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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命健康维度

黄　娟

摘　要：生态环境与生命健康、美丽中 国 与 健 康 中 国 是 当 前 社 会 各 界 广 泛 关 注 的 两 大 理 论 与 现 实 问 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生态文明思想的同时，提出了大量关于生命健康的 重 要 论 述，揭 示 了 生 态 环 境 与 生 命 健

康的深层关系。论文基于人民生命健康的维度梳理解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 想，主 要 包 括 人 与 自 然 是 生 命 共 同

体、绿色是生命与健康的象征、良好生态环境是健康的基础、营 造 绿 色 安 全 的 健 康 环 境、像 对 待 生 命 一 样 对

待生态环境以及坚持人民生命健康安全至上。旨在为深化习近平生态文 明 思 想 研 究、推 动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实 现

新进步、促进 “十四五”环境与健康工作、统筹美丽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等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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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与生命健康、美丽中国与健康中国是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两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民生命健康与自然生态环境及其两者关系，多次要求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放在优先战略位置，多次强调重点解决影响人民生命健康的生态环境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包含了丰富的生命健康内容，习近平健康中国论述蕴含着大量的生态文明思想，迫切需要学者

们将两者结合起来开展交叉研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学术界高度关注和重点研究的时代课题，
学者们围绕该思想进行了诸多研究并形成了大量成果，但基于人民生命健康的维度开展研究的成果

鲜见。本文试图从人民生命健康的六个方面梳理解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对深入研究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促进 “十四五”环境与健康工作，统筹美丽中国与健

康中国建设，以及共建共享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和地球生命共同体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这里的人是指整个人类，
自然是指与人类相对应的山水林田湖草等元素，生命包括了人类生命和自然生命，共同体是指各种

生命构成同一个有机体。习近平总书记用 “命脉”将人与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元素连在一起，“人

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 的 命 脉 在 山，山 的 命 脉 在 土，土 的 命 脉 在 林 和 草”［１］（Ｐ１２）。与 此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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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他多次提到 “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大自然是包括人在内一切生物的摇

篮”［１］（Ｐ２２５、２７５），即大自然是地球上各种生命之母，人类也是自然界中众多 生命之一。人与自然是生

命共同体是指：人与自然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人与自然共同组成生命有机系统，人的生

命与自然生命构成一个共同体，“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新

理念，摒弃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赋予了自然与人类同等的地位和价值，揭示了人与自

然互为生命的本质关系，开辟了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思路，找到了解决当今生态环境问题

的新方法。既然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那么保护人的生命必须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坚

持人的生命与自然生命的辩证统一：既要科学认识人因自然而生的道理，坚持自然优先生态优先，
也要正确认识自然因人而生的道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坚持自然优先生态优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

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１］（Ｐ１３５）。这一论述大致包含三层意思：一是人类是自然发展的产物，
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类生命的来源，人的生命来自于大自然；二是自然是人类生产生

活的基础，给人类提供了生产生活资料来源，为人类提供生态、物 质、精 神 等 产 品，满 足 人 类 生

态、物质、精神等生命需要；三是人可以因自然而生，人也可能因自然而亡，即自然生命决定人类

生命，人的生命取决于自然生命。这意味着，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虽然人类可以影响和改变

自然界，但自然界对于人具有根本性意义：自然界没有人类照样可以存在，但人类离开自然界则无

法生存。从这一意义上说，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但自然与人不是生命共同体。到目前为止地球

是人类唯一的家园，是迄今为止适合人类 生 存 的 唯 一 星 球，在 可 知 的 未 来 人 类 只 能 生 活 在 地 球 之

上。这就决定了，人类可以利用、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因而决不能凌驾于自然

之上。“大自然孕育抚养了人类，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不尊重

自然，违背自然规律，只会遭到自然报复。自然遭到系统性破坏，人类生存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１］（Ｐ２７５）因此，要保护人类生命、确保人类生存必须坚持自然优先生态优先。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是因自然而生，自然也因人而生。人类与自然界的动植物不同，是

