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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生态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演化逻辑

与实践探索*

刘 培 李 小 建 茹 雪 陈 浩

摘 要：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问题是新发展阶段的核心，也是实现“双碳”目标和“两个百年”目标的关键。探究生

态文明与共同富裕视角下“生态共同富裕”思想的演化形成逻辑与黄河流域的实践探索等内容，对黄河流域生态文

明建设、社会共同富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显示：第一，“生态共同富裕”思想是生态文明思想和

共同富裕理论的有机结合，是对生态文明和共同富裕科学内涵的进一步阐释与拓展，也是生态文明思想和共同富

裕理论的融合延伸，具体体现在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的相对统一性上，体现在人与自然、人、社会、自身四维和谐协

调发展上，也体现在生态文明建设与共同富裕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上。第二，黄河流域践行“生态共同富裕”思

想符合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现实需求在于贯彻生态文明发展理念、保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推动黄

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实现地区共同富裕，促进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协调高质量发展、最终达到生态共同富裕。第三，

黄河流域“生态共同富裕”思想是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富裕理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之间的有机

结合，其科学内涵主要包含生态环境质量、生态资源储备、生态治理能力、生态经济水平等四个维度，实践路径在于

生态保护、生态修复、生态治理、生态技术、生态意识等不同方面，核心是处理好“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辩

证统一关系，以生态保护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以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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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与区域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与共同富裕是新发展阶段社会

普遍关心和重点关注的问题，也是国家实现“双碳”

目标和“两个百年”目标的关键。在历史发展进程

中，如何在新发展阶段实现经济社会“降碳、减污、

扩绿、增长”，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是目前经济

社会发展工作的重点。“生态文明”建设与“共同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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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实践作为满足居民高品质生活需要的重要内

容，国家重大战略的一部分，是新发展阶段不可忽

视的问题，并且上述内容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2020）、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2021）、“十四五”规

划（2021）、党的二十大报告（2022）等众多重要会议

或报告中均有所提及，如“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

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

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

高质量发展道路”“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等；上述

关于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问题的阐述为未来进一

步处理好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以及如何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导。

与此同时，黄河流域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与

保护的重点，也是实现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和居民

共同富裕的重点地区，该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与

社会共同富裕建设的效果直接关系到国家重要战

略实施的效果与成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区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实施是落实生态文明理念

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探索，保护黄河流域生态环

境、增强黄河流域居民的生活质量、提升流域居民

的生活幸福感，对黄河流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有重要意义。

因此，梳理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视角下“生态

共同富裕”思想的演化形成过程，有效结合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生态修复、区域协调发

展等发展战略，深入探究黄河流域如何在生态文明

建设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实现生态化的

富裕与普遍共同化的富裕，即“生态共同富裕”，对

于进一步促进黄河流域生态文明与经济建设协调

高质量发展，提升流域居民生活富裕水平、改善地

区生态环境、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一、生态文明思想和共同富裕理论是“生态

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来源

“生态共同富裕”是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有机

统一的逻辑推演，生态共同富裕观包含了“共同富

裕生态”内涵的重要论述，即共同富裕是普遍化的

富裕，每个人都可以共享发展成果，享受社会发展

带来的物质富裕和大自然富裕的生态环境，同时也

包含了“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耿步健等，

2022），即让居民共享富裕的生态环境和美好的大

自然风光，共享大自然生态化的产品。生态文明与

共同富裕视角下的“生态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

理论和“生态文明”思想的有机结合，生态文明建设

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自然前提和社会前提，共同富裕

为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

（一）“生态共同富裕”思想是对生态文明科学

内涵的进一步阐述

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共同富裕”思想实践的

基础，“生态共同富裕”思想是对生态文明的继承和

发展，在探索生态共同富裕思想过程中，必须要明

确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过程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

价值。“生态共同富裕”思想是在生态文明中所蕴含

的“生态”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了生态的“共

同性”和“富裕性”，具有新的更高的时代价值。

表1基于不同历史时期发展的角度表达了生态

文明思想的起源与发展：从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出现，到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再到生态文明思想实

