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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

“人与自然共生”,这是在考虑我国国情基础上创新

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新理念,与过去的“共存” “和
谐”有实质性差异。 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人类

活动对水、土、气、生(生物)等生态环境构成了较大

的胁迫和危害。 考虑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以及问题

的严重性,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就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号召,并不断提高其政治

站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生态红线、三区三限、国土

空间管控、环保督察、污染攻坚、绿盾行动等全面推

进。 这些工作对保护生态环境起到很大的作用,效
果也逐步显现。 目前,随着生态环境保护监管工作

的深化,一些地方经济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他们,对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开始出现抵触情绪;而一些地方

又片面抓生态环境保护,将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和生

态环境保护完全对立起来。 这种非此即彼,不顾人

类福祉和切身利益的做法很不科学。
要兼顾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需要深刻理解

“人与自然共生”的科学内涵。 笔者认为应该从如

下几方面协调发展与保护的关系:
一是坚持系统理念。 这里的系统不是小的社

会经济系统或森林草原生态系统等,而是将人及

其生产生活活动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

分,纳入地球生态系统考虑。 社会经济发展评价

中的生态环境和资源成本的绿色 GDP 等指标,就
是将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全面衡

量发展水平和质量。 反过来,从生态系统角度出

发,将人类作为自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大

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循环规律,科学谋划其发展

模式,将更有助于协调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 “山

水林田湖草”这个生命共同体应该再拓展一些,变
为“山水林田湖草城”,将人类活动最密集的部分

纳入生命共同体中,将人类完全融入自然 社会复

合生态系统中,按照所处流域的自然和生态系统

特点,合理安排生活生产。
二是坚持资源共享。 作为大生态系统的重要组

成部分,人类不能把生态系统中的各种资源都纳入

自己的囊中,唯我独尊,吃光喝净。 相反,更需要优

先考虑为生态系统的其他物种(这些也是人类发展

的支撑条件)保留足够的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
生物资源等),维护好其生存的环境,共享生态系统

的诸要素。 如以前经常将水库坝下没有发电和供水

而排放的水都叫“弃水”,好像人类不全用掉就很可

惜。 其实,资源过度索取时的边际成本可能远高于

其边际效能。 世界上没有一滴水是弃水,人类不用,
但自然界其他生命还要用。 对人类生活生产资料也

要坚持共享的理念,不仅生活生产资料可以进入野

生动物的食物链,人类排放的污水或者污染物中,除
有毒有害的化学物质外,其他物质对生态系统的其

他物种可能是营养物质,如氮磷等,不能片面地一味

强调处理和工业净化,更应该考虑如何无害化后为

自然所利用。
三是坚持长远发展。 虽然人类可以作为生态系

统的一部分,但统筹考虑发展和保护的关系,人类毕

竟是生态系统的顶级生物和最终保护目标。 因此,
在处理发展和保护的关系时,要将人类的长远发展

和福祉作为最终目标,不能顾此失彼,忘掉生态环境

保护的初心。 发展是核心,保护是前提。 如,对自然

保护区的保护不是一封了之,而要在不影响保护的

前提下让人们尽可能接近自然,享受自然的大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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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人类的精神需求,发挥好自然保护区的教育、交
流、宣传、旅游等功能。

当前我国保护和发展的任务都十分艰巨,要从

大生态系统原理出发,唱好“人与自然共生”的主基

调,不要片面强调人类自身的短期发展利益,而要顾

及各种活动可能对大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和对人类

长远发展的制约。 同时,生态环境也是社会经济长

远发展的重要资源,不能片面消极保护,更需要在保

护前提下适度利用。 “人与自然共生”理念不仅是

指导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方针,更是社会经济发展

模式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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