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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我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 既是基于当前我国人口资源环境

压力、 生态环境恶化加重区域性贫困、 生态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

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需求等国情的深入分析，
也是对全球性生态危机影响各国利益、 国际环境不公平现象存

在、 良好国家形象构建需要等世情的综合考虑。 探讨这一问题，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其理论意义在于： 有助于深化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态思想及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研究； 有

助于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领域，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 有助于相关人文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其实践意

义则包括： 有助于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新的切入点，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有助于国内和谐社会的建设， 增强党的

执政认同度和公信力； 有助于形塑良好的国际形象， 为我国参与

国际分工合作， 提升综合国力、 实现中国梦提供重要保障； 有助

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为之提供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
生态文明概念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生态文明是继原

始文明、 农业文明、 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是对工

业文明的继承与超越； 狭义的生态文明则是指人类遵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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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追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同时也追求人与人、 人

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 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共性要求和个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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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两者有机统一。 其共性要求体现在对生态物质文明、 生态制

度文明、 生态意识文明等三个内在结构体系的探索追求上。 同

时， 企图仅仅通过对共性要求的落实便能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想

法显然是不现实的。 只有各个国家共同努力、 相互尊重并且探索

推进适合自身的独特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 才会产生根本的实

效， 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个性要求。 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

本国情； 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 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积极借

鉴其他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 吸收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

生态智慧构成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个性要求。
我国建设的生态文明本质上是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指导

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同时，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以及西

方文化中的生态思想也为之提供了富足的思想养分。 马克思恩格

斯生态思想的要义主要体现在： 人与自然具有统一性、 人与自然

相统一的实现形式是社会实践、 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应然制度是

共产主义。 列宁、 斯大林的思想中也闪烁着生态思想智慧。 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生态思想文献中虽然没有涉及到 “生态文明”
字样， 然而却透显着生态文明的本质与灵魂———和谐， 讲求人与

自然之间的和谐、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并且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

展作为最终目标。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态思想已经超越地域

界限， 提供了一条认识生态问题及解决生态问题的分析线索， 具

有世界意义。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则集中体现在 “天人

合一” 上。 伴随着传统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 这一

思想也亟待实现现代转换和发展。 此外， 西方理论也不可避免地

面临着理论 “民族性” “地域性” “时代性” “阶级性” 等因素

的限制， 对之必须持理性分析， 予以合理的扬弃。
历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

态思想。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生态环

境问题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在前一阶段， 由于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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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局限性， 生态环境议题处于边缘化境地； 后一阶段， 由于现实

问题的逐步凸显以及国外形势的影响， 生态环境问题开始引起党

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

集体生态实践的最大贡献是将环境保护列为了我国的基本国策，
并出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将可持续发展理念上升为国家战略， 战

略理念进一步升华。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进

一步探索， 相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理念， 将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建设定位为关系人民福祉、 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
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则进一步明确生态文

明建设战略意义及总体部署、 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 完

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 加强生态文明国际交流合作、 积极推

动生态文明理念落实到实处， 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

深入。 五代 （届） 领导集体的探索历程反映出了理论本身的共

质性、 价值取向的人本性以及理论品质的开放性等共通点。 这些

阶段性成果之间也绝非孤立的， 而是前后相继、 传承递进、 丰富

发展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理论的提出是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的最高点。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探索与实践也使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布局更加合理， 使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

善。 囿于我国后发展国家现代化历史任务以及 “发展主义” 思

想泛滥的历史局限性， 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效果与预期目标之间

还存在不小的差距。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八个

方面： 其一， 工业化进程中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尚未根本转变， 表

现有： 企业生态责任意识未能根本树立； 能源结构不合理且利用

率较低； 资源环境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 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突

出； 政府对经济行为过分干预； 投资消费关系不尽协调； 外向型

经济畸形发展。 传统经济发展方式未能实现根本转变， 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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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契合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 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

设最根本的制约因素。 其二， 生态建设管理体系不健全： 生态环

保职能分散交叉； 生态环保监管体制不畅； 基层环保管理体系缺

位； 生态建设府际合作机制不顺； 环保部门行政权力开放度不

高。 其三， 环境法制体系不完善， 主要问题有： 环境立法难以满

足需求； 环境执法偏软； 环境司法运行不良。 环境法制体系不完

善， 法律手段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出来。 其

四， 生态经济政策不成熟， 表现为： 资源和环境有偿使用制度不

健全； 生态建设财税政策不完备； 绿色金融政策处于初级阶段；
生态补偿机制乏力。 其五， 生态科技支撑不够： 科技投入强度不

高且结构不合理； 科研人员力量比较薄弱； 生态自主创新能力不

强； 生态科研成果转化率较低； 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欠缺。 其六，
国土空间结构不合理， 表现为： 行政区经济纵行； 区域经济协调