践的过程（周宏春等，2019；于法稳，2018；成金华

等，2019；庄贵阳，2020；魏海生等，2022），说明人类

的永续发展必须遵守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

发展。

20世纪初期，马尔库塞（1964）揭示科学技术没

有根本解决生态危机问题，标志着生态马克思主义

的出现；德内拉·梅多斯（1972）强调增长的极限以

及人口和经济平衡的重要性；阿格尔（1975）认为资

产阶级和工人自身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社

会主义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奥康纳

（1997）提出的“双重危机理论”认识到世界环境危

机的内在根源藏于资本主义本身，使马克思主义生

态文明从雏形走向系统化。21世纪初期，乔尔·科

威尔（2002）、张剑（2010）、王宏斌（2011）、张荣寰

（2007）等学者提出生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

注重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

明应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在新发展阶

段，周宏春（2019）、于法稳（2018）、庄贵阳（2020）、

成金华（2019）等学者对生态文明思想的研究表明，

生态文明思想的根源在于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想，

而新发展阶段的生态文明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生

态哲学的进一步继承和发展，是新阶段符合经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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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展规律的时代成果，也是对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内容的深度概括和总结，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和解

决社会经济环境之间矛盾的有效方法，是社会生态

文明建设的基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上述生态文明思想的起源与发展过程，阐述了

在不同历史时期“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是发展变

化的，在新发展阶段，“生态共同富裕”思想的新时

代价值在于，第一，“生态共同富裕”思想既需要考

虑生态文明所包含的“天人合一”“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保护自然”“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两山

论”“命运共同体”等生态文明理念，也要注意自然

生态环境上的公平性和富裕性，不能为了生态文明

而放弃物质文明，也不能为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

而放弃生态文明，需要两者兼而有之。第二，“生态

共同富裕”思想充分体现了在生态建设上的“富裕

性”特征，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需要满足居民对

高品质生态产品、生态环境、生态文化、生态休闲等

多维度的需求，才能满足多数人对于美好大自然环

境的生态需求，体现生态的经济学价值、文化价值

和生态价值。第三，“生态共同富裕”思想充分体现

了在生态建设上的“共同性”特征，良好的生态环境

是最大的社会居民公共福利，富裕的生态环境对每

个居民来说都是平等的，不具有排他性。居民都能

够平等地享受美好的自然风光和生态景观，是践行

共同富裕理念的重要途径，也是社会共同富裕建设

的重要内容。因此“生态共同富裕”思想兼顾了“富

裕性”“共同性”和“生态性”特征，是对生态文明科

学内涵的进一步阐述和发展。

（二）“生态共同富裕”思想是对共同富裕理论

在新发展阶段的进一步深化

“生态共同富裕”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理论基础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理论，随着社会主

要矛盾的变化，在满足人民基本温饱和基本物质需

求之外，人民对于生态文明的需求更加迫切，因此

表1 生态文明思想的起源与发展过程

时间

20世纪
初期

20世纪90
年代

21世纪初

新发展阶段

代表人物

马尔库塞（1964）
德内拉·梅多斯

等（1972）
阿格尔（1975）

叶谦吉（1988）

奥康纳（1997）

乔尔·科威尔
（2002）

张剑（2010）

王宏斌（2011）

张荣寰（2007）

周宏春（2019），
于法稳（2018），
庄贵阳（2020），
成金华（2019）等

重要事件

1964年，《单向度的人》
1972年，《反革命与造反》

1972年，《增长的极限》

1975年，《论幸福的生活》
1979年，《西方马克思主义
概论》

1988年，《生态农业——农
业的未来》

1997年，《自然的理由》

2002年，《自然的敌人：资
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
终结》

2010年，《生态文明与社会
主义》

2011年，《生态文明与社会
主义》

2007年，《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论》

关于生态文明思想的研究

核心观点

科学技术没有根本解决生态危机问
题，而是资产阶级统治和征服自然

技术进步只能延长资源消耗的过
程，而不能制止末日的来临

资产阶级和工人自身是导致生态危
机日渐严重的原因

对生态文明概念做出较完整清晰的
阐述

双重危机理论，理清资本主义积累、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三者间
的内在联系，揭示了世界环境危机的
内在根源

