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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 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海外研究的热点, 海外学界围绕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

深入研究, 呈现出研究成果更加丰富、 研究视角更加多元、 研究学者数量增多、 研究区域更加广泛、 研究机构

更加多样、 研究力量更加稳定等特点。 围绕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概念、 命题和理念, 以及 “为什么

建设生态文明” “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 “怎样建设生态文明” 等问题, 海外学者主要从话题根源、 历史发

展、 实践贡献等方面开展背景研究, 从建设内涵、 建设方式、 建设效能等维度开展特征研究, 从影响中国国家

治理和全球生态治理的角度开展意义研究。 国内学界应加强理论体系的宣传, 提升生态文明建设国际影响力;
增强实践经验总结, 回应海外学界生态文明建设研究关注; 以全球视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推动构建人与自然

生命共同体, 促进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 研究阐释和国际话语权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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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

环境问题、 能源危机、 气候变化已然成为全人类共同挑战的背景下,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

际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成

就, 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我们全方位、 全地域、 全过程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 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 转折性、 全局性变化①。 中

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也成

为海外学界关注的重点和研究的热点。 梳理近年来海外有关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讨论和研究, 把

握海外对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观点和关注重点, 不仅有利于推动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

逐渐走向世界, 更加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也为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提供有力支持。

一、 近年来海外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的整体特点

海外关于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研究呈现出鲜明的特点, 这些特点从多个维度呈现出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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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海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状况与分析” (24&ZD004) 的阶段

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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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对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认知、 理解和探讨。
(一) 研究成果更加丰富, 研究视角更加多元

论文成果主要发表于 《绿色》 (GREEN)、 《中国季刊》 (The China Quarterly)、 《每月评论》
(Monthly Review)、 《国际与战略》 (Revue internationale et stratégique) 等杂志。 《绿色》 2018 年

1 月至 2025 年 2 月在关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专栏发文 28 篇, 主要从中国的气候目标、 中国在

全球生态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演变、 中国的能源安全、 中国的气候外交、 中国的生态转型、 中国的

核电、 能源丝绸之路、 中国特色政治生态、 中国的环境治理工具等视角开展研究, 其中大部分文

章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紧密相关。 如 2021 年第 1 期克莱梅斯·佩莱格林 (Clémence Pèlegrin) 对

上海纽约大学助理教授李逸飞 (Yifei Li) 和美国美利坚大学教授夏竹丽 (Judith Shapiro) 的采

访文章 《中国的生态转型: 代价是什么?》, 围绕 “中国的生态政策方法” “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

国家政策中的地位” “中国和欧洲在生态环境方面的合作” 等问题进行了探讨①。 《国际与战略》
2024 年第 3 期发表斯蒂芬妮·蒙琼 (Stéphanie Monjon) 和埃洛迪·勒内 (Élodie René) 撰写的

《中国的生态文明: 从国内生态文明建设到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从生态文明概念在中国的形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 国家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等视角进行了分析②。 《中国季

刊》 2018 年 1 月至 2025 年 2 月关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发文 48 篇, 主要从中国的环境污染、 中

国的经济发展等方面开展研究, 如 2023 年 9 月叶婷 (Emily T. Yeh) 撰写的 《中国生态文明时代

自然基础设施的建设》, 从中国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 生态现代化、 功能分区和生态红线等视角

展开论述③。 《每月评论》 2018 年 1 月至 2025 年 2 月关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发文 23 篇, 其中比

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 2022 年第 5 期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John Bellamy Foster) 撰写的 《生
态文明, 生态革命: 生态马克思主义视角》, 从生态文明概念的起源、 生态文明与生态马克思主

义的关系等视角进行了分析④; 2023 年第 12 期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和马斯基·马赫什

(Maskey Mahesh) 撰写的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和可持续人类发展》, 围绕 “中国的生态文明概念

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好处” “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目标付出的努力” 等问题进行

了探讨⑤。 除论文外, 还有一些涉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著作, 如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弗吉尼亚·
阿兰特斯 (Virginie Arantes) 所著 《中国的绿色共识: 参与、 选择和合法化》⑥、 华盛顿大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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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fei Li, Judith Shapiro et Clémence Pèlegrin, “La transition écologique chinoise: à quel coùt? ”, GREEN, No. 1, 2021.
Stéphanie Monjon et Élodie René, “ La civilisation écologique en Chine, entre outil de contrôle domestique et projet de

rayonnement Mondial”, Revue internationale et stratégique, No. 135, 2024.
Emily T. Yeh, “The Making of Natural Infrastructure in Chinas Er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55, 2023.
John Bellamy Foster, “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cological Revolution: An Ecological Marxist Perspective”, Monthly Review,

