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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的实践联系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着对它们关系的认识程度。 从唯物史观看,自然是

被体验到、被认识到、被意识到和被实践的自然。 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认识,有生成演变逻辑。 全球

生态问题和发展问题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现实基础和必然要求。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

体”强调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关系;“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强调人与自然内在同一性,是对马克思

自然观的守正创新,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准确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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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人与自然的矛盾和问题突出,倒逼人类

不得不用更大的视野和更紧密的联合解决共同面临

的问题。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

是生命共同体”,是指在生命共同体的基点上,认识

到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 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纪念马克思 200 周年诞辰大会的讲话中再次强调,
“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

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同

年,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这是对人与自然统

一关系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 2021 年,习近

平总书记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发表了题为“共同构

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讲话,指出:“面对全

球环境治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体现出中华文明

对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崇尚,以及对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追求。” 这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问题的最

新、最鲜明表达。 为了更好地澄清问题逻辑,揭示问

题本质,本文拟以唯物史观为视角,对人与自然生命

共同体理念的演变逻辑进行深刻剖析和解读。

一、“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逻辑

　 　 人类对于自身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是一个历

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过程。 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因为

人自身实践活动的深化,而不断凸显出来。 要看到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受
制于人的实践活动,受制于人类生产力发展的水平。

(一)从自然本体论到人类中心论

　 　 人的实践能力有限,在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不

高的情况下,人的存续更多依靠自然的直接供应。
由此产生了自然本体论,即把自然作为人类存续的

根源和直接的物质基础。 同时,又得出自然对人类

命运的绝对决定地位。 很多神话故事把自然人格

化,自然成了主宰人类命运的权威,具有意志强迫

性。 自然对人类的支配作用,通过具有意志性的神

祗表现出来。 比如,在中国神话中风神、水神、雷神、
土地神等功能性神祗,就直接表现出人对自然权威

的畏服。 许多风俗习惯中,也保留着自然对人的支

配以及人对自然的依赖,比如有关龙的祭祀节日。
通过祭祀活动,表达人对自然“风调雨顺”的期望。

随着人的实践能力的增强和社会生产力的提

高,人类逐渐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 在人与自

然的关系中,人类逐渐认识到,自身并不是绝对的被

决定的,而是可以具备一定自主权的。 在科学技术

飞速发展之后,人的实践能力更是有质的提升。 人

类逐渐开始提升自己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主体地

位,产生了利用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的“人类中

心主义”。 人不再强调自然的决定作用,更多地强调

“人为自然立法”。 强调自然围绕人的需求转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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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成为客体,被人类建构、裁制、征服。
无论是自然本体论,还是人类中心主义,都强调

一方对另一方的支配作用。 在片面强调支配作用的

方面,它们是一致的。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这
两种极端片面的人与自然的认识,都是具有历史性

的认识,它们的存在是人类的实践能力和社会发展

阶段决定的,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

(二)从生态主义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在近代西方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提高了

人类在人与自然物质交换中的实践能力。 “知识就

是力量”“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 “给我物

质,我就能造就世界” 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深入人

心。 自然科学的局部胜利,使人产生了盲目的自信

和主体性的极端扩张。 于是,人类出现了征服自然

的意识和行为。 工业文明就集中体现了人在人与

自然关系中的主体性和攻击性。 工业文明在带来

物质条件的丰富的同时,带来了严重的人与自然的

矛盾。 人对自然的占有、支配、征服的意识以及行

为,给自然带来了极大的破坏,以致恩格斯不得不

警告人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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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进行报复。” [1]383 随着工业文明的深入,人对自

然的攻击性行为越来越受到自然的反噬,“每一次

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

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
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 [1]383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以压倒一切的力量,推
动人对物质性的追求,导致了人类不得不以异化劳

动的方式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
体现出了异化劳动的实践关系。 自然成为人类异化