资本主义就是一个追求自我价值利
益的社会制度

注重强调社会主义中的生态文明
建设

人类文明：古代的黄色农耕文明（起
源）——黑色工业文明（经过）——现
代的绿色生态文明（落脚点）

生态文明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
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
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社会形态

生态文明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
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概括和
总结

意义

标志着生态马克思主
义的出现

揭示增长的极限以及人
口和经济平衡的重要性

生态社会主义是生态
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然
结果

对生态文明建设问题
进行了初步地探索

使马克思主义生态文
明从雏形走向系统化

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理论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
践应该得到重视

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
明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共
赢

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
发展的一个新的阶
段——工业文明之后的
文明形态

生态文明思想是我国
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遵
循和行动指南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黄河流域“生态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演化逻辑与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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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现居民富裕的过程中既要注重“物质”富裕，也

要注意“生态”富裕，既要注重富裕的“共同”普遍

性，也要注意富裕的“共同”公平性。

从共同富裕理论形成过程和历史发展角度来

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理论涉及马克思

的共同富裕理论、毛泽东思想中的共同富裕理论、邓

小平理论中的共同富裕理论、“三个代表”思想中的

共同富裕理论、科学发展观中的共同富裕理论、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共同富裕理论①。

1.马克思主义中的共同富裕理论

托马斯·莫尔（1982）提倡的共建共享的公有制

社会是对共同富裕状态的一种描述，如“每人一无

所有，而又每人富裕”（林于良等，2021），充分体现

了共同富裕的特征。马克思提出的共同富裕状态

是“……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共同富裕为目的”，其在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共同富裕的描

述充分体现了共同富裕的公平性和共有性，如“以

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在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和

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才有更大的可能满足共同

富裕的要求，因此深度解放社会生产力，大力发展

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生产力更大程度的提升，才

能满足人民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并在此基础上不

断丰富物质类型和物质产量，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

水平（陈燕，2021；任保平，2018）。
2.毛泽东思想中的共同富裕理论

此阶段的共同富裕思想主要体现在经济制度

和社会制度上，制度是社会经济运行的根本保证，

合理的制度安排才能体现社会共同富裕的思想导

向和践行社会共同富裕。毛泽东思想中的共同富

裕理论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1953—1978）的系列制度安排，为后期的经济发展

和迈向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有了政治前提和制度

基础，发展才有了保障。如《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

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1953）、《关于农业合作化问

题》（1955）、“一化三改造”等，都体现出社会共同富

裕的特征，其中合作社的决议内容中首次提出“共

同富裕”的概念，“一化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

度，上述内容和事件都给共同富裕打下了基本的政

治、经济制度基础和伦理基础（谢小飞等，2021；朱
格锋，2020）。

3.邓小平理论中的共同富裕理论

此阶段的共同富裕理论主要体现在经济社会

改革与发展、“先富”和“后富”的理论关系上，体现

在 1984 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2 年邓小平在

南方谈话时的内容上。在实现富裕的过程中可以

允许一部分人依靠劳动先富起来（赵伟等，2021），

鼓励部分地区、个人、企业、团体、集体组织等“先富

起来”，才能实现社会物质的丰富，以及社会生产

力的不断发展，这个过程是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规律的。在“先富”和“后富”的理论关系上，只有部

分人先富起来，才能带动后者跟着富起来，允许部

分人先富，并让前者（先富者）带动后者（后富者）是

整个社会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李静波等，2022）。

总体来说，实现共同富裕的第一步在于发展生产

力，第二步在于解决区域差异、公平性和不平衡问

题，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任保平，2018）。
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共同富裕理论

此阶段的共同富裕理论主要体现在经济制度

和社会分配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同

时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林于良等，

2021），其本质也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问题，其中

经济发展是为了满足和解决“富裕”，社会公平是为

了解决贫富差距和公平正义问题。因此，经济社会

发展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以人民的

利益为第一位，解决多数人的富裕问题和社会公平

性问题，不断缩小彼此之间的差距，实现社会整体

的共同富裕目标。

5.科学发展观中的共同富裕理论

此阶段的共同富裕思想主要体现在社会收入

分配上，分配制度在于合理的规范和调节收入，如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劳动收入和其他收入等，在初