Vol. 74, No. 5, 2022.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Maskey Mahesh, “Marxian Ecology and Sustainable Human Development”, Monthly Review, Vol. 75,

No. 7, 2023.
Virginie Arantes, Chinas Green Consensus: Participation, Co-optation, and Legitim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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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斯蒂文·郝瑞 (Stevan Harrell) 所著 《现代中国的生态史》①、 李逸飞和夏竹丽所著 《中国走

向绿色》②、 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创院院长小约翰·柯布 (John B. Cobb, Jr. ) 与安德烈·弗尔

切克 (Andre Vltchek) 合著 《中国与生态文明: 小约翰·柯布与安德烈·弗尔切克谈话》③、 京

都大学全球环境研究院森秋久 (Akihisa Mori) 所著 《中国的气候能源政策: 国内和国际影响》④

等。 这些著作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气候能源政策的内在关联进行了深入

分析。

(二) 研究学者数量增多, 研究区域更加广泛

由于生态问题受到全球学者较多的关注, 研究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海外学者比较多, 例如美

国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 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 《每月评论》 编辑约翰·贝拉米·福

斯特⑤, 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李约瑟研究中心主任、 澳大利亚著

名后现代过程哲学思想家和环境伦理学家阿伦·盖尔 (Arran Gare)⑥, 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可持

续发展中心主任、 美国学术界 “生态文明” 概念首创者罗伊·莫里森 (Roy Morrison)⑦, 丹麦奥

尔堡大学教授芬恩·埃尔勒 (Finn Arler)⑧, 日本学者北川秀树 (Hideki Kitagawa)⑨ 等。 有多

年持续关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研究的学者, 如发表过 《气候变化、 消费和代际正义: 中

国、 乌干达 和 英 国 的 生 活 经 验 》 的 英 国 利 兹 大 学 教 授 罗 伯 特 · 范 德 贝 克 ( Robert

Vanderbeck)、 发表过 《中国环境挑战》 的美利坚大学教授夏竹丽、 发表过 《绿化中国城市

治理: 应对环境和可持续性挑战》 的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约尔根·德尔曼 (Jørgen Delman)

等。 青年学者对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数量也逐渐增多, 如多伦多大学的杰克朱 ( Jack

·15·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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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 在 《当代亚洲研究杂志》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发表题为 《中国生态文

明: 中国生态的要点、 涵义与未来》 的文章表示: 如果从长远来看, 中国将取得成功, 不仅将使其

作为政策创新者的角色合理化, 还将为世界提供一套新的解决方案, 用于解决气候危机①。

(三) 研究机构更加多样, 研究力量更加稳定

目前海外关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主要来自美国、 英国、 俄罗斯、 法国、 新加坡、 澳大

利亚、 印度、 日本等国家。 其中, 著名的研究机构包括美国芝加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所、 国际可

持续发展研究院、 美国生态文明研究所、 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 英国牛津能源研究所、 俄

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等。 著名的研究高校有北安普顿大

学、 札幌大学、 哥本哈根大学、 尼赫鲁大学、 利兹大学等。 著作出版社主要为英国剑桥大学出版

社、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出版社、 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等。 此外, 多家国际媒体也非常关注中国

生态文明建设, 在新闻报道和社论文章中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分析和评论, 包括美国

《纽约时报》、 法国 《世界报》、 法国 《回声报》、 英国 《卫报》 等媒体。 面对各国高校、 研究机

构、 媒体和民众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关注和评论, 中国大使馆也积极进行相关宣传和阐释, 向

海外讲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故事。 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在英国主流大报 《卫报》 网站以

《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重信守诺, 成效显著》 为题, 介绍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政策立

场②。 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在第三届新里昂中法大学经济论坛上发表致辞, 对中国在应对气

候变化和推动低碳转型方面的政策和成就, 以及中法绿色合作进行了盘点③。 中国驻美大使谢锋

在中美循环经济合作论坛上表示, 中国是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派, 是节能减排的实干家, 坚定不