劳动的绝对客体的对象。 人类向自然索取了太多不

需要的东西,以异化劳动的生产形式,强迫自然按照

资本的逻辑,生产了物质性的东西和人类并不必需

的商品,加剧了人对自然的破坏性开采和利用。 自

然环境的恶化、全球严重的生态问题以威胁人类生

存的方式,倒逼着人类不得不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

关系。 正如恩格斯预料的那样,通过对现有生产方

式以及社会制度进行完全的变革,人类会重新认识

到人与自然的一致性,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的荒谬和

反自然的观点,越来越不可能存在。 在 20 世纪 60-
70 年代,在发达工业化国家开始产生了区别于“人

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主义的思潮。 但是我们要看到,
生态主义的出现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倒逼的结果,走
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实用主义道路。 我们更应

该看到,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在反思生态问题的同

时,在实际的行为上,走的是向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

中国家转嫁生态危机的道路。 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推

动下,资本以超出国界,走向全球的方式,寻求自身

的利益实现。 资本扩张条件下的人与自然关系,在
全球范围内获得一定程度的实现,但给全球生态环

境造成了极大的破环。 这种局部的、狭隘的、只顾自

己的“生态主义”,最终还是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

共生”,最后仍然会危及自身的存续。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观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应该是和谐的与共生的。 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对立

关系,而是和谐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关系。 同时,
自然是人的物质前提;人的实践活动,使自然的本质

得到体现,使自然的内容得到丰富。 人与自然是共

生关系。 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实现“天人合一”,实
现“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的结果。 这

种观点既是对自然本体与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更
是对生态主义的进一步超越。

(三)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到“人与自然生命

共同体”
　 　 在全球化生态问题加剧的现实中,人类不得不

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 但是,历史的发展和实践

昭示我们,自然本体论、人类中心主义以及西方生态

主义等观念,都有历史局限性。 人与自然的问题,不
仅仅是人与自然的纯粹问题,也是人与人的问题,更
确切地说,是人类永续发展的问题。 人与自然的问

题走向了人类生命共同体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习
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和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两个理念。 人与自然是生命

共同体,强调人与自然两个主体的和谐共生关系。
这是对马克思人与自然交互对象化观念的继承和发

展,是对人化自然与自然人化辩证统一的继承和发

展。 习近平总书记用生动通俗的语言,表达了人与

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 他强调:“山水林田湖是

一个生命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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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 [2]507 随着实践的深入和全球生态问题的持续加

剧,习近平总书记总结历史经验、基于时代发展要

求、把握未来发展大势,进一步提出了人与自然生命

共同体的概念。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提出,表明

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提升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人与

自然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是不能在实践中分割开

的。 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是不能采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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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对象化的态度和行为来的。 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

共同体,存在着一个共同发展或者共同消亡的命运。
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

体”,有个哲学层面的认识论到本体论的转换。 同

时,其也是在实践基础上,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进

一步深化。
总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要放在一个更大

的历史视野中,才能更清晰地看到它们过去的关系、
现在的状态以及未来应该的趋势。 不能简单地说,
这个人与自然的认识是错的,那个人与自然的关系

就是对的。 而应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和自然与

人的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演变

和动态发展。

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论意蕴

(一)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二元的统一性到

“生命共同体”的同一性

　 　 自然从来不表现为绝对纯粹。 我们能说出、能
认识、能实践的自然,肯定是已经打上了人的烙印的

自然。 所谓纯粹的自然,从分析哲学角度来看,就是

被人的语言所建构的实体性概念。 纯粹的自然,可
以借助康德的“物自体”的思路来理解。 我们看到,
体验到,实践到的,都是可以找到人类意识和实践的

自然。 无法论证纯粹客观自然的存在。 这是从理论

分析的角度,来论证自然主义的缺陷。 同时,也只有

指向人类意义的自然,才是能被人所理解和有意义

的自然。 从实践论和价值论角度讲,讨论自然本身

的意义是形而上学的概念幻像。 丧失了人的纬度的

自然,它讨论的意义又何在呢? 即使从生态主义的

角度,讨论自然本身的意义,也暗含着为人的存在寻

找出路的前提。 所以,无论从认识论的角度,还是从

实践论与价值论的角度,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存

在着主观性幻像的局限性。 自然只能与人联系,才
能获得理解。 它也只能在社会历史中,获得它的本

体性。 自然是被意识、被建构、被实践的存在。 从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

体”,体现着从统一关系到同一关系的认识论升华。
人与人的关系,也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

