会关系

的历史时代，社会正义的物质基座已不复存在。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

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１４］为了从根源上消

除剥削进而实现彻底的正义，《宣言》认为共产

主义的特征“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

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因为“现代的资产

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

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

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１］４５，而旨在追求社

会正义的共产主义是为绝大多数人谋福祉的。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正义图景由此被勾勒了

出来。

马克思的社会正义理想主要是通过揭露资

本家对工人惨绝人寰的严苛剥削而渐次展开

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英国伦敦《评论

家季刊》里面转引托·约·登宁《工联和罢工》

一文中的语段来描述资本的贪婪性：“资本害

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

一样”［８］８７１，从谋求百分之十的利润到谋求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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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家所使用的手段也更加残

酷和卑劣，无所不用其极。比马克思晚些时日

的德国经济学家维尔纳·桑巴特经过大量的数

据统计分析，直言不讳地揭露了早期资本家阶

层受王公贵族奢靡风气影响的罪恶现象，并指

出他们所享受的宫廷糜烂生活足以折射出整个

社会的历史原貌［１５］。与资本家贪婪和纸醉金

迷的生活形成截然对比的是，工人生存环境的

持续恶化：最基本的生存要素诸如光和空气等，

乃至连普通动物都较容易享受到的爱清洁，

“都不再是人的需要了”；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

程中，可以讲，不但是光和空气，就连工人的吃

和住这两个最基本的生存要素都受到严重的威

胁，吃的是已经传染上“斑点病的马铃薯”，住

的是臭气熏天、污染弥漫、声音噪杂的“小爱尔

兰”［９］２２５，他们蜗居在城市最糟糕的区域，“和这

个阶级的一般生活条件结合起来，就成了百病

丛生的根源”［９］４１１。根本而言，资产阶级“花在

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

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１］３８，社会正义的愿景

在资本统治的社会那里无迹可寻。

至此，就不难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

中为什么要把“消灭私有制”作为实现社会正义

的前提条件了。他们认为，为了消灭剥削和阶级

对立，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

话：消灭私有制”［１］４５，进而才可能“把资本变为

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１］４６。只有

消灭私有制，工人的生产生活境遇才能真正从

根源上得以重塑，社会正义才能落地生根。

２．“绿色”的生态正义：人与自然矛盾的

和解

《宣言》写道：“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

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

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

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

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１］３７这

里的“魔鬼”不但包括工人阶级的持续抗争、资

本主义自身固有的经济危机，而且也包括后来

逐步袭击全球的生态危机。资本家“在生产中

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

社会的地位”［１］４６。资本的抽象权力满足了资

本家阶层的贪婪，却造成了工人生产生活环境

的急剧恶化。这不但影响了劳动力的可持续性

供给，而且也蚕食着自然生态的承载力。可以

说，正是资本和资本所有者的贪婪制造了人与

自然之间“文明的阴沟”［９］２２５。要实现人与自然

的真正和解与共生，必须解构并终结资本对工

人和自然界的双重剥削。

立足于根深蒂固的资本权力，资产阶级索

性“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

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

削”［２］３４。自资本诞生以来，它“从头到脚，每个

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８］８７１。马克思对

资本作出这种最直白但充满着原则高度的批

判，直斥资本已把剥削内化到自己骨髓之中的

本性。资本为了增殖，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成

为其惯用途径，而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越多，工

人就会变得越贫困，就越会失去自己的主体性

和自为性，进而沦为资本家私人财富的工具性

存在，身陷于“抽象统治”而不能自拔。这就是

劳动的异化，工人自身的劳动成果却成了他们

正常生存发展的最大桎梏。劳动的异化又带来

了自然的异化。作为人类基础实践活动的劳

动，是人与自然交互作用进而实现新陈代谢的

媒介。但资本家正是利用工人异化了的劳动，

最大限度地从自然界中掠夺资源，肆无忌惮地

向自然界排放污染。可以说，工人从自然界中

开发的资源越多，资本家的私人财富就会跃升

越快，但相反工人就会越没有力量。

因此，只要不彻底变革资本统治的社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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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和瓦解资本通约的价值规则，生态正义就难