移走生态优先、 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④。

总体而言, 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 普遍性的话题。 近年来, 海外学者表现出对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关注, 西方发达国家、 中国周边国家的高校、 研究所和媒体等在这方面

产生了大量的论文、 社论和报道, 其中, 华人或华裔、 高校、 教研机构、 媒体等传统海外中国研

究力量仍然占据研究总体的大部分。 受到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 生态环境问题的全球性、 中外

绿色合作等因素的影响, 海外关注和研究中国生态文明问题的学者和机构数量仍在增加, 研究的

视角仍在拓宽, 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在国际社会中持续引人注目, 也为解决世界性难题、 保

护人类安全和提升人类生活质量提供了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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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 Zhu, “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akeaways, Implications, and the Future of Chinas Ecology”,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23 December, 2024.

Zeguang Zheng, “China Will Honour Its Climate Pledges - Look At the Changes We Have Already Made”, The Guardian, 27
October, 2021.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馆: 《卢沙野大使在第三届新里昂中法大学经济论坛上的致辞》, http: / /
fr. china - embassy. gov. cn / chn / ttxw / 202312 / t20231203_ 11193772. htm。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 《中国驻美大使谢锋: 中国是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派》, http: / / us. china -
embassy. gov. cn / chn / dshd / 202409 / t20240906_ 11486423.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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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近年来海外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的观点解读

海外学者关于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 主要关注中国生态环境现状、
中国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等, 同时展开了对于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及其国际意义的

研究。 通过对目前已有的资料进行分析, 可将近年来海外关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归纳为三

个方面。
(一) 关于中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因研究

部分海外学者从话题根源的维度进行分析, 围绕全球环境问题、 能源危机、 气候变化挑战等

问题进行讨论, 认为环境问题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在环境问题面前, 世界各国都应反思自

身的问题, 作出深刻的变革。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 IPCC) 在 2023 年的报告中指出:
2011 年至 2020 年全球地表温度比 1850 年至 1900 年高出 1. 1°C, 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已经影响

到几乎全球每个地区, 造成许多极端天气。 这对粮食和水安全、 人类健康以及经济和社会造成了

广泛的不利影响①。 俄勒冈州立大学教授威廉·J. 里普尔 (William J. Ripple) 等在题为 《2024
年气候状况报告: 地球上的危险时期》 的文章中指出: 我们正处于一场不可逆转的气候灾难的

边缘, 毫无疑问,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紧急情况。 地球上的大部分生命结构都是危急的②。 面对全

球的生态危机, 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 成为部分海外学者研究分析的对象。 他们对中国当前存

在的环境问题进行分析, 认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是当今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和关键问题。 部分学

者讨论中国环境治理措施的成效, 指出中国的环境状况近年来有所改善, 但环境危机还未得到解

决③。 环境问题对中国的发展构成了挑战, 环境污染和退化对农业生产、 水资源、 公共卫生和经

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④。 中国在有效抗击生态环境污染方面仍面临着复杂多样的挑战, 生态环

境问题衍生出各类社会问题和安全问题, 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系统性的复杂影响。 学者贾斯汀·
约瑟夫 (Justin Joseph) 和乔·托马斯·卡拉图 (Joe Thomas Karackattu) 认为, 当今中国是一个

经济发展和可持续性复杂互动的国家, 中国需要提升生态安全性⑤。 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生态

环境保护任务依然艰巨⑥。 总体而言, 近年来, 国际和国内的生态环境问题依旧严峻, 已成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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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乃至世界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尽管中国经过治理, 环境质量有所提升, 但仍需对解决生态环

境问题作出更多努力。

部分海外学者从概念提出和历史发展维度进行分析, 主要可分为三类观点。 一是认为新时代

中国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 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影响。 杰里米·伦特 (Jeremy

Lent) 认为, 从历史背景来看, “人与自然和谐” 的愿景在中国出现不足为奇, 中国传统文化认

为人类与自然之间存在内在联系①。 斯蒂芬妮·蒙琼和埃洛迪·勒内认为, 生态文明概念是基于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②。 美国汉学家杰里·A. 麦克贝斯 (Jerry A. McBeth) 等学者认为儒家