度不高； 人口与产业分布失衡； 工业化城镇化对资源环境的影响

较为严重。 其七， 生态文明意识发展不平衡， 表现为： 公众生态

文明科学知识认知度较低； 地方政府及公众生态文明建设参与度

不高。 其八， 生态文明建设国际合作机制步履维艰： 部分发达国

家对国际环保公约履约程度较低； 生态殖民主义侵扰正常国际合

作秩序； 国家主权安全与国际环保合作之间关系难以把控； 国际

环境争端解决机制呈现碎片化和软弱性。 以上八个方面是推进社

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所要着力解决之处。
走向生态文明， 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识和选择。 英

美发达国家、 日韩东亚发达国家以及金砖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经

验教训将会给我国的生态文明提供重要的参照和启迪。 这些参照

和启迪主要有： 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推动、 加强自下而上力量

的正视与引导、 积极开展国际生态合作等。 这些是各国生态文明

建设过程中的共性要求， 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要积极学习

与借鉴。 然而，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缺陷构成其生态文明进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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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 当前， 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文明

建设成绩是对资本反生态本性一定程度上的限制和对外转移生态

成本的结果。 相比之下， 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势将为中华

民族实现跨越式发展以及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浪潮提供了契

机和可能。
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首先要明确战略目标， 十

八大报告中将其归结为 “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
产业结构、 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 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

势， 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

献”， 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建设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

本与尊重自然相统一原则、 公平性与差异性相统一原则、 整体性

与渐进性相统一原则、 政府主导与多元主体协同等原则。 十八大

报告提出，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要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

突出地位， 融入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各方

面和全过程”， 这是对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明确要求，
也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策略。 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

设是一种矛盾统一的关系， 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的关键

是实现各产业和经济活动的 “绿色化”； 生态文明建设的逆向特

质决定了其建设过程需要政治文明建设的保障和引导， 重在强有

力的政策法律支撑； 生态文明建设与文化建设紧密联系， 相互促

进， 融入文化建设则是要倡导生态文化， 提高公民环境素质； 生

态文明建设融入社会建设则是要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通

过推动政府信息公开、 鼓励民间环保组织发展等途径， 充分调动

起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发挥人民群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推力

作用。 依据这一总体策略， 提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的对策建议， 主要包括： 其一， 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生态化， 主要

措施有： 正确对待资本， 树立正确的经济发展价值取向； 协同发

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 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大力推行环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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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体系， 禁止国外污染产品和污染产业进入我国； 积极引导生

态消费模式。 其二， 科学设置生态建设管理体系， 需在以下方面

努力： 强化环境保护部门职能， 逐步推进环境体制改革； 深化中

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合作机制， 构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管理体

系； 构建并践行生态文明考核体系； 开放行政权力， 实行生态治

理， 导入协商民主， 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 离清确定两套生态

环境保护管理模式； 积极建立独立的监管体制。 其三， 加强生态

法制建设， 需要： 树立生态立法理念； 完善生态环境立法体系；
进一步加强环境执法； 进一步完善环境司法。 其四， 完善生态经

济制度与政策， 措施有： 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 对各类自

然资源资产进行分类管理； 完善生态补偿政策， 建立生态补偿机

制； 完善财政引导和税收调控政策； 发展环保市场， 积极借鉴国

外经验， 推行排污权交易政策； 进一步优化绿色金融机制。 其

五， 开发应用绿色科技， 需做到： 充分发挥政府宏观管理的作

用； 进一步发挥企业在生态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 其六， 优化

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具体措施包括： 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
构建科学合理的国土功能格局， 实现陆海统筹； 积极创造条件实

