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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视域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四维审视

刘 畅，王安平

摘要：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开创的现代化道路在生态建设领域存在着内源性局限，要实现人

与自然关系的实质性转变需同时进行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革命性变革。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与西方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生态理念在价值基点、思维模式、目标诉求方面都有所区别，在思维

维度上实现了从“二元对立”到“辩证统一”的生态思维模式的转化；在价值维度上实现了从

“利益至上”到“以人为本”的生态价值观的扬弃；在共同体维度上实现了从“单边主义”到

“共建共享”的生态治理格局的超越；在实践维度上实现了从资本主义逻辑到社会主义逻辑的生

态建设路径的转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全球繁荣发展

相统一的中国良治，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之治的现代化生态文明道路，是中国反馈给世界的

社会主义新型现代化生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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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文明虽然带来了物质财富的爆发式发展，但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社会发展归结为“经济发展”

的现代化模式下却严重割裂了社会文化价值，加重了资源紧缺、生物安全、极端气候等环境问题。马克

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异化”，卢卡奇从本体论角度出发指出解决生态问

题必须达到人的社会关系与人与自然关系的“双重转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维模式、理论基点、目标诉求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指导下的生态

理念都有所区别。在比较视野下审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西方生态理念的差异，有助于深入理解以中

国式现代化开创的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的重大价值意义，为接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生态实践路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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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美丽中国与美丽世界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一、思维维度：从“二元对立”到“辩证统一”的生态思维模式

1962年蕾切尔·卡逊所著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唤醒了生态保护意识，各国掀起了对生态问题探究

的热潮。随着1972年《增长的极限》发表，西方逐渐形成了以生态中心主义为主的“深绿”思潮与以人

类中心主义为主的“浅绿”思潮，以不同的视角为生态问题找寻出路。在生态问题形成缘由与应对举措

上双方虽各执一词，但都拘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将人与自然所处的位置分割开来。莱布尼茨

认为“万物是由人的理性支配的”，笛卡尔认为“借助实践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深绿”站

在生态中心主义立场，认为这种以人类为中心的观念使人忽略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的视野

中，人是整个自然生态有机组成的一部分，生物与自然环境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依赖关系。在涉及人与自

然关系问题时，“深绿”认为人们需要树立一种新的伦理观念：一方面，必须具有时间层面的整体观，不

仅考虑当代社会发展，也要为自己的后代考虑；另一方面，必须树立空间层面的整体观，应具备对生态

环境、自然资源、动物植物的伦理责任。在具体生态实践上，“深绿”倡导通过改变人们的价值观与生活

方式来进行生态革命。“浅绿”则为人类中心主义辩护，将生态问题的原因归于现代技术缺陷、人口过度

增长以及对自然资源无节制地使用。他们秉持新古典经济学所主张的“弱可持续性”观点，认为自然资

源与人造资本之间存在很强的替代性，资源不可持续的问题可以通过人造资源的发展来进行弥补与替代。

由此，“浅绿”认为可以通过市场定价的方式来规制人对自然的破坏，并通过技术的革新来解决生态问

题，而这种思想也逐渐成为当今西方的主流生态理念。西方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生态理念以“人类中心”

与“自然中心”为议题展开探讨，虽各抒己见，但在思维维度上却有相似的缺陷之处。其一，两者皆停

留于价值观的剖析中，割裂了历史观与辩证观的统一，将生态问题浮于表面，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价值决

定论。其二，两者皆忽视了理论与实际的联系，无法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为生态问题找到实质解

决路径。他们将生态问题划进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视野中，并以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作为生态问题

审视的出发点，但其症结归根结底源于人与人的矛盾。究其本质，西方生态理念难以跳出资本主义社会

“非此即彼”立场与“二元对立”思维，难以为生态问题找到实质出路。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生态文明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相应的文明形态，它包含并发展了农业

文明与工业文明所蕴含的“精华”，是既体现历史承袭关系又具备现实特征的文明新形态。怎样看待与处

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当今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问题，也是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根本与核心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是建立于历史逻辑之上，立足社会发展实际，跳出

