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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第一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概述

一、生态与生态文明

生态：

     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的

相互关系和存在状态。

文明：

    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界

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
的表征。



    生态文明：
    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

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也是人与
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
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
更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态。

    
    生态文明的基本包括： 
    ●生态意识文明
    ●生态制度文明
    ●生态行为文明



    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包含了生态

文明的内涵：

    ●儒学：“畏天命”、 “知天命” 、“

制天命”。 

    ●道家：天、地、人“本是同根生”，天

地万物具有同源性、同律性，

    ●佛学：把自然万物看成与人类一样有感

情、有觉悟、有灵性，一样有生存权利和生
命尊严。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

——关于建设生态文明的思想

——关于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

——关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

——关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思想

——关于走文明发展道路的思想



三、中国特色社会足以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和意
义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

得重大进展。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资源

循环利用体系初步建立。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

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幅下降，主要污染物

排放总量显著减少。森林覆盖率提高，生态系

统稳定性增强，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十八大



三、中国特色社会足以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和意
义

一是“两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落实节约
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

二是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初步建立，走绿色发展、
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道路。

三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幅
下降。

四是生态稳定性增强，人居环境明显改善，从先
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转向先预防、后发
展的模式。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把污染控
制在自然自身能够恢复的限度内。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1.生态文明建设要靠制度

首先，通过制度建设才能把生态文明的理念转化

为实践。

其次，通过制度建设才能处理好生态文明建设中

的各种复杂关系。

最后，通过制度建设才能对个体的行为形成约束。



2.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要解决的问题

两个方面：

一是促进资源节约高效利用，有效保护自然和生

态环境

二是协调各个个体的行为，实现经济社会整体发

展的成本最小化或收益最大化。



第二节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一、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意义与基本目标

意义：

首先，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是影响全局的战略，

影响范围跨行政区、经济区和跨流域。

其次，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是关系长远的发展。



第二节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基本目标：

           控制开发强度，调整开发空间结构，

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

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生态和环境留下更多修

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

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第二节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需要处理的关系：

一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形成国土、人口、

产业和城镇的良好布局。

二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需要开发与保护并重，

既要合理有序开发，也要主动持续保护。

三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要求统筹开发城乡空

间、海陆空间和地上地下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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