“天人合一” 的理念可以为新兴的、 强调可持续性的全球环境伦理作出贡献③。 二是认为生态文

明概念的提出, 完全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影响。 如阿伦·盖尔认为, 中国的生态文明源

于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④。 三是认为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 不仅来自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也

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持有这类观点的海外学者更多, 这类观点也更加贴近于中国人自身对

于生态文明概念起源的理解。 在中国人看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和

“取之有度、 用之有节” 的生态智慧⑤。 有学者认为, “人与自然和谐” 的概念不仅是一种哲学,

也是一种生态和经济意识形态⑥。 在此基础上, 有学者认为生态文明概念借鉴了中国自己的革命

传统, 也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⑦。 有学者在分析哲学和政治方面的生态文明概念时指出, 在哲学

层面, “生态文明” 是一种弱生态中心主义的自然生态观; 在政治层面, “生态文明” 是植根于

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 是超越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替代性方案⑧。 正是拥有独特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才使得中国探索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道路。

部分海外学者从实践贡献维度进行分析, 认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还

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强烈关注, 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在未来, 要确保所有人都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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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不断变化的生态状况的安全范围内繁荣发展, 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重要。”① 约翰·克里

(John Kerry) 和罗·康纳 (Ro Khanna) 在 2019 年刊登于 《纽约时报》 的文章中指出, “中国正

在成为一个能源超级大国”, “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超过了我们”②。 联合国开

发署署长阿基姆·施泰内尔 (Achim Steiner) 指出, 中国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 中国的生态保

护地区现在占地约 173 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陆地面积的 18% , 而且这一比例还将增加, 非化石

燃料资源占中国总能源发电能力的 50% 以上, 全球关于可再生能源全部工作岗位的 41% 在中

国③。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认为, 中国为建设生态文明而进行的斗争与其他国家的努力相比

是革命性的④。 大卫·泰菲尔德 (David Tyfield) 等人指出, 中国在国际气候治理中越来越重

要, 是全球向脱碳转型的关键参与者⑤。 海外学者对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研究, 肯定了

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成就, 特别是在过去十年中, 中国已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无可争议

的领导力量, 这种领导的结果正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反响⑥。 学者埃夫·坎·古坎 ( Efe Can
Gürcan) 指出, “中国在生态文明道路上取得的主要成就包括一系列相互影响、 相互促进的革

命性进程, 为国际生态文明合作指明了方向”⑦。 有学者认为, 作为全球环境话语, 生态文明

被呈现为以中国为中心的、 对全球环境危机的回应, 也是西方发展模式的理论和实践替代方

案⑧。 全球生态治理需要各国共同行动, 需要坚强有力的领导力量为全球生态治理指引正确方

向。 海外学者的观点体现了全球化的视野和思维, 鲜明地指出了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

动力。
(二) 关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特征研究

在舆论方面, 某些国外机构和媒体以环保为名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进行抨击, 它们抱

着质疑态度, 假借环保的立场指责中国。 对此, 英国学者卡洛斯 · 马丁内斯 ( Carlos
Martinez) 在 《中国向生态文明的过渡: 战略和全球影响》 一文中指出: 作为西方对中国敌

对行动升级的一部分———为了转移西方自己在环境保护方面可耻的缺乏进展———美国及其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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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一直在开展一场协调一致的运动, 将气候危机的责任转嫁到中国身上①。 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也发布报告 《绿色就是黄金: 中国生态文明的战略和行动》 指出, 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做

法不仅有助于解决中国自身的资源和环境挑战, 而且还为其他希望避免依赖传统发展路径的

发展中国家提供示范②。
从生态文明建设内涵维度进行分析, 部分海外学者认为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特征

为可持续发展。 这种观点认为生态文明将取决于创造适当的人类社会生态代谢, 以便社会能够不

断满足人类和环境的需求③。 生态文明建设为推动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 可持续的方式④。
生态文明建设就是不给后人留下遗憾, 而是留下更多的生态资产。 斯洛伐克科学院哲学学院副教

授理查德·索赫勒 (Richard Stahel) 从生态文明的概念出发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反映了当前对地

球和进化的了解, 需要基于生态 (进化、 共生) 概念的宇宙学, 而不是经济、 神学或地缘政治

思维⑤。 有学者也在分析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文章中指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特征: 生态文明