马克思主义看来,物质性的东西,决定着意识性的东

西。 社会存在决定着社会意识。 人与人的关系中,
起着基础性作用的就是物质,物质是人和人类社会

的前提。 自然的基础性和本源性的属性就是物质

性。 所以,解决人与人的矛盾的本源和根源,还是在

于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 而自然与人的矛盾,不是

体现在对立层面,而是体现在表征对立统一的和谐

层面。
人产生于自然,又与自然的他物相区别。 没有

自然,人没有来源和依据;没有人的存在,自然没有

意义,人使自然具有了意义。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

体”,超越了把人与自然割裂开来的主客体二元关

系。 在实体的层面,讨论人与自然的同一性的命运。
主客体二元关系的思维,前提是把人从自然界中独

立出来,以旁观者的视角,看待自然。 这种思维,把
自然当成了异己存在物,容易产生把自然作为裁制

和攻击的对象。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就从哲学的

高度,从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角度看待它们的问题。
既强调它们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也强调它们的同

一关系。 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 中表述的那

样,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

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 [1]383-384 同时,我们从生命共

同体的概念分析上也可以看出人与自然的同一关

系,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正如马克

思所说:“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

系,
 

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
 

因为人是自然

界的一部分。” [3]161 在这个前提下,自然就不再是客

体的死物,而是具有生命性的存在,在“人与自然在

生命共同体”的范畴内实现了同一性。
总之,我们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讲

的不是与人无关的自然。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讲,人
又怎么去认识与自己无关的,形而上学的自然呢?
马克思讲人化自然与自然的人化,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从现实性上和真实性上,我们也确实无法认识

与人无关的自然。 马克思的自然,是具体的、感性

的、实践的、现实的自然。 同样,“人与自然生命共同

体”,也不仅仅是从单纯自然主义的生态角度来谈人

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包含了马克

思的自然观和政治经济学立场。 其是强调受政治经

济行为影响的自然,是强调政治经济行为与自然环

境相互影响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也是在这个实践的

现实性和思想的基础上,“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与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政治经济学的层面实现而且是

必须实现相通。 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人与人的关系是

内在的、同一的,人与自然的政治经济学与人与人的

政治经济学是内在同一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也表

达出超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概念范畴和实践的广度

和深度。

(二)对马克思人与自然交互对象化思想的创新性

发展

　 　 马克思承认人靠自然界活着,自然界是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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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 同时,强调要从人的实践,从人的感性实践

活动出发,去理解自然界。 人的活动,总是有个活动

的对象和活动的条件,这些都需要有个自然作为活动

逻辑的前提。 所以,自然界要从人的实践活动方面来

理解它的存在,进而要把自然纳入人类历史来考察。
简要地概括就是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相统一。

人化自然,强调由于人的实践活动,自然与人产

生了联系。 自然的人化,强调自然进入了人类社会

和历史。 在社会历史中,人同自然界完成了本质的

统一,自然界才算是真正的复活。 总之,它们在实践

的基础上,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共生。 人实现自然主

义和自然实现人道主义在社会历史中是同一过程。
即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通过人的实践活动,特
别是生产实践活动,在社会历史中实现统一。

马克思人化自然和自然人化的思想,蕴含着“人

与自然作为生命共同体”的萌芽。 在马克思看来,人
与自然是交互对象性的关系。 他认为,人的改造世

界的过程与人自身的改造是同一过程。 人通过实

践,采取对自然否定的态度和行为,实现自然物质形

态的变化。 同时也在这个否定性的实践活动中,实
现着人与人的关系的变化以及人本身的本质变化。
马克思明确表示:“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

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 人的身

体。” [3]161
 

习近平总书记通过“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

体”理念,继承了人与自然交互对象性的关系,同时

创新性地指出这种交互关系具体表现在生命共同体

的关系上。 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概念的提出,
更深化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从生命的同一性和

共生性角度,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
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然以资本的形式统治着人类,把
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以普遍的物与物