现人口与产业协同集聚； 实施差异化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体系

作为配套措施。 其七， 实施生态文明教育： 确立生态文明教育内

容， 明确生态文明教育目标； 充分完善生态文明教育各主体的作

用发挥机制。 其八， 积极开展生态国际合作， 需做的努力有： 树

立正确的环境外交原则； 培养能够胜任环境外交的人才， 提高谈

判能力； 进一步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国际环境合作。 这些措施多

举联动， 有机结合， 逐步超越资本逻辑， 必将推动我国走向社会

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关键词： 马克思　 生态文明　 和谐　 可持续发展　 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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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ａ ｇｏｏ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Ｉｔ’ 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ｌｉｅｓ
ｉｎ：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ｄｅｅｐ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ｔｙ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ｄｅｅｐｅ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ｎｅｗ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ｇｏｏ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ａ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ｓ ｒｕｌｉｎｇ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ｓｈａｐｅ ａ ｇｏｏ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ｆｏｒ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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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Ｃｈｉｎａ ＇ ｓ ｄｒｅａｍ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ｉｎｇ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ｆｒｅ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ｉ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ｓ．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ｈａｓ ａ ｂｒｏａｄ ｓ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ａ
ｎａｒｒｏｗ ｓｅｎ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ｏａｄ ｓｅｎｓ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 ｎｅｗ 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ｏｗ ｓｅｎｓｅ， ｉｔ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ｍｏ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ｍａｋ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ｄ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ａｌｉｔ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ｎｌｙ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ｗｏｒｋ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ｍｕｔｕａｌ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ｔｓ
ｏｗ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ｍｏｄ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ｍａｋ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ｅ ｍｕｓｔ
ｂｅ ｇｕｉ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ａｂｓｏｒｂ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ｄｅａ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ｏｆ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ｍａ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ｒ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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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ｓ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ｉｄｅ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ｄｅａｓ ｉｎ Ｌｅｎｉ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ｌｉ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ｄｉｄｎ＇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ｓ ＂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ｈｅｒｅ ｅｘｉｓｔｓ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ｓ ｏｆ ｐｕｒｓｕ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ａｒｍｏｎ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ｍｏ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ａｌｌ－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ｇｏｅ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ｃｌｕ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ｄｅａ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ｒｅ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ｏｕｒ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ｅｖｅｒｙ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ｙ ｆａｃ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 Ｗｅ ｍｕｓｔ ｈｏｌｄ ｔｏ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ｋｅｅｐ ｔｈｅｉｒ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ａｒ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 ｃｏｒ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ｓ ｉｎｈｅｒｉ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ｒａｄｅ Ｍａｏ Ｚｅｄｏｎｇ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ｔｗｏ ｓ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ｔａｇ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ｗｅｒｅ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ｉｇｎｏｒｅｄ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ｔａｇｅ， ｔｈｅｙ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ｂｅ ｐａｉｄ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ａｗａｋｅｎ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ｍａｋ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ｄｅ ｂｙ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ｒａｄｅ Ｄｅｎｇ Ｘｉａｏｐｉｎｇ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ｉｓ ｔｏ ｌｉｓ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ｂａｓｉ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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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ｒａｄｅ Ｊｉａｎｇ Ｚｅｍｉｎ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Ｔｈｅｎ，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ｒａｄｅ Ｈｕ
Ｊｉｎｔａｏ ａ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Ｃ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ｓ ｔｈ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ｎｇ ｓｔａｇｅ． Ｔｈｉｓ ｉｓ ａｎ ｏｎｇｏ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ｗｈｉｃｈ
ｆｕｌｌｙ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 ｓ ｒｏａｄ，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ｍｍｏｎ： ｔｈｅ ｈｏｍｏｇｅｎ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ｓ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ｂｕ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ｄａ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ｌｓ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ｓ ｔｈｅ ｌａｙ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ａｓｋ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ｓ 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ｏｏｄ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ｂｉｇ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ａｋ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ｗｈｉｃｈ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ｈｅｒｉｔｉｎｇ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ｄａ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ｅｉｇｈ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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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ｙｅｔ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ｎｏｔ ｓｏｕｎｄ． Ｔｈｉｒｄ， 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ｐｅｒｆｅｃｔｅｄ．
Ｆｏｒｔ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ｎｏｔ ｍａｔｕｒｅ． Ｆｉｆｔｈ，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ｓ ａ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Ｓｉｘ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ｉｓ ｕｎ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ａｃ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ｉｓ ｌｏｗ． Ｓｅｖｅｎ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ｉｓ ｎｏｔ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Ａｎｄ ｅｉｇｈｔｈ，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ｓｏｍ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Ｔｏ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ｂｙ ｂｏｔ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ｅｒａ，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ａ “ｇｒｅｅｎ Ｎｅｗ Ｄｅａｌ”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Ｇｒｅｅ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ｔａｇ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ａ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ａｃｅ ｏｆ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ＢＲＩＣ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ｕ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
ｓｏｌｉｄ ａｎｄ ｓｔｒｏｎｇ ｔｏｐ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ｇｕｉｄｅ ｏｆ ｂｏｔｔｏｍ － ｕｐ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ｗｅ ｍｕｓｔ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ｄｒａｗ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Ｆｏｒ 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ａｓｅ
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ｔａｇｅ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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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ｆｉｒｍｌｙ ａｄｈｅｒ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ｇｉｖｉｎｇ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ｉｓｄｏ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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