或和谐文明, 是一个真正可持续的、 生态健全的社会, 需要具备一定的基本特征, 在人类基本需

求得到满足之后, 需要控制经济增长, 还需要具备促进、 鼓励、 奖励、 合作、 分享、 同理心和互

惠等积极的人类特征, 必须在尊重和关心环境的情况下运作⑥。 有学者指出, 生态文明建设旨在

提高全体人民的 “环境保护意识”, 同时强调需要在和谐与社会稳定的情况下采用理性、 法律和

科学的方法⑦。 要提高群众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责任意识、 生态价值选择能力和生态文明践行能

力。 中国通过向广泛的公民群体提供有关环境问题的信息, 促进了向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转变, 公

民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参与其中⑧。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将文明的意义扩展至生态行为领域, 从而赋

予生态行为道德价值⑨。 让生态环境问题成为道德问题, 引导公众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消

费、 低碳生活等行动中来, 为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从生态文明建设方式维度进行分析, 部分海外学者认为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特点是科

技创新。 学者埃洛迪·勒内等人认为, 信息技术已经成为环境干预的促进者, 也成了政府实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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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治理措施的促进者①。 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生产、 消费和进口国, 当前的能源效率还低于

发达国家, 提高能源效率以技术进步为主要手段。 有的海外学者在 “减少碳能源消耗, 提高能

源效率” 基础上还指出,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朝着正确的方向进行创新, 要进一步提高能

源消耗高的行业的生产效率, 系统性方法是关键, 此外还需注意不要因碳中和目标而产生新的环

境问题, 也不要像西方国家那样将自身的环境问题转移到其他国家②。 近些年, 中国应进一步加

强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推动能源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实现能源的可持续发展。 十年来, 中国

的风能和太阳能生产能力提升了十倍, 中国已经发展出了可再生能源领域深入创新能力, 特别是

在太阳能和能源存储领域。 这种创新动态足以让中国在 21 世纪中叶实现低碳转型③。 学者伊曼

纽尔·梅纽特 (Emmanuel Meneut) 也肯定了中国能源效率的提高, 认为中国的生态环境治理措

施比较具有结构性, 通过从生产结构上减少碳能源消耗、 减少生态系统的压力和提高清洁技术水

平, 中国的能源效率显著提高④。 中国是低碳技术工业化的主要参与者, 中国的制造技术在这一

领域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⑤。 在全球环境辩论中, 中国是新兴的环境领导力量。 中国的创新体系

已经发展并实现了技术化, 使中国能够走出技术追赶阶段。 到目前为止, 中国是最大的碳排放

国, 也是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的最大贡献者⑥。
从生态文明建设效能维度进行分析, 部分海外学者认为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影响全球生

态环境。 部分海外学者肯定了中国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 学者朱莉娅·克拉拉·罗马诺

(Giulia Clara Romano) 指出, 中国实际上已经开始采取更多政策来解决环境问题, 从而为解决全

球变暖问题作出贡献。 中国是全球环境问题的关键角色, 中国对环境治理的积极态度将是建立国

际气候治理制度的基本支柱⑦。 巴里·布赞 (Barry Buzan) 也指出, 中国在全球生态建设方面发

挥领导作用, 中国用行动赢得了人类的尊重和感激⑧。 除肯定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外, 部分

海外学者也提出了全球生态建设面临的问题, 他们认为,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应该为世界生

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提供经验, 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应该从中国解决生态危机的例子中汲取灵感,
并将这种灵感转化为一场强大的群众运动, 进行能够实现人类迫切需要的有意义的变革⑨。 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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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哈弗里 (Mari Horvli) 论证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领导作用。 全球生

态系统遭到不可逆转的重大破坏, 在这个时刻, 中国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①。 学者安德烈·
克莱门特 (Andrée Clément) 认为, 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成就, 其作用不仅限于中国本

身, 还将深刻影响全球能源、 气候和政治形势。②

(三) 关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意义研究

生态文明建设对于中国国家治理的作用是近年来海外学界关注的热点。 其一, 生态文明建设

有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是海外关于中国生态文明建

设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加强了生态文明建设, 全社会对环境保护和生态文

明建设的认识不断深化, 生态环境持续好转, 经济发展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③。 在经济发展机会

方面,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 使人居环境日益得到改善, 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④。
在实现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 实现了经济、 社会、 环境的协调发展。 其二, 生态文明建设有助于