的关系所代替。 人因为异化为物,而丧失了主体性

和自由自觉的感性;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再是和谐

共生的关系,而是异化成对立和占有的关系。 在这

个层面讲,人与自然都失去了“生命”,而变成可以理

性计算的物或商品。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就是要

恢复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共生关系,恢复它们作

为一个生命共同体的本真关系。 “人与自然生命共

同体”概念的提出,既是对“人化自然与自然人化”
认识的继承,又从和谐共生的角度克服了人与自然

的异化状态,实现二者为一的生命共同体形式的共

生,从而实现了认识深度的超越。

(三)基于文明形态进入生态阶段的准确表述

　 　 文明形态是人类对人的社会历史阶段的概括。

比如农业文明、工业文明。 而这类文明形态的概括

的依据,就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 农业文明,体现

在人与自然比较直接的依赖关系中。 没有自然的物

质性供应,人类的存续就成为问题。 这个文明时期,
更多地体现着自然对人的支配作用和人与自然的依

赖关系。 工业文明体现着人的力量进一步增强,甚
至出现了征服自然的想法。

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一部分,是人与自然

物质交换能力的集中体现。 工业文明的生产力高于

农业文明生产力的判断标准在于人与自然物质交换

的能力。 工业文明的人与自然物质交换能力,在效

率上和程度上,远高于农业文明,但是我们要看到工

业文明的两面性问题。 工业文明在巨大的人与自然

物质交换能力的基础上,带来了丰富的物质产品。
同时,工业文明以自然为占有和掠夺的对象,给人类

自身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问题。 比如,两次世界大

战、全球环境污染、社会贫富差距加大、世界性资源

掠夺与殖民地等。 由此可见,工业文明的发展,是单

向度的物质利益为中心的发展,是只顾眼前不顾长

远的发展,是只顾局部不顾整体的发展。 总之,工业

文明的发展,正面是物质丰富,反面是环境污染、人
的异化关系的全球化,不是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

生态不再仅仅表现为人与自然的系统性的环

境,也表现出它作为生产力和文明形态的趋势,人的

存在是一种生态性的存在。 生物学意义上的环境表

现为人类存续状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扩大了生

态的认识范围。 工业文明中以征服自然为主要行为

特征的文明,给人类带来全球性生态危机,表明必须

用另外一种文明形态来保证人类的存续发展。 它在

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上,是对工业文明及以前文明

的反思与超越。 这是人与自然关系交互作用客观发

展的要求,也是人类实现自身发展的现实选择。 这

种文明形态可以称为生态文明,它强调人与自然的

相互依存、和谐共生,同时也强调人与人的和谐及人

与自然和谐的同步和谐。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既
体现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也强调人与人的关

系的和谐。 它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为全球的问题提

出整体的方案,是对生态文明的准确表述。

(四)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论到人与自然作为实体

性存在的本体论

　 　 从语义学分析,“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一

个判断句,是一个命题,表现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
生命共同体。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一个主体性

的概念,具有实体性的存在。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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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探讨人和自然两个东西之

间的关系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生命共同体的关

系。 或者可以理解为,在生命共同体的这个层面,人
与自然这两个东西是相通的。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表述的是一个人与自然

生命共同体的实体。 讲的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

题,而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实体性问题。 因

此,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到“人与自然生命

共同体”,就实现了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过渡。 在现

实性上看,相通的两个主体,并不必然生死相依、荣
辱与共。 但是作为一个实体性的存在,就是存或者

亡的二者必居其一的问题。 所以,“人与自然生命共

同体”在概念位列上要高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

体”的认识。
从“和谐共生”到“生命共同体”,是人与自然关

系的认识的深化。 和谐共生,强调的是两个东西,关
系是和谐与共生。 生命共同体,强调一个整体性的

东西。 其实,从真实情况和现实性上来看,人与自然

也是分不开的。 人与自然的割裂性是人为造成的,
没有自然的依据。 这样,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从“认识

论”提升为“整体论”。 这个认识的提升,超越了主

客体思维,也就可以避免在实践上的征服—被征服

的二元对立。

三、“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实践价值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体现着马克思自然观、
唯物史观和实践观的统一。 它是来源于实践,而又