“二元对立”思维，以“辩证统一”的思维模式看待人与自然、生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首先，“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与基础，为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底层逻辑。习近

平指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1]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调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意在表明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依相存、相互

协调、休戚与共。一方面，自然不仅是人长期发展的无机身体，也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载体。正如马

克思所说，“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说是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

然界的一部分”[2]161。另一方面，自然由人类活动介入后便被打上了“人的标签”，具有了“人化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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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

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2]187。在“人化自然”的视域下，自然成为了人类文明成果表现的载体，自然

界的价值需在人类活动的进一步探索中得以展现。只有正确认识两者关系才能通过顺应自然规律进一步

利用、改造自然，达到人与自然的共续发展。其次，习近平辩证地看待生态与经济的关系，以生态生产

力观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马克思认为，“土地是一个大实验场，是一个武库，既提供劳动资

料，又提供劳动材料，还提供共同体居住的地方，即共同体的基础。”[3]自然提供给人以发展场所、资源，

若自然平衡遭受断裂，社会发展不仅会受到阻碍，还会造成人的生存性危机；但一味保护环境而否定经

济发展，社会新陈代谢又会失去其活力，阻碍现代化进程，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矛盾固化与永恒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

度谋划发展。”[4]50良好的生态环境不只是社会经济基础的保障，也是经济发展的物质源泉。“两山”的思

想理念建立于马克思的生态观之上，指明了如何协调“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之间的关系，为社会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统一提供了理论指导。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建立在辩证逻辑与现实逻辑上，树立了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的整体性与系统

性的视野，蕴含着走向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双重异化消除的美好愿景，是对西方生态文明理念中人与

自然二元对立思维的弥合与超越。

二、价值维度：从“利益至上”到“以人为本”的生态价值观

工业文明之所以将人与自然的张力拉到极限，主要归咎于“资本主宰”的现代化生产方式。资本主

义社会的发展驱动力源于对利润的追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便详尽揭露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实

质都是围绕剩余价值的攫取而展开。在这种利益至上的发展理念下，对利润的无限追求加速着资本市场

的扩张与深化，一切能获得利润的产品被无止境地创造与再生产。正如恩格斯所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生存斗争“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5]。逐利性从资本一出生便深埋于其骨髓中，在利润面前资

本家并不会对自然破坏负责。在此之下，生态问题不仅难以得到实质性解决，还或将造成“公地商品化

的巨大悲剧”[6]，加重对生态的大破坏。福斯特便认为资本内在地包含了自身无限制、指数级增长的特

性，资本积累制度正造成地球系统的生态断裂，世界已经被“灾变资本主义”( catastrophe capitalism) [7]时

代所吞噬。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以利益为目的的生产活动下肆意开采掠夺自然资源，并逐渐模

糊生态经济中“弱可持续性”与“强可持续性”概念，造成自然新陈代谢的“断裂”。生态经济学中“强

可持续性”观点认为关键资源与人造资本之间存在很弱的相关性，甚至根本不存在替代性。与之相反，

新古典经济学“弱可持续性”的观点认为自然资源与人造资本之间存在很强的替代性，自然资源减少的

问题可通过人造资源的发展进行弥补与替代。早在1987年《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可持续发展观”概念

就被正式提出，但在以攫取利益为目的的商业活动不断扩展下，西方逐渐演化出了一种可以通过科技的

未来发展来替代不可再生资源并进行生态补救的“共识”，这种“先破坏后弥补”的理念使“可持续发

展”中“弱”与“强”的界限被逐渐模糊，也使“可持续发展”成了面纱背后的虚假幻影。生态文明建

设绝不是对话未来或是质问过去的问题，它存在于现在。忽视“强可持续性”概念，把希望寄予未来，

只会带来不可弥补的生态破坏。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开创的西方现代化世界是一个“颠倒”的世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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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至上的价值取向赋予了人“虚假的需要”，加剧着人对自然的掠夺与破坏。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开启了近

代工业文明，这种大工业生产方式与工业化文化打上了密切的联系，形成了“文化工业”。法兰克福学派

认为“文化工业论所产生出的大众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消费主义文化”[8]。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社会充