有意识和主观能动性的高级动物，不只是被动地接受自然界的制约，而是推动自然变化发展的重要

力量。今天的自然界早已不是原来的自然界，虽然各种自然力量可以影响乃至威胁自然生命，但人

类才是改变生态环境、自然生命的根本力量，更是改善生态环境、恢复自然生命的主导力量。我们

要确保人类生命的永续存在，就必须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和谐共生，
“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１］（Ｐ１２）。坚持系统

治理：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体，保护生态环境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要按

照生态系统内在规律统筹自然生态要素，维护生态平衡推动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坚持源头治

理：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问题，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

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１］（Ｐ２８２），形成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是解决我国生态环

境问题的根本途径。坚持综合治理：治理生态环境不可能依靠一种手段和方法，“需要综合运用行

政、市场、法治、科技等多种手段”［１］（Ｐ２０），防止畸重畸轻、单兵突进、顾此失彼。坚持协同治理：
协同推进美丽城市、小镇与乡村建设，美丽东部、中部和西部建设，以 及美 丽中 国 与 美 丽 世 界 建

设，“共同保护不可替代的地球家园，共同医治生态环境的累累伤痕，共同营造和谐宜居的人类家

园，让自然生态休养生息，让人人都享有绿水青山”［１］（Ｐ９４）。

二、绿色是生命和健康的象征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大自然是人类生命之母，而绿色是大自然的 底 色，象 征 了 生 命 和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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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代表了生机和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是生命的象征、大自然的底色，更是美好生活

的基础、人民群众的期 盼。”［１］（Ｐ１５）因 此，我 们 常 常 称 美 好 家 园 为 绿 色 家 园、美 丽 中 国 为 绿 色 中 国、
生态文明为绿色文明。作为绿色的典型代表，森林不仅是各种动植物的生命之地，而且 “森林是水

库、钱库、粮库”［２］，带给人类生命和健康：森林是天然氧吧，具有绿肺效应；天然净化器，吸收

有毒气体；天然空调器，可以调节气候；天然吸尘器，可 以 减 少 尘 埃；天 然 消 声 器，可 以 减 除 噪

音；天然净水器，可以减轻水污染。并且，森林可以美化环境，使人赏心悦目。可见，森林在人与

自然生命共同体中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和重要资源，是人类生

存发展的重要生态保障。不可想象，没有森林，地球和人类会是什么样子。”［１］（Ｐ２５）没有了绿色和森

林，地球必将失去生机，人类必将无法生存。由此，建设绿色家园、美丽家园就成为全人类的共同

梦想，打造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就成为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

重视植树造林、国土绿化工作，十年来每年植树节都主持植树造林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美丽中

国就是要使祖国大好河山都健康，使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都健康”［１］（Ｐ２７３）。植树造林、绿化国土是我

们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进而保护人类生命健康的必然选择。
植树造林保护祖国河山健康。林草兴则生态兴，森林和草原对国家生态安全具有基础性、战略

性作用［２］。植树造林是实现天蓝、地绿、水净的重要途径，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是推进国土绿化的有

效途径。我国多年来植树造林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四十年来，我国森林面积、森林蓄积分别增长

一倍左右，人工林面积居全球第一，我国对全球植被增量的贡献比例居世界首位”［１］（Ｐ７３）。森林覆盖

率已由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的１２％提升到现在的２３．０４％［３］。我国绿色版图不断扩展，根据美国航天

局卫星数据，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间全球新增绿化面积中约四分之一来自中国［１］（Ｐ２８０）。然而，我国总体上

仍然是一个缺林少绿、生态脆弱的国家：目前森林覆盖率低于全球３２％的平均水平，人均森林面

积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１／４［３］。“我国生态欠账依然很大，缺林少绿、生态脆弱仍是一个需要下大

力气解决的问题。”［１］（Ｐ７３）我们必须牢固树立绿色意识，发挥全民绿化的制度优势，弘扬塞罕坝精神、
右玉精神、三北精神、六老汉精神；坚持保护优先、自然修复为主，坚持数量和质量并重、质量优

先，坚持封山育林、人工造林并举；“坚持科学绿化、规划引领、因地制宜，走科学、生态、节俭

的绿化发展之路”，“不断扩大森林面积，提高森林质量，不断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１］（Ｐ７２）；
全面深入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加大人工造林的力度，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加强重点林业 工 程 建