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和生态治理效能。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法规、 规

章条例的总和, 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部分⑤。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代表了生

态学的革命性方法, 远远超过了停留在纸上的西方 “绿色新政”, 因此, 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概

念和尝试成为当今世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希望之一⑥。 从治理效能看, 海外学者认为, 几十年来

中国一直在努力引领世界清洁能源经济⑦; 中国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占全球的 1 / 5, 比其他任何

国家都多, 风电装机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⑧; 中国正在成为 21 世纪潜在的 “绿色大国”⑨。 其

三, 生态文明建设有助于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许多海外学者对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

设所体现的人民主体性给予肯定。 有学者指出, 中国在改善空气质量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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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水质也在稳步改善①。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建设美丽中国,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 为人民创造良好的

生产生活环境, 提升人民幸福感和满意度, 反映在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相关的政策文

件中③。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指出, 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是对国家现代化和人民福祉至关重要的长

期战略④。 整体而言, 海外学者对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认知与评价较为客观, 但其中不乏带有

主观臆断的推测与误解, 相关观点分布在媒体平台和学术文章中, 影响海外民众对于中国生态文

明建设的认知, 不利于他们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行客观认识。
除此之外, 海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缓解了国内矛盾、 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

国际影响力, 也为全球生态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对其他国家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影响? 关于这个问题, 海外学者

持有不同的看法。 其一, 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超越了西方的生态理论。 约翰·贝拉米·
福斯特认为当今中国正在实施的生态文明建设被视为代表着一种新的和变革性的文明模式⑤。 在分

析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过程中, 学者们认为, 随着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 马克思

主义生态学研究出现了新的变化。 这一转变标志着从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和探索生态马克

思主义为中心的阶段, 进入了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范式为主导的新阶段⑥。 西方生态理论中,
未触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根源, 忽略了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原因, 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在目的、 路

径和模式方面对西方生态理论实现了超越,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 其二, 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生

态文明建设为世界其他国家的绿色发展提供了可能。 在全球发展中,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发展为西

方社会提供了物质财富, 也留下了生态创伤。 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 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

供了可能。 有学者认为, 中国的研究人员和专家学者拥有大量的知识, 不仅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中国

的理解, 而且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全球问题的理解, 如环境变化和生态转变⑦。 随着中国生态文明建

设的不断发展, 中国作为拥有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容量的国家, 且作为领先世界的可再生能源技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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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国, 具有领导全球生态转型的历史潜力①。 其三, 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为其他发展中

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 有学者从生态文明的特殊性与一般性进行分析, 认为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

面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道路, 同时实现经济、 社会和环境效益的统一②。 在探讨生态修复

的南南合作中, 中国与巴西实施的合作和交流计划表明, 南南合作在生态修复实践、 科学和技术方

面也是成功的③。 中国积极帮助非洲国家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并加强双方在新能源开发和利

用、 荒漠化预防和控制、 城市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合作④。 中国将通过在国内外的政策和行动, 在塑

造全球绿色经济的未来以及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生态福祉状况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⑤。

三、 近年来海外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的总结和启示

“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 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 保护生态环境、 应对气候变

化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 共同努力”⑥。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之一, 也是世界发展的重要议题。 面对海外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应该秉持高度的时代责任感,
坚持批判性立场, 保持开放的交流态度。

(一)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概念的宣传, 提升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国际影响力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其中的一个主要议题是生态文明建设评价

标准。 为帮助海外学者更好地理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学者需积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概念

的对外阐释, 推动形成更具国际影响力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标准, 从而更加顺畅地与海外学界进行

交流和探讨。

其一, 明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概念。 虽然部分海外学者能够通过实践过程和成效了解中

国生态文明建设, 但不同的学者因为意识形态、 宗教信仰、 价值观念等因素的影响, 对于中国生态

文明建设的话语内容的理解度和认可度有所差异。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存在于国家层面, 也存在

于世界层面。 因此,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研究不仅需要阐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和理

论发展, 也需要阐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为全球发展所作的贡献, 多层次、 多维度的解读将是未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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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相关研究的重点。
其二, 构建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话语体系。 中国生态文明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仍处于弱

势, 西方常在人口、 资源、 气候、 环境等方面攻击中国。 部分海外学者习惯用西方资本主义生态建

设标准来评判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以 “中国威胁论” 的视角看待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导致无法作出