斥着“虚假的需要”标签，人的需要是“为了特定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9]。资本为确保

自身的发展与扩张，通过商业宣传、网络平台各种平台传播更多新的消费主义观念，并将社会阶级对立

及对劳动的剥削掩盖起来，使人陷入对“物”的盲目追求中。在马尔库塞看来，现行的大多数需要，比

如娱乐、按广告宣传进行消费等都属于虚假的需要，这种虚假的需要不仅造成了人的劳碌与苦难，还助

长着人对自然资源的加剧掠夺与破坏。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土壤，其理论基点从“利益”层面提到了人民层

面，始终从“人”的逻辑出发看待社会发展，最终目标在于推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两个“和解”。首

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涵“环境民生论”，体现出了“以人为本”的人民性与“人人共享”的普惠

性。社会发展与建设的出发点在人民，落脚点也应在人民，坚持生态为民、利民、惠民是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中蕴含的“铁则”。习近平始终从社会发展全局高度审视生态建设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对生态民生

建设持以高度的重视。随着我国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根本性变化，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仅限于物质层面，更需要精神层面上“美好”的满足。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是

经济发展的刚需，也是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内在向度。从生存层次到生态层次民生观的发展，体现了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遵循。其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大写的“人”出发对消

费主义进行了扬弃，认为人的消费与保护自然并不互为对立，而是可以实现相互协调。“经济发展不应是

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应是舍弃经济发展的缘木求鱼，而是要坚持在发展中

保护、在保护中发展”。[10]习近平并不一味否认消费，而是认为应找到适宜的度，摒弃“虚假性消费”“炫

耀性消费”，秉持“宁俭勿奢，惠而不费”“取之有时，用之有度”的理性消费观，形成“良好的生态环

境就是最好的消费”的生态道德价值理念。习近平始终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审视生态建设的紧迫性与

重要性，对生态民生建设持以高度的重视，并强调社会发展的主体是“人”，而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归宿

也是“人”，切实解决民生之忧、谋划民生之利。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涵的生态民生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导向、人民为主体、人民为目的，超越了

资本主义社会以“物”为价值遵循的发展观。其对历史发展规律与社会基本矛盾的深刻认识与把握体现

了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人类生态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性、人民性、实践性的高度统一，是对西方现代化以

利益至上为价值根基的生态文明理念的超越。

三、共同体维度：从“单边主义”到“共建共享”的生态治理格局

西方国家因其文化背景，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关系的过程中秉持着一种“个人主

义 ”价值理念。个人主义主张的“原初状态”是与社会整体、社会身份相脱离的个人，他们认为个人利

益高于群体利益。这种观念的泛滥不仅会使社会精神与社会联系遭到破坏，还会在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的

思维下加剧生态的全球性危机。在个人主义思维下西方体现出了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观念，在

资本市场的全球性扩张下将生态危机蔓延至世界每一个角落。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时代之初获得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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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财富的巨大积累，其余国家在处于相对落后的经济情形下迫于发展压力纷纷走上资本主义国家提供的

经济规模大、环境污染严重的工业化大生产模式。这种西方现代化发展理念不仅让落后国家不得不按照

牺牲生态环境的方式来发展经济，也对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等经济资本产生了必要性依赖，逐渐沦为

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属物”。然而这种现代化模式也加剧了生态灾难的全球性蔓延：西方发达国家一面为

实现资本的扩大再生产，一面为达成自我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通过对落后国家转移落后产能的方式建

设大量跨国机构进行生产活动，不仅对其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还致使落后国家自然资源的短缺。同时，

在全球视域下，发展中国家对加快工业化进程的需求还存在，尤其是经济落后的国家难以快速转入绿色

经济体系，生态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还较强，生态建设的压力较发达国家大。但部分西方国家忽

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实，要求实现与发达国家对等的生态措施，这实质上是否认差异性，将个人思维

强加于世界整体上，造成阶级固化与全球发展不平衡的进一步加深。

当今民族历史已愈来愈向世界历史转变，单个个体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交往联系越来越密切，个