设，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推动国土绿化高质量发展等等，目的

是让中华大地生态环境更优美、祖国河山充满生机和活力。
植树造林保护中华民族健康。森林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生态保障，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是

最普惠的民生工程，也是确保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生命健康的重大举措。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四十

多年来，“祖国大地绿色越来越多，城乡人居环境越来越美”［１］（Ｐ２７２）。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

推进义务植树和国土绿化行动，植树造林和国土绿化工作取得巨大成就，逐步实现了四季常绿、季

季有花，城市、小镇与乡村人居环境不断改善，绿色中国、美丽中国正在不断变为现实，为保护广

大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确保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相对于人民群众对良

好环境的期盼，我国森林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不够”［１］（Ｐ７０）。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绿色环

境、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需要，必须广泛深入开展义务植树和国土绿化行动，不断扩大城乡绿色生

态空间，持续推进森林城市、森林小镇和森林乡村建设；发扬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精神，多种树、
种好树、管好树，让大地山川绿起来，让人民群众生活环境美起来［１］（Ｐ１４３）；广大党员干部带头义务

植树，呵护好我们的地球家园，守护好祖国的绿水青山，让人民过上高品质生活［１］（Ｐ２７３）；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之以恒开展国土绿化，不刻意追求奇花异草、名贵树木，真正做到为人民

种树，为群众造福［１］（Ｐ２４８）。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不只是为了绿化环境、美化生态，而且是为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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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群众同美丽环境融为一体，为了子孙后代生活在优美生态环境中，为了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都能健

康永续发展。

三、良好生态环境是健康的基础

在自然是人类生命之母、绿色代表生命和健康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良好生态环

境是人类健康的基础和保障的重要观点，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根据世界卫

生组织研究发现：在影响人类健康的因素中，生物学因素占１５％，环境因素占１７％ （自然环境占

７％，社会环境占１０％），医疗服务占８％，行为与生活方式占６０％［４］（Ｐ１１），自然环境是影响健康的

主要因素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历

史的新高度，这是因为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最为基础的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健康

的基础”［５］（Ｐ３７２），“绿水青山不仅是金山银山，也是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保障”［１］（Ｐ１４８）。这里所说的健康

不仅仅指身体健康，而是涵盖了躯体健康、心理健康及社会适应良好等内容，良好生态环境主要包含

了清新空气、洁净的水、放心食物、宜居环境等自然元素。良好生态环境是人类健康的根本基础和人

民健康的重要保障，可以进一步理解为，清新空气、洁净的水、放心食物、宜居环境等良好生态环境

是人类健康的基础和人民健康的保障。鉴于良好生态环境对人民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的极端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将建设健康环境与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发展健康产业一起确

立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五大任务，根本目的是要通过建设健康环境保障我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心健康。
良好生态环境是身体健康的基础。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生命寿命长短与生态环境 状 况 密 切 相

关。离开了水、空气、土地等生命元素，人类将无法生存。缺少了健康的水、空气和土地，人类无

法健康生活。其中，清新的空气是人类生命健康的根本保证，洁净的水是人民生命与健康之源，干

净的土壤直接影响人民生命健康，此外，森林绿地、湖泊湿地、适宜气候、生物多样性等也是影响

人民生命健康的主要因素，而且森林、植物、鲜花、动物等元素具有治疗疾病以及保健作用等。进

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蓝天白云重新展现，绿色版图不断扩展，绿

色经济加快发展，能耗物耗不断降低，浓烟重霾有效抑制，黑臭水体明显减少，城 乡 环 境 更 加 宜

居，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１］（Ｐ２８０），有力促进了我国人民生命健康水平的不断提升，为人民

生命健康安全提供了良好基础和重要保障。由于生态环境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人类生存最基

础的条件，因此，呼吸上清洁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生活在宜居环境中，既是为

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也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需要。相对于人的生存来说，生命健康安全需要远比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更为迫切。为此，我们

应 “动员全社会力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建美丽中国，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
生命之美、生活之美”［１］（Ｐ２２５）。