以实现。人类文明的最大挑战将是肇始于资本

增殖的人类自我异化（劳动异化）和世界异化

（自然异化），不解决这种源自私有制的“二重

异化”，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只能是幻想［１６］。根

本而言，《宣言》关于消灭私有制进而构建未来

社会的设想，正是对基于《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的“人与自然矛盾和解”思想的深度

阐发。

３．“红绿”耦合的未来社会：自由人联合体

《宣言》前瞻性地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

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

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

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１］５３“红绿”耦合的未来

社会，就是以“自由人联合体”的构建来实现人

与自然的完美融合。在这种联合体里，“社会

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

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在最无愧于和最

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

质变换”［４］９２８。马克思在此处强调的是，如何在

社会成员平等占有生产资料的条件下实现社会

与自然之间的合理新陈代谢，既避免自然界成

为主宰人的“最高之神”，又防止人类自私无度

地蹂躏自然界，答案就是“平等占有”“联合生

产”“最小消耗”和“共同控制”，这既契合自由

人的本性需求又不违背自然界的内在规律。

“马克思的红色思想又是与绿色观点结合在一

起的。”［１７］“红绿”耦合的社会愿景由此得以成

为可能。

要建成这种“红绿”耦合的自由人联合体，

首先要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现自然的社

会化，也就是要使社会革命与生态革命同频共

振、交融一体。多位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

会主义学者反复援引《宣言》中响彻云霄的金

典名句“消灭私有制”，来展露其对资本主义私

有制的生态批判和人类深陷生态灾难泥淖后的

未来出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站在更

高的社会形态上观之，某个人之于土地的私有

权，与一个人要自私地控制另外某个人即占有

对他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４］８７８。

自然界的私有化，意味着把自然界的所有权和

开发权完全转给了内嵌着增殖和效用双重原则

的资本。资本家为了在既定预期内收获最大利

润，必然倾向于采取最娴熟的手段来掠夺自然

界和剥削工人，根本不会去考虑所谓的生态平

衡和工人福祉，因为任何可能抬升资本成本的

行为都会被规避。《宣言》发表之后的１００多

年里尤其是迈入新世纪以来，西方世界遍地开

花的环保运动和劳工运动等，“雷声大雨点

小”，收效甚微以致无疾而终。这表明，生态正

义和社会正义的“风暴苗头”虽已显现但尚未

形成气候。单维度的“绿色”生态运动或“红

色”劳工运动都难以成为绝大多数人的普遍

抗争。

《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

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

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

的独立的运动。”［１］４２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

时代至今，一个多世纪过去了，生态问题愈发跨

越国界和意识形态而成为关涉全球人类的议

题，但它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问题或技

术问题，而是一个更高层级的“政治问题”［１３］３８，

一个关系到绝大多数人而非少数人生存或毁灭

的元问题。“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

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１］３７当下全

球范围内如火如荼进行的环保运动与传统意义

上延绵不绝的以“劳资对抗”为主题的社会运

动，若归一合流、共同发力，一起来变革资本主

义生产生活方式，人类就能不断超越资本的限

度、摆脱资本的宰制而走向普遍自由。只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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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消解人类的自我异化，另一方面消除世界

异化，才能爆发出时代最强音。这样，既能解决

关乎人类存亡的环境危机，又能消弥造成人与

人之间深层不平等的社会矛盾，实现马克思毕

生追求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真正和

解，到那时“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

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１］５０，自由人联合体必定

不再是愿景而是确证的现实。

　　三、“红色”《宣言》的２１世纪“绿
色”续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共产党宣言》是一部科学洞见人类社会

发展规律的经典著作，是一部充满斗争精神、批

判精神、革命精神的经典著作，是一部秉持人民

立场、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为全人类谋解放的经

典著作。”［１８］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宣言》穿越

时空的科学伟力、时代价值和战略意蕴的高度

评价。“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忠

实传人”［１８］，作为２１世纪卓越马克思主义者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典范的习近平，其生态