符合实际情况的评价, 误导海外民众。 这提出了构建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话语体系、 增强

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话语权的紧迫任务。
其三, 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对话能力。 积极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经

验, 帮助国际社会进一步理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 使之更加全面地看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在

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等多维度多领域的价值。 同时, 应及时关注其他国家和组织在全球生态建

设中的探索和实践, 通过相互合作交流, 共同探讨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和评价标准, 凝聚

全球生态建设合力。
(二) 增强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经验总结, 回应海外学界关注

海外学界关于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的一个特征是重视实践经验的研究, 他们将中国

绿色技术创新、 环境污染治理、 生态系统保护、 生态环境监管等视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形式,
并以具体的建设事例评价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情况, 如中国在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的 “双碳”
工作。 相比而言, 国内学者更多采用理论分析方式研究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在实践方面需要进一

步整合分析。 因此, 为增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学者应该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

设实践经验的总结, 加强相关议题设置, 分享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
其一, 从中国环境治理实践中挖掘研究问题。 环境治理是当前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和责任,

近些年, 中国持续深入打好蓝天、 碧水、 净土保卫战, 在环境治理方面取得了新成效, 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 污染防治取得明显成效, 绿色转型发展有效提升。 中国学者可以积极分享在环境治理

中的绿色发展经验, 从而帮助海外学界从中国环境治理实践中理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其二, 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探索建设机制。 需要从中国如何处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

关系、 如何从国家发展战略层面解决环境问题、 如何设置环境保护制度、 如何动员全社会力量保

护环境等方面进行调查研究。 借助这些研究, 可以形成更加具体、 更具可操作性的指导原则, 以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机制不断完善。
其三, 从生态文明建设中提炼理论议题。 新时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经历了一个时期的发

展, 国内学者可以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事件、 政策变化、 社会实践和对全球生态建设的影响中

提取理论观点, 深化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研究。 这将有助于中国实践经验与国际理论的结

合, 为国际学术界提供更多有价值的观点。 由此, 中国学者能够更多参与国际学术研讨, 分享中

国生态文明建设经验, 并从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中获取新思路,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外交流

和合作。
(三) 以全球视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在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 生态建设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议题。 中国应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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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海外学界的合作, 共同探讨生态文明建设对于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理论

的创新, 为全球生态建设贡献力量。
其一, 推动科技创新赋能生态文明建设, 探索环境治理、 可再生能源、 绿色经济等方面的应

用。 当今时代, 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机遇, 可以更好更快实现美丽

中国建设目标。 中国学者可以加强对科技创新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理论的研究, 通过相应的案

例分析、 调查研究和数据分析, 深入探讨科技创新如何推动生态环境治理、 可再生能源、 绿色经

济等方面的发展, 以全面了解科技创新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应用。
其二, 积极履行相应的国际责任, 勇于承担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重任。 在当今海外学界关于中

国生态建设助推全球生态建设的观点中, 较多学者认为中国有能力为全球生态改良发挥重要作

用①。 这与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 勇于承担全球生态建设的责任和使命不谋而合。 中国

学者应该思考在全球生态建设中, 如何打破绿色贸易壁垒, 提出更好进行国际合作的策略和方

案, 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研究, 推动全球性环境危机治理的合作步伐。 通过文献分析、 对比研

究和进一步的理论构建,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创新。
其三, 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当今海外学界关于人

类文明新形态的论述中, 较多学者倾向于认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推动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

成。 中国学者可以通过借鉴海外学界关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的视角和成果, 丰富和发展人类

文明新形态的内容, 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概念和实践的阐释。
近年来海外学界对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认知与评价比较客观中肯, 充分肯定了中国生态文

明建设的重要价值和取得的成绩。 但其中也存在各种原因导致的质疑、 猜测和误解, 在倾听外界

声音的同时, 应审慎辨析这些错误观点的根源所在, 并在此基础上, 正向引导客观评价, 有力驳

斥错误论调, 科学揭示话语陷阱, 更好地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国生态文明故事。 同时还要加强中国

在生态文明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积极阐释生态文明建设理论, 增强国际对话能力, 与海外学界更

加顺畅地交流与研讨,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共建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金伟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

研究员、 博士研究生导师; 张曦尹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2 级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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