体所经历的历史越来越向“类”历史所靠拢。在面对全球性生态难题时，“单边主义”“国强必霸”的对

抗性思维只会造成现代化发展的“类”文明危机，只有各国具备“类安全”“类合力”“类发展”等意识，

携手走一条共商、共建、共赢的发展之路，才能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实现全人类文明的繁荣永续。中

国与西方具有不同的文化发展土壤，“群体本位”的思想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天人合一”“和衷共济”“天下为公”等优秀的生态伦理观念，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

习近平指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类也只有一个共同的未来。”[11]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各

民族、各国的命运都紧密相连，在生态危机下任何一国都不能独善其身。“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

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12]。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于全球性视野，认为各国都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凝聚生态问题的全球性共识，厘清各国的生态治理责任与义务，只有“共治”才能实现生态的

“共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中国始终践行多边主义，秉持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

的原则，积极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生态污染等重大问题，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在推动南南合作、参与

国际环境治理合作、提出绿色发展倡议等举措下，中国在全球多边生态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二

十大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各国发展的前提所在，“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

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4]6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

“人”的关怀，区别于西方自由主义造就的个人主义社会文化，中国始终秉着“命运与共”的理念与“天

下大同”的情怀，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出坚实的中国力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具有促进世界

绿色发展的生态维度，也具有促进各国繁荣发展的经济维度。一方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坚持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正视全球生态问题的同时又把全球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纳入视野中，将厘

清各国生态的责任义务、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与民族国家在绿色发展下消除贫困、实现共同繁荣有机结

合起来。其蕴含的理念在推进全球生态治理的进程中又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是在推动全球生态

共进的同时又推动各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中国始终站在全人类发展的价值高度，践行共

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世界其余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既要“绿色”又要“繁荣”的

现代化发展道路。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中国倡导绿色发展理念，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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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加强国际生态合作，推进世界清洁美丽、繁荣与共，引领着全球生态建设向前发展。

以“共建共享”为视野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推动人类生态文明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任务，

对加快建设美丽繁荣世界，推进个体、群体甚至“类”文明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作为全球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在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

与他国一起共创美丽清洁的家园与共同繁荣的世界。

四、实践维度：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逻辑的生态建设路径

如何展开生态文明建设是将理念运作于实际、判定能否将生态理念转为现实效用的重要内容。西方

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生态实践一方面困于思想层面，形而上学与脱离实际的思维方式难以将理念化作实际

力量运用于实践中；另一方面困于现实层面，受生产模式与市场机制的制约，无法让政府背离金融资本

做出另一个选择。2019年特朗普政府宣布正式启动退出《巴黎协定》程序，在国内和国际上大程度地取

消生态举措。拜登上台后虽重回《巴黎协定》，但拜登政府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在生态实践上并没有多

大好转，还“曾向华尔街承诺不会改变过去的政策”[13]。这种“不作为”与“虚假性作为”与资本主义制

度难舍难分，统治阶级以促进国家核心利益为首要目的，本质上是为了保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稳定和

延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延续下，生态问题不仅无法从根源上进行解决，还将造成人发展的深层次

“物化”，带来对地球生态的更大破坏。卢卡奇指出，生态问题的解决需要人的社会关系与人与自然关系

达到双重转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产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土壤之上，不同的价值遵循、历史文

化与经济体制使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层面上走出了一条相异于西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创的西方现代化生产模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国实际

情况与全球生态症结提出了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的重大决策。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包含生产范式、技术

模式、社会形态的变革，是中国站在理论维度、历史维度、现实维度提出的统筹策略，是人与人、人与

自然之间关系双重转变的路线方针。其一，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是由资本主义以物为目的走向以人为目的

的生产方式的转换。习近平指出：“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

不能替代的。”[14]35-36绿色发展立足于以人为本的价值遵循，将经济发展与人民美好生活的建构紧密相连，

创造了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范式，是对物为生产目的传统生产方式的否定。其二，发展方式

绿色转型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单一维度的社会新陈代谢走向自然与社会实现双重新陈代谢的转换。