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要注重公平问题，在公平合理

的制度基础上才能提高社会运行的效率。“把广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核心，并且要实现好、

维护好、发展好”“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等观点都是践

行共同富裕思想的具体表现。

6.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共

同富裕理论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2015）提出了“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其中“共享发

展”理念是对共同富裕原则的坚持和发展。国家在

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实施的乡村振兴、精准扶贫、

区域协调发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医疗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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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保护、减碳降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粤港

澳大湾区、东北振兴、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与高质量发展等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

规划，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推动更加平衡、更加充分

的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和重

要举措（林于良等，2021；陈燕，2021；谢小飞等，

2021）。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富裕始终是中国

共产党执政的基本遵循，但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

实现程度、表现形式等内容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所

不同（胡鞍钢等，2022）。
“生态共同富裕”思想是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中的共同富裕理论基础上，对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共同富裕理

论在新发展阶段的进一步深化，主要体现在如下几

个方面。

第一，对“富裕”特征的进一步深化。“生态共同

富裕”思想继承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

改造”“注重经济效率”“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等实现

富裕的思想，也提出了精准扶贫、乡村振兴、高质量

发展等新的富裕发展方向。例如，国家对浙江高质

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指导文件和内容

（2021）体现了“共同富裕”思想，共同示范区建设正

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着力实现“摸着石头过河”和

“顶层设计”的辩证统一，以现实社会发展为基础，

科学务实的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规律②，为未来共

同富裕建设规划提供更好的指导，保持了社会经济

发展是为了满足多数人富裕性的要求。第二，对

“共同”特征的进一步深化。在新发展阶段，“生态

共同富裕”思想既需要继承“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

的”“先富带后富”“社会整体的共同富裕”“合理分

配”“公平与效率”等共同性特征，也需要认真贯彻

新发展理念（绿色、创新、协调、开放、共享）中的“共

享”理念，实现区域、城乡之间的高质量发展，生态

共同富裕思想很好地体现了五大发展理念中“共

享”理念的“共同”普遍性特征。第三，对“生态”特

征的进一步深化。生态共同富裕思想突出体现了

新发展理念中“绿色”理念的“生态”性特征，因此，

“生态共同富裕”思想是对五大发展理念中“绿色”

特征最好的阐释，并且其特征的价值内涵与“生态

共同富裕”的价值内涵是一致的，都体现了“生态

性”。新发展阶段需要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

态环境改善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共同富裕”进

程，使其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谢伏瞻，

2021），主要体现在富裕的公平性和生态性上，而非

单纯的物质富裕。同时，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建设就

是在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富裕的“生态

性”和“共同性”，而上述思想就是“生态共同富裕”

思想的本质内涵。因此，“生态共同富裕”思想是对

共同富裕理论在新发展阶段的进一步深化与延伸。

二、“生态共同富裕”思想是生态文明思想和

共同富裕理论的融合延伸

“生态共同富裕”思想体现在习近平关于共同

富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论述中（耿步健等，

2022），“生态共同富裕”思想是新发展阶段生态文

明思想和共同富裕理论有机结合的产物，是对生态

文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既体现了生态文明思想

中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也体现了生态发展对

于居民高品质生活的重要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生态共同富裕”思想体现在生态文明与