良好生态环境是心理健康的保障。躯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密切相关，“对健康的理解不能只限于

生理方面，心理健康同样重要”［６］。而人的精神世界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深受

自然环境影响。生态心理学认为，自然环境无时无刻不在滋养着人们的心灵，促进人们的心理趋向

纯净、甜美和完善；倡导森林、荒野、园艺等生态疗法来治愈心理疾病，促使人的心理不断走向成

熟、完善和健全［７］（Ｐ２３２－２３５）。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良好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心理健康价值和作用：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惠普的民生福祉，绿水青山是

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山峦层林尽染，平原蓝绿交融，城乡鸟语花香”的自然美景带给人们

美的享受［１］（Ｐ２３０）。“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坚决向污染宣战，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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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措施之实、力度之大、成效之明显都是前所未有的，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显著增强。”［１］（Ｐ２００）进入 “十四五”时期和新发展阶段，我们应继续打好打赢蓝天保卫战，基本消

除重污染天气，还老百姓蓝天白云、繁星闪烁；基本消灭城市黑臭水体，还给老百姓清水绿岸、鱼

翔浅底的景象；基本解决农村的垃圾、污水、厕所问题，打造美丽乡村为老百姓留住鸟语花香田园

风光；多谋多干保护生态环境的好事，让群众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让自然生态美景

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１］（Ｐ１０－１８）。总之，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维持地球生态整

体平衡，必将促进人民心理平衡、心理健康。

四、营造绿色安全的健康环境

良好生态环境是人类健康的基础和保障，而恶劣生态环境是人类各种疾病之源。现代医学研究

发现，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影响人类身心健康，很多疾病和健康问题都因环境污染而起。习近平总书

记高度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健康影响，早期关心的是空气、水和 土 壤污 染 及 其 健 康 威 胁，２０１３
年他在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要求，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集中力量

优先解决 好 细 颗 粒 物、饮 用 水、土 壤、重 金 属、化 学 品 等 损 害 群 众 健 康 的 突 出 环 境 问 题［１］（Ｐ３３）。

２０１６年，他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指出：“从健康环境看，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以及食品药品安

全、饮水安全、职业安全等问题比较突出，生产安全事故屡有发生。”［６］这时除了关心原来生态环境

与健康问题外，还关注了职业安全、生产安全及其健康影响。２０１８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

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当前，重污染天气、黑臭水体、垃圾围城、农村环境已成为民心之痛、民

生之患，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好这些问题”［１］（Ｐ１６），这时重点关注城市

空气污染、黑臭水体、垃圾围城以及农村环境问题及其影响。针对不同时期的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健

康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 “营造绿色安全的健康环境”［６］，要求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

出环境问题，积极营造绿色健康的生产环境和生活环境，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态环境、生产环

境和生活环境，并将之确立为生态文明建设和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任务。
重点建设绿色健康生态环境。空气、水、土壤污染是不容忽视的重大健康危险因素，我们必须

重点解决损害人民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建设

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生态环境问题，其中不少环境问题影响甚至严重影响群众健

康。老百姓长 期 呼 吸 污 浊 的 空 气、吃 带 有 污 染 物 的 农 产 品、喝 不 干 净 的 水，怎 么 会 有 健 康 的 体

魄？”［１］（Ｐ１４８）其中，雾霾容易引发呼吸系统疾 病、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癌症高发与水污染关系密切，
水污染还会引起各种消化系统疾病；耕地重金属污染威胁老百姓吃住安全，先后引发了血铅儿童和

毒大米等事件。环境污染不仅威胁人民身体健康，而且还会影响心理健康与幸福感受。“对人的生

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替代的。你挣到

了钱，但空气、饮用水都不合格，哪有什 么 幸 福 可 言。”［１］（Ｐ２６－２７）如 果 经 济 发 展 了，但 生 态 破 坏 了、
环境恶化了，大家整天生活在雾霾中，吃不到安全的食品，喝不到洁净的水，呼 吸 不 到 新 鲜 的 空

气，居住不到宜居的环境，这样的现代化不是人民希望的［１］（Ｐ１６８）。因此，“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