走向实践的科学理念,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它同

时也是人类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以及由此衍生的发展

问题的行为指南。

(一)从唯物史观的整体性视野观照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人类的发展离不

开自然界,“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 “我们连同肉、
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 [4]398。 在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天人合一的思想,表达着人

与自然的和谐。 《中庸》 讲人与自然的关系:“能尽

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
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

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主张人应该尊重自然、理解

自然、顺应自然。 在人居环境的构建中,中国人讲究

依山傍水,讲究人居环境与自然之美的统一。
人与自然的整体性要求我们要重视生态环境与

社会发展的统一性,要实现人与人的整体性,经济的

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与生态环境的优化是统一在一起

的。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全

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
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整体布局。 强调生态文明

建设是基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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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全人类的存续发展作为视野和实践要求,
人与人的整体性最突出的表述和现实选择就是“人

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民族和国

界,以人类的整体性存在作为立场和出发点,这是现

实的需要和要求。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人类要

想存续和发展,就必须放弃自我的绝对追求,寻求全

球治理的整体方案。 从人与自然的矛盾来看,这种矛

盾已经超越了个别国家和民族的界限,走向了全球的

问题,比如全球气温的变化、环境污染问题等。 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
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

路。” [5]525“人类生命共同体立足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

义理论,从“人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
 

为解决“人与

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根本路径”。[6] 解决人与自然的矛

盾需要各民族统一认识、协调行动,不能各自为战,不
能“各人自扫门前雪,不顾他人瓦上霜”。 总之,走向

人类生命共同体的整体立场,是人与自然走向整体性

的现实需要。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人与自然关系走

向整体,导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独善其

身。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苏晓晖

表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同时也是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具体延伸。 前所未有的困

难,国际社会要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动,勇于担

当,勠力同心,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总之,人与自然的整体性是人与人整体性的物

质基础和现实要求,人与人的整体性,是实现人与自

然整体性的必要条件。 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

系,相互依赖、不可分割。

(二)人与自然在物质和精神等方面相互作用

　 　 文明的基础是人与自然的交互作用。 没有人与

自然的交互作用的持续深化发展,就没有文明的持

续进步。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包含着两个方面的

内容:一是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如果人是有生命的存

在,那么自然是有生命的存在,它们在生命性上是现

实的同一的。 二是人与自然在实践活动中,彼此的

交互作用和物质性交换,彼此生成造就。 人,因为与

自然进行物质交换得以存续发展,进而文明得以存

在进步。 自然,因为人的实践活动,使自身的潜力得

以发挥,内容得以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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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认为:“人则通过他所做出的改变来使自

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7]518人与自然的关系就

真实性和现实性上,也是一种生成的关系。 人与自

然,相互生成,相互造就,相互成全,彼此在对方中,
体现着自身。 没有自然,人无存续可能的前提;没有

人,自然无属性及意义。 人通过自身力量的对象化

活动即劳动,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实现了自身的存

续,也实现了人化自然。 也通过劳动,实现了自然的

人化,改变了自然的物质形态,丰富了自然的精神文

化存在,持续实现在自然的人化。 人与自然,通过人

类的劳动,彼此生成造就,丰富着人类社会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也增加了自然的光辉。

(三)如何实现永续发展的实践性问题

　 　 在实践中,我们要看到“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中,蕴含着发展与如何发展的实践问题。 认识人与

自然的关系问题,根源在于解决人的生存问题和人

与人的问题。 而人的生存问题和人与人的问题,最
大的问题就是它们的物质性问题。 放在人类社会历

史中,就是物质利益的问题。 而物质利益的问题,可
以归结于发展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看到发展的必

要性。 没有发展问题的解决,就没有人的问题的解

决。 其次,要看到如何发展的问题。 如何发展是发

展的方式的问题,比如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问题。
最后,还要看到,发展与如何发展的辩证统一问题。
在当前人与自然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如何发展就变

成了发展的问题。 没有如何发展问题的解决,以后

的发展问题就要受到限制。 不解决如何发展的问

题,就没有了以后的发展问题。
在实践中,要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与自

然生命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不

分国界和民族的,要基于全球的视野,站在人类生命

共同体的立场上,来考虑整体性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不能搞以邻为壑的局部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寻

求国际合作的人类整体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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