共同富裕的相对统一性上

人民对未来高品质生活的向往涉及经济发展、

社会治理、精神文化活动、社会公平正义、生态环境

质量等各个方面，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

求，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特征，是人类文明的价值

追求（谢伏瞻，2021）。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既有相

对独立的一面，又有显著的因果关系（沈满洪，

2021），共同富裕是以生态文明建设下的高质量发

展为前提，同时也是包含生态文明思想的共同富

裕。共同富裕是建立在“五位一体”所构成的福利

体系基础上的共同富裕，生态福利是共同富裕框架

下的重要组成部分（谢伏瞻，2021），而且是实现共

同富裕的驱动力量。同时，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的

辩证关系也可以阐释为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的

过程，即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实现共同富裕，在共同

富裕中实现生态文明发展（马俊，2021；谢高地等，

2010），生态共同富裕是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有机

统一的逻辑推论和确证（耿步健等，2022）。
生态文明视角下的共同富裕问题既要考虑以

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的共同富裕问题，也要考虑

绿色低碳下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充分考虑经济社会

黄河流域“生态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演化逻辑与实践探索

99



区域经济评论 2023年第5期

发展在社会生产、居民生活、环境生态等不同方面

的需求，在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中兼顾发展

问题和环境问题，解决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

之间的矛盾，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产业结构、环境

友好的生产方式、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合理的区

域产业空间格局等。“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走

生态良好、生活富裕、生产发展的新路子”“保护生

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

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等内

容都是关于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的相对统一性的

描述，都是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重要内容（魏海生

等，2022）。同时，在实现“两个百年”和2035现代化

目标过程中，既需要满足人民“物质上的需求”，也

需要满足其“精神和生态上的需求”，才能更好地解

决社会主要矛盾。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视角下的

“生态共同富裕”思想能够促进生态文明与经济社

会协调高质量发展，为社会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

展奠定基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体现出来的

生态价值也是人民的共同财富和福祉。实现生态

文明与共同富裕的协调统一，才能更好地期待在

2035 年达到现代化远景目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2020）③。

（二）“生态共同富裕”思想体现在人与自然、人

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四维和谐协调发展上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黄祖辉等，

2021），共同富裕不是社会部分人的富裕，也不是某

一方面或者某个区域的富裕，而是满足社会大多数

人的富裕，是社会整体的富裕，是人民物质丰富、精

神丰富、生态丰富等多维度的富裕（马建堂，2021），

经济发展带来的丰富物质条件是推动共同富裕的

坚实基础，精神环境层面的富裕是推动共同富裕的

有力保障。坚持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相统一是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

应有之义（龚云等，2022）。从“物质富裕”到“物质、

精神、生态富裕”的转折发展，既符合社会主要矛盾

的转变过程（人民生活幸福感从“物质”领域转向

“物质、精神、生态”等多维领域），也符合人与自然、

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多维和谐的生态价

值观（黄瑞媛，2019）。共享发展是共同富裕道路的

新阶段（范从来，2017），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

体现了共享发展理念，也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思

想，实现人的更高层次和更多维度的发展才是共同

富裕的目的，践行生态共同富裕思想，满足人的物

质、精神与生态需求和社会发展基础（谢伏瞻，

2021），才能在新发展阶段实现更高水平的富裕。生

态文明与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关系如图1所示。

（三）“生态共同富裕”思想体现在生态文明建

设与共同富裕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上

浙江高质量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提出科学务

实的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规律。经济高质量发

展之所以是社会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础，是因为高

质量发展为社会居民的共同富裕提供了基本物质

保障，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追求，是因

为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共同富裕的内涵丰富

（马建堂，2021；龚云等，2022），包含经济上和生态

上的共同富裕，内容涉及物质、精神、生态等不同方

面的内容。共同富裕的实现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组成部

分。实现“生态共同富裕”要以建设美丽中国为载

体，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价值指向，以构建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奋斗目标，从而实现经济价值、