烈的突出环境问 题，既 是 改 善 环 境 民 生 的 迫 切 需 要，也 是 加 强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的 当 务 之 急”［１］（Ｐ２２８）。
具体包括重点打赢蓝天保卫战，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确保人民呼吸上清新空气，增强人民蓝天幸

福感；全面加强水源涵养和水质保护，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确保城乡居民喝上清洁安

全的水；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和修复，有效管控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着力解决土壤污

染农产品安全和人居环境健康两大突出问题”［１］（Ｐ１７４），以确保老百姓吃得放心、住得安心。
营造绿色健康生产生活环境。习近平总书记不仅高度关注环境污染及其健康影响，而且针对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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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环境问题及其健康影响，多次提出改善城乡居民生产生活条件，要求为人民群众创造优美生产生

活环境。营造绿色健康生产环境：目前，我国职业安全问题比较突出、生产安全事故屡有发生，“工
作场所接触各类危害因素引发的职业健康问题依然严重，职业病防治形势严峻、复杂，新的职业健康

危害因素 不 断 出 现，疾 病 和 工 作 压 力 导 致 的 生 理、心 理 等 问 题 已 成 为 亟 待 应 对 的 职 业 健 康 新 挑

战”［８］（Ｐ１０９）。我们的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健康为代价，必须有效遏制重特大职业生产安全事故，
“要牢 固 树 立 安 全 发 展 理 念，健 全 公 共 安 全 体 系，加 强 安 全 生 产 工 作，推 进 职 业 病 危 害 源 头 治

理”［１］（Ｐ１４９），企业等用人单位应当充分考虑劳动者的生命安全与健康诉求，为广大职工提供绿色环保、
清洁卫生、舒适优美的工作环境，努力减少公共安全事件对人民生命健康的威胁。打造绿色健康生活

环境：人民群众天天生活在环境之中，对宜居生活环境的期待越来越高。城乡工作应把创造优良人居

环境作为中心目标，将健康融入城乡规划、建设、治理全过程，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持续开

展城乡环境卫生行动，“抓紧解决城市黑臭水体、垃圾处理、工矿企业污染、机动车排放污染等城市

环境突出问题。要全面开展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厕所革命、村容村貌提升等工作，推动农村人居环境

明显改善”［１］（Ｐ５３－５４）。而且要统筹建设美丽城乡与健康城乡，协同治理城乡环境卫生问题，将更多城乡

建成健康、宜居、美丽家园，让我国人民生活在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优美环境中。

五、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人类是因为自然而生、绿色是生命健康的象征、生态环境是人类健康基础，这些观点的核心思

想是说，人的生命健康受制于自然生态环境。但人类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特殊动物，不同时期对待

自然的态度和方式不尽相同，不同的自然态度和方式必然影响自然，而自然又会反过来影响人类生

命健康。众所周知，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方式是征服、掠夺、破坏自

然，结果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断，招致自然界对人类生命和健康的无情报复。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上个世纪发生在西方国家的 “世界八大公害事件”对生态环境和公众生活造成了巨大

影响［１］（Ｐ１３３－１３４）：一是伦敦烟雾事件，１９５２年１２月首次暴发的短短几天内，致死人数高达四千，随

后两个月内又有近八千人死于呼吸系统疾病；二是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先后导致近千人死亡、
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市民患上红眼病；三是日本水俣病事件，因工厂把含有甲基汞的废水直接排放到

水俣湾中，人食用受污染的鱼和贝类后患上极为痛苦的汞中毒病，患者近千人，受威胁者多达二万

人。他还提到美国作家蕾切尔·卡森的 《寂静的春天》，该书主要描述化学农药对人与自然生命共

同体的伤害，首先造成水、土壤等环境污染，进而导致动植物的大量死亡，最后严重威胁人的生命

与健康。这些典型案例说明一个道理：人类伤害自然生态环境最终伤及的是人类生命，人类破坏自

然生态环境最后报复的是人类健康。
针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对工人阶级的生命健康威胁，恩格斯在 《英国工人

阶级的状况》、马克思在 《资本论》等著作中都给予了无情揭露和深刻批判。恩格斯早就指出：我

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 的 胜 利，对 于 每 一 次 这 样 的 胜 利，自 然 界 都 对 我 们 进 行 了 报