马克思认为，土地资本扩张与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这种实现社会新陈代谢更

替的方式却是通过破坏自然界本身的新陈代谢而达到，这带来了自然界新陈代谢的断裂，造成社会与生

态间“不可弥补的鸿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路径，

使自然新陈代谢与社会发展相统一，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生态新陈代谢“断裂”问题。其三，

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是由商品财富走向“绿色财富”的转换。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不仅是社会生产模式

上的范式转变，也是人精神层面上的转变。大工业生产体系关注的是商品财富的创造，绿色发展则是意

在创造绿色财富，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建设的共赢。绿色发展不仅将商品与生态紧紧挂钩，还将绿色意

识融入社会各领域中，助推人们创造超越物质层面上的绿色财富。

落实到如何践行生态理念层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经济发展、生态改善、民生建设、技术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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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统一起来，形成“德法兼治”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方案。首先，习近平指出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

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15]363。制度关乎国家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将制度建设作为生

态文明建设中的重中之重就是意在为生态建设画上刚性的约束线，形成一种外在的强制，严禁逾越自然

新陈代谢下不可挽救的鸿沟。其次，习近平认为制度只是一种外在的力量，实现生态文明建设还需要社

会力量，把美丽中国建设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行动。习近平指出：“抓生态文明建设，既要靠物质，也要靠

精神。”[14]93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的优秀文化，如“天人合一”“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物尽其用”等，

应将这些优秀的智慧内化于心，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好生态道德

价值理念。一方面，习近平认为应大力开展生态道德文化教育，“要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

意识，培育生态道德和行为准则，开展全民绿色行动。”[15]362-363在塑造良好生态文明理念的同时，积极引

导人民形成绿色生活方式，让广大群众将生态文明理念外化于行。另一方面，习近平认为生态文明建设

是全体人民共同的事业，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也应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应积极引导全体人民共同参

与，将良好的生态文化价值观转化为每个人的实际行动，共创良好的生态环境与美好生活。在此之下，

社会形成以政府为主的政府组织、企业为主的市场组织、社会各团体以及社会公众为主的社会组织共同

治理格局，超越了西方通过德治或将希望寄予未来技术发展改善生态环境的治理模式。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走出了一条与西方资本主义

社会相区别的生态实践道路，也为全球绿色繁荣发展提供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路径，打造着全球生

态治理的新格局，是对西方现代化发展方式与生态治理模式的双重超越。以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人类生

态文明新形态是对资本主义主导的西方现代化生态文明的革新与超越，其不仅具有实现社会物质财富与

人类文明良续共进的发展维度，也有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与共建清洁美丽地球的社会维度，是中国反馈

于世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态之治。面对全球性生态问题的时代症结，更应深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深刻内涵，积极推动绿色发展，实现社会层面与生态层面的双重变革。生态文明建设关乎全人类，也寄

予全人类。只有各国守望相助，以新文明观、新现代化观推进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全面绿色变革，才

能在共创绿色清洁的地球家园下向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双重“和解”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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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dimensional Examination of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from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IU　Chang， WANG　Anping

Abstract:The path of modernization pioneered by Western capitalist societies has endogenous limi⁃
tations in the field of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substan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revolutionary changes at both the social and 
ecological levels at the same time. Xi Jinping's ide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different from the ecologi⁃
cal concepts dominated by Western capitalism in terms of value base, mode of thinking, and goals. It has 
realiz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logical mode of thinking from "dichotomy" to "dialectical unity" in think⁃
ing dimension, succeeded in abandoning the ecological value of "supremacy of profit" and reviving "hu⁃
manism" in value dimension, transcended the ecological governance pattern of "unilateralism" and 
achieving "joint 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in community dimension, and stridden across the path of eco⁃
logical construction from the logic of capitalism and followed the logic of socialism in practice dimension.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emonstrates China's good governance of a harmonious co⁃
existence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in consistency with global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China 
has embarked on a moder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oad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governance, which is a 
new modernization theory fed back by China to the world.

Keywords: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deology; new form of human eco-civilization; capi⁃
talism;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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