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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规律，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

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

注重绿色发展，像保护眼睛一样保

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生

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生

态文明发展道路，以实现中华民族

永续发展。如今，“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绿色发展理念已

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

我们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看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且站在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我们推进美丽中国建

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

护和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

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

协调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

碳发展；我们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

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提升

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在生

态文明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具有转折性意

义的历史性变革。

“生态文明”属于人类文明，具

有人类文明属性，既是中国式现代

化所创造的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

也是从工业文明走出来且超越工

业文明的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

西方现代化奉行“线性道路”

“单数文明”“民族优越”“天赋人

权”“社会进化”“理性尺度”“普世

价值”“开化使命”“美丽神话”“唯

一哲学”，蕴含着野蛮的基因和逻

辑。西方文明，本质上是用“美丽

神话”包装、掩盖的狭隘民族主义

文明，是资本掠夺、殖民扩张式的

“文明”，是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

方式实现现代化的“单赢文明”。

这种文明不具有人类性。

中国式现代化解构西方现代

化的野蛮基因和逻辑，站在人类进

步的高度，站在世界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的高度，走和平发展道路，

是共赢式的“和合普惠文明”。中

国式现代化坚定不移地站在历史

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

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

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前面说过，中华文明具有强大

的包容性，因而也体现出和平性。

中华文明尚和合，“和”是中国社会

一种普遍化的社会心理。中华民

族爱好和平，尧舜禹时代权力的和

平禅让被后世尊为理想政治的典

范。邦国交往中尚礼乐“以和邦

国”，主张“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

以来之”，反对恃强凌弱和暴力胁

迫，“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

平的民族”“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

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

和平发展思想是中华文明的

内在基因，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

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

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不断

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

权，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

体制强加于人。中国坚持合作、不

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

子。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人类文明处在新的十字路口，

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出来的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注重“和合普惠”，

具有鲜明的优势，能为建设美好世

界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和中

国方案。

“和合普惠文明”属于人类文

明，具有人类文明属性，是中国式

现代化所创造的一种人类文明新

形态。

从历史来看，西方资本主义现

代化是注重社会物质财富积累的

现代化。社会物质财富积累，是西

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至上目标和

追求。为追求社会物质财富的积

累，西方资本主义确立了资本占有

劳动并控制整个社会的逻辑，即资

本主导逻辑；为了社会物质财富的

积累，西方资本主义奉行物质至

上、资本至上的价值观，奉行物质

主义的单向度发展观，奉行利己主

义、个人主义伦理观；为了积累社

会物质财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

发展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发展为代

价，物质财富的积累以破坏自然生

态环境为代价，他们无止境地向自

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在全世界搞

资本掠夺和殖民扩张，并通过战

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

这是一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的且

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

苦难的现代化道路。这种现代化

所内生的文明不具有人类性。

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文明，

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

展现出不同于且高于（超越）西方

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这种新图

景，不同于西方那种物质主义膨胀

的单向度发展，而是注重物质文

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

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全要素

文明”，是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

的物质文明，是积极发展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政治文明，是丰富人民精

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且实现

四、经济社会发展维度：“全要素
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历史空间维度：“和合普惠文
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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