复。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并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提出 “无序开 发、粗 暴 掠

夺，人类定会遭 到 大 自 然 的 无 情 报 复；合 理 利 用、友 好 保 护，人 类 必 将 获 得 大 自 然 的 慷 慨 回

报”［１］（Ｐ２３０－２３１）。无论是大自然对人类的回报，还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最根本的是体现在对人类

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的深刻影响上：当人类善待自然、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时，人的生命

健康安全就能得以有效保障；当人类掠夺自然、污染生态环境、破坏生态文明时，人的生命健康安

全必然受到严重威胁。历史经验再三告诫我们，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人类文明，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才是人类文明发展新方向。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代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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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需要人类调整并转变对待自然的态度与行为，形成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

态度和方式，这也是确保人类生存和发展、保护人民生命和健康的必然要求。
进入新时代以来，全社会逐步形成了尊重、顺应、保护自然的基本共识。然而，人类的本性与

特性决定了，只是为了自然生态环境去尊重、顺应、保护自然往往动力不足，只有为了人民生命健

康去尊重、顺应、保护自然才会产生强大动力。这是因为，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是古今中外人类的

共同追求，“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人命之重，有贵千金’”［６］。正因为如此，在尊重、顺应、保护自

然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要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

环境”［１］（Ｐ８８）。这里的眼睛是指人的眼睛，生命是指人的生命。这一论述的真正含义是说，要像保护

人的眼睛一样保护自然生态环境，要像对待人的生命一样对待自然生态环境，要将自然生态环境当

作人的生命一样对待，要像人的生命一样尊重、顺应、保护自然，这是尊重、顺应、保护自然的人

性化表达。显而易见，与善待自然界的生态环境相比，人类更愿意善待自己的眼睛和生命。只有当

人类养成对待自然的绿色态度和方式，即像保护人的生命健康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珍视人的生命

健康一样珍视生态环境，人们才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实现美

丽中国现代化强国梦，共同建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六、坚持人民生命健康安全至上

要像对待人的生命健康一样对待生态环境，需要我们深刻认识人的生命健康的极端重要性。习

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民生命健康问题，认为生命只有一次，失去不能重来，健康是人民幸福生活

最重要的指标，身体健康是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都离

不开健康”［９］。而人的生命健康深受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利用自然的

能力不断提高，但过度开发也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迫使野生动物迁徙，增加野生动物体内病原的

扩散传播。新世纪以来，从非典到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埃博拉 病 毒，再 到 这 次 新 冠 肺 炎 疫

情，全球新发传染病频率明显升高。只有更好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维护生态系统平衡，才能守护

人类健康”［１］（Ｐ２４９）。这一论述告诉我们，破坏生态环境必然威胁人民生命健康，守护人民生命健康

必须建设生态文明。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 放 在 第 一 位，并 要 求 将 人 民 健 康 融 入 所 有 政 策、各 项 工 作 坚 持 “为 人 民 健 康 服

务”［１０］（Ｐ３６６）。这意味着，人民健康也需融入生态文明建设中，建设生态文明要坚持 “为人民健康服

务”，即坚持人民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至上，以保护人民群众生命权、健康权为重。只有坚持人民

生命健康安全至上，才能像对待人的生命健康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才能强有力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

设，才能有效避免传染病等环境性疾病侵害，才能守护好人的生命、保护好人民健康。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生命健康安全至上，生态文明建设地

位不断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成效不断显现，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得到极大保障，相应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得到极大提升。“十四五”时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新发展阶段实现美丽现

代化强国梦，不仅仅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且更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生命

健康安全需要，一定意义上说，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实质是生命健康安全需要。这就需要我们坚持

把人民生命健康放在生态文明建设优先地位，把人民生命健康确立为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标准，把保

障人民生命健康作为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目标，将人民生命健康融入生态文明建设规划、政策、制度

等各个方面。具体来说，我们要系统评估现有生态文明规划和政策以及重大工程项目的健康影响，
将人民生命健康融入生态文明建设各项规划与政策中，并研究制定切实可行、操作性强的相关配套