文明思想正是“红色”《宣言》的“绿色”续篇。

１．新生产力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中共十九大将“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章

程（修正案）》总纲，其重大历史意义毋庸多言。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应该遵循天人

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寻求永续发展之

路。”［１９］５４４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

个重要场合都高屋建瓴地反复要求：务必稳妥

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关系，

二者是今后工作中发挥基础作用的“车之两

轮”和“鸟之两翼”，它们要相互促进、同频共

振，决不能顾此失彼。他还强调，要“牢固树立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

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

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２０］２０９，“长江经济带

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１９］２１０。不难看出，新时代生

态文明追求的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

好的协同进步，而非偏废其一的生态至上或生

产力至上。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英明论断，实

质上反映出我们党对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

之间应该维持怎样的合理关系所持的基本态

度。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表明，忽视环境

保护而过度去搞生产力发展就是毁灭式的“竭

泽而渔”，但同时不抓生产力发展、妄谈生态保

护，也必定是空洞无物的“缘木求鱼”。正是基

于这样的发展经验，有必要对生产力的科学内

涵作出与时俱进的新概括。一方面，“我国仍

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

情没有变”，发展仍是解决当代中国重大问题

和关键难题的头把钥匙，仍需积极地大力发展

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当代发展又必须是具有

充分“含金量”的绿色发展，尤其要把生产力的

创新形态和绿色内涵贯穿到现代化经济体系之

中，积极发展自然资本，即“要坚定推进绿色发

展，推动自然资本大量增值”［１９］２１０。《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也明确指出：要“树立自然

价值和自然资本的理念”，充分认识到“保护自

然就是增值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过程，就是

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就应得到合理回报和经济

补偿”［２１］。这说明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经

济社会发展，仍需要基于发展大局而不断创新

生产力的科学内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英明论断，是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最高政治宣言和顶层设

计。习近平总书记把改善生态环境升华到等同

于发展生产力的原则高度，正是与时俱进地传

承了马克思“自然生产力也是生产力”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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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见和思想智慧。有学者认为，这一论断是对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发展［２２］，是崭新

的具有时代感的“保护生产力新理念”［２３］。总

之，我们党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是既契合社会

发展阶段所需又注重生态平衡所求的“协调统

筹论”。在“从求温饱到盼环保”已成为显性的

普遍人民诉求的新历史条件下，习近平新生产

力论巧妙解决了这样的一个世界难题，为在生

产发展、生活富裕与生态良好之间如何实现

“非零和共存”与“友好和谐共生”提供了中国

方案。

２．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正义与生态正

义有机统一的生动范例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上明确指

出，“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

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

局”［２４］５２，这种现代化是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

活、新型文明道路的呈现，“既要创造更多物质

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２４］５０。从“物

质财富”“精神财富”“美好生活”到“生态产

品”“优美生态”这些关键词，便可管窥出习近

平总书记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既是“红

色”的又是“绿色”的、既观照物质精神层面的

美好生活需要又兼顾宜居宜业维度上的优美环

境诉求，换言之，就是在新时代治国理政中把社

会正义和生态正义和谐互动、共融共生、协同推

进，“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２０］９５。

尽管历史自会开创新的道路，但最关键的

几步又总在意料之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瞻远瞩、锐

意破局，无论是在指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征程

中还是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始终把社会公

平正义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治国理政的重

要原则。就社会正义而言，以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出卷人、答卷人和阅

卷人”来明确执政逻辑、以“让人民共享人生出

彩机会”来重构利益分配格局，最终以铁腕反

腐、从严治党、净化政治生态为社会正义托底保

障。就生态正义而言，习近平总书记秉持“良

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鲜明理

念，要求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

关系，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中国，将生态环

境视为“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

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２５］，将生态环

境质量视为小康全面不全面的关键［２６］。在习

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实践中，二者同频共振、交

互一体，社会正义和生态正义统筹考量，嵌入到

新时代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伟大征程

中，不断开辟人类文明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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