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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 

为美丽中国责献“绿色智慧” 

颜 强，吴大华 

贵州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是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大部署。习近平同志指出，“贵州取得的成绩，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大踏步前进的一个缩影”，并“希望贵州的同志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守好发展和生态

两条底线”。这是对贵州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成绩的高度肯定，对贵州省加快建设生态文明、推动实现绿色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对全面提升贵州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和《贵州方案》信息含量大，内涵丰富，饱

含了贵州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充满了贵州特色与绿色智慧，本文从四大方面进行解读和把握其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 

一、牢牢把握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辩证关系 

生态与发展的关系绝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坚持“发展”与“生态”两条底线，不仅仅是要单独“发展”和保护“生

态”，更是要寻找“发展”与“生态”两者的交集，建立起一条两者和谐共生之路。要树立对“发展”和“生态”关系的科学

认知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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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经济社会发

展。克服在发展与生态上的片面认知，即发展与生态是一对矛盾体，要发展就不得不承受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代价，要保护生态

环境就必然牺牲发展的机会，从而产生完全依赖“等、靠、要”的思想。牢牢把握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就是要坚定不移地

走科学发展道路，正确地认识生态与发展的关系，理解生态价值的多元性，努力探寻“发展”与“生态”的交集，依托并发挥

生态环境、资源优势，剖新发展业态和生态资源利用模式，进一步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做到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 

二、生态文明与大生态战略的本质统一性问题 

（一）生态文明的根本属性与本质特征 

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告诉我们，人类文明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质就是自然、人、社会有机整体价值的协调与和

谐统一，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全面和谐协调，“四大生态和谐”成为人类文明与进步、经济社会

发展的历史趋势和终极价值追求。因此，和谐发展和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的根本属性与本质特征的具体体现，是生态文明时代

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全面和谐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两个方面。 

（二）大生态战略的概念与实施中的核心问题 

“大生态”是指目前人们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应该和必须达到的自然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相互和谐发展的整体运行状

态。大生态理念中涉及的自然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辩证关系，首先是经济生态运行质量和方式决定了

自然生态质量的优劣，而自然生态与经济生态的质量同时又取决于社会生态质量的优劣。 

“大生态战略”是指具有高度和强烈的“大生态”意识的决策领导机构，遵循大生态的理念，在最大空间范围内一切领域

里和成员中系统地推行符合人类发展正确规律的决策思维方式和科学运行模式，并为实现人类社会向共同和谐发展的目标而采

取的整体、统一运行的方略。因此，在“大生态战略”的实施、推行中，内在核心问题是重视和实现社会生态的和谐，此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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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特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就不会有人与社会的和谐，就不会有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就难以达到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理想状态。 

三、大生态与五大领域的融合发展辩证统一关系 

（一）大生态战略与两大战略的内在关系 

大生态战略如何实现社会生态和谐？有两个重要着力点：一是大力发展生态绿色经济，构建节约型社会，促进入与自然的

和谐；二是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减少贫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和协调好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保证人与人之间

的和谐相处。基于此逻辑，大数据、大扶贫、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相辅相成，密切相连。以大数据战略行动为引领，着力以大

数据产业为龙头，推动形成绿色产业、绿色经济、绿色增长的发展模式，必将促进入与自然的和谐；以扶贫战略行动为引领，

大力减贫，攻坚脱贫，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必将促进入与人的和谐相处。因此，省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提出，深入推进大

扶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行动，必须把三大战略行动统筹起来，才能确保取得更多实效。 

（二）大生态与五大领域的融合发展关系 

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认为，自然、人、社会有机整体的四大生态和谐发展已成为当今中国和谐协调发展的根基，是

绿色发展的灵魂。因此，建设生态文明、发展绿色经济必须贯穿于中国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发展的全过程和各个领域，不断

追求和递进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全面和谐协调。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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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大扶贫、

大数据、大旅游、大健康、大开放，五大领域已经基本覆盖了贵州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因此，贵州建设国家级生态

文明试验区，就是要做强做优大生态长板，把“生态文明”“绿色+”理念贯穿各个方面、融入所有发展，推动大生态与大扶贫、

大数据、大旅游、大健康、大开放深度融合发展，努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

环境保护双赢，实现百姓富与生态美的统一。 

四、从理念升华到制度建设再到实践检验 

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是人类发展的永恒主题。进入后工业时代，全球将向何处去？这是人类需要回答的问题。“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论断是树立生态文明观、引领中国走向绿色发展之路的理论之基，它阐明了生态环境与生产力之间的

关系，是对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发展，饱含尊重自然、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理念和发展理念，引领中国发展迈向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顶层设计逐步完善。2015 年 4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愿景、重点任务、制度体系。同年 9 月，《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出台，提出健

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制度。《贵州方案》以

打造美丽中国“贵州样板”为核心，提出了八个方面 32 项改革任务，聚焦了基础制度建设、特色试验、制度创新等几大方面，

凸显“贵州特色”，彰显“贵州绿色智慧”，强调生态文明的制度创新，注重有效制度供给，绘制了一张宏伟的蓝图。大政方

针已定，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在《贵州方案》的指导下，贵州人民撸起袖子，苦干实干加油干，国家级生态文明试验区必将建

成较为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形成一批可在全国复制推广的重大制度成果，为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色发展、建设美

丽中国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