政策；要 “建立健全环境与健康监测、调查、风险评估制度”［１］（Ｐ１４８），开展重点区域、流域、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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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健康调查和评估，在此基础上形成环境与健康管理制度和监督体系；建立以保障人民生命健

康为核心的环境政策体系、标准体系和技术体系，在重点污染单位确定、环境监测指标设置、生态

环境影响评价、生态功能区划分、排污许可设置等方面优先考虑人民生命健康与安全需要等。
相对于为了生态环境去保护生态环境、为了生态文明去建设生态文明，坚持人民 生 命 健 康 至

上、从人民生命健康出发将为我国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满足人民生命健康需要

提供强大动力。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新进步是 “十四五”时期重要目标，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

代化是新发展阶段的奋斗目标，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我们坚持人民生命健康安全至上，“坚持生态惠

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１］（Ｐ１１），根据人 民 生 命 健 康 需 要 确 定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工 作。就 具 体 工 作 而

言，要紧紧抓住威胁群众健康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打好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更高期盼；紧密结合人民群众绿色家园、美

丽家园新需求，广泛开展义务植树活动，深入推进国土绿化行动，推动植树造林、国土绿化高质量

绿色发展；根据广大劳动者职业健康和生产安全需要不断改善职业环境、加强安全生产，根据人民

群众在宜居环境中生活需要深入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根据人民在优美生态环境下生产生活

需要净化绿化美化生产生活环境；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

统退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重大风 险，保 护 生 物 多 样 性 才 能 维 护 地 球 家 园、促 进 人 类 可 持 续 发

展［１］（Ｐ２６０、２９１）。总之，只有为了人民生命健康才能更好保护生态环境健康，只有保护祖国大好河山健

康才能保证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健康。

七、结　语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可以从不同视角梳理解读与分析研究，人民生命健康维度

无疑是一个新角度。通过上述研究不难发现，生命健康维度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涵丰富，而且

内涵之间有着很强的内在逻辑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第一，高度重视生命健康维度的习近 平生 态 文明 思 想研 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立 意 高 大 深

远、内涵极为丰富，既要继续加强加深整体性、系统性研究，也要广泛开展多视角、多维度研究。
鉴于人民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的极端重要性，迫切需要从人民生命健康维度展开研究，这是研究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新视野。本文是从人民生命健康维度研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初步尝试，尽

管保护自然生命健康最终是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但类似问题尚需学术界展开深入思考与研究。
第二，生命健康维度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涵丰富。其中，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包括自

然是生命之母、人是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是生命健康的象征，包括森林是绿色的

代表、林草兴则生态兴、生态兴则人类兴；良好生态环境是健康的基础，包括良好生态环境是身体

健康的根本基础、心理健康的重要保障、幸福生活的主要内容；营造绿色安全的健康环境，包括建

设绿色健康生态环境、营造绿色健康的生产环境、打造绿色健康的宜居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

生态环境，即像对待人的生命健康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健康一样尊重、顺应和 保 护 自

然；坚持人民生命健康安全至上，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坚持为人民生命健康服务，人民生命健康融入

生态文明建设各项工作中。
第三，生命健康维度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很强逻辑性。确保人民生命健康安全是核心，促

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是主题。具体包括：一是生命共同体论、绿色生命健康论，主要是说自然是人

类生命之源、绿色是生命健康象征，这是新时代建设生态文明保护人民生命健康的动因与意义。二是

环境健康基础论、健康环境建设论，是说建设绿色健康生态环境与生产生活环境是新时代建设生态文

明保护人民生命健康的重点与任务。三是对待自然生命论、生命健康至上论，是说要像对待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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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一样、坚持人民生命健康安全至上是新时代建设生态文明保护人民生命健康的关键和动力。
第四，生命健康维度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一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环境

与健康思想，继承与创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环境健康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重要内容，尤其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和核心所在。二是指导 “十四五”环境与健

康工作、促进人民健康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统筹推进美丽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以及实现生态文

明建设新进步的行动指南。三是可以为世界各国科学处理环境与健康问题、打造绿色健康生态生产

生活环境，以及共商共建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地球生命共同体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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