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和人的价值的高度统一（成金

华等，2019）。
“共同富裕”是收入上的共同富裕，也是公共产

品和服务的共同富裕。“生态共同富裕”是指生态产

品的供给在数量和质量上水平都很高（黄瑞媛，

2019）。生态性的产品供给既促进了社会富裕化的

进程，也带动了生态化产业的发展，相反，社会共同

富裕化的过程对产品的需求提出了更高生态化的

要求，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生态共同富裕”的

具体内容涉及生态环境质量、生态产品供给、社会

生产方式、居民生活方式、资源消耗、能源利用、生

态功能区、生态屏障等各个层面，内容既具备“富

裕”属性和“生态”属性，也具备“共同”属性。生态

实现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和人的

价值的高度统一

图1 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100



环境的公共属性使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

的民生福祉（魏海生等，2022），阐明了生态环境在

公共社会福利中的重要性，突出了其公共产品属

性，以及在改善社会民生福祉中的重要地位，生态

环境产品的自然属性使其成为具有“共同”属性和

“生态”属性的产品，在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的

过程中，实现了“富裕”“生态”“共同”属性的统一，

并且彼此之间是相互促进的，是具有普惠性质的重

要民生福祉。

总体来说，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

共同富裕的自然和社会前提，生态产品的发展带动

了共同富裕的进程，共同富裕的进程对生态产品的

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

展。“生态共同富裕”是在共同富裕中实现生态富

裕，在生态建设中实现生态产品富裕，在践行“生态

共同富裕”思想中让“美丽”与“富裕”并肩同行（汪

莹，2021），夯实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生态基底。

三、黄河流域践行“生态共同富裕”思想符合

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

黄河流域“生态共同富裕”思想是生态文明建

设理念和共同富裕理论的有机结合，并在此基础上

结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维度与高质量发展维度的

发展战略，即生态维度与富裕维度，据此进一步拓

展为共同富裕和生态文明建设视角下的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思想，即黄河流域“生态共

同富裕”思想，相关理论间的逻辑结构如图2所示。

黄河流域践行“生态共同富裕”思想的现实需

求在于更好地保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促进黄河流

域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实现地区共同富裕，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化解生态矛盾中实现经

济发展和生态效益双赢是黄河流域生态共同富裕

的实践之策（耿步健等，2022）。黄河流域践行“生

态共同富裕”思想，实现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

现实需求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贯彻生态文明发展理念，保护黄河流域生

态环境

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新发

展理念中的重要内容，黄河流域生态共同富裕思想

蕴藏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可持续

发展思想，协调好区域与自然的关系，兼顾发展与

安全，在发展中保护好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其观点

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生态观和发展观，

是新时代生态文明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廖茂林

等，2021）。
黄河流域经过 9个省区（位于地球 96°-119°E;

32°-42°N，面积约 130万平方千米），是我国重要的

生态经济带、水资源保护区、生态安全屏障区，也是

区域人口活动（人口约1.6亿）、文化交流、经济发展

较为集聚的区域，然而黄河流域一直“体弱多病”，

沿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生态保护意识

弱、自然资源消耗大、自然环境修复不到位、工业污

染长期存在等问题较为突出，此时贯彻生态文明发

展理念、保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④。

同时，治理黄河流域环境，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既

要保护现有的生态环境资源，也要修复流失的自然

生态，逐步恢复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生态保护与

生态治理两者兼顾，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习近

平，2019），这些都是黄河流域践行“生态共同富裕”

思想过程中所需要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

黄河流域“生态共同富裕”思想是以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为前提，以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为基础，

实现了从“物质富裕”到“物质、精神、生态等不同方

黄河流域“生态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演化逻辑与实践探索

图2 黄河流域“生态共同富裕”思想的演化与形成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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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都富裕”的转折发展，既符合社会主要矛盾的转

变过程⑤，满足居民对于“物质、精神、生活、生态”等

多维度多层次的需求，也符合“天人合一”“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等

不同视角下的生态文明价值观，以及人与自然、人

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和谐的生态价值观（黄瑞

媛，2019）。
（二）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实现地区共同

富裕

黄河流域既要实现“生态”保护目标，也要能满

足“生存”的发展目标（廖茂林等，2021），推动黄河

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在于实现生产—生活—

生态之间的协调，实现地区物质与生态上的富裕，

能够有效实现生态资源、生态产品、生态环境的惠

民、利民、为民，满足人民对于物质丰富度、精神愉

悦度、生态欣赏度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良好的

自然生态环境具有普惠性，也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习近平，2020），既体现“生态共同富裕”思想，也说

明共同富裕的实现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好的自

然生态环境和好的生态产品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

前提，黄河流域既要实现物质上的共同富裕，也要

实现地区生态环境质量上的共同富裕，让居民既享

受到物质富裕带来的生活上的满足感，也享受到生

态富裕带来的精神上的欢愉。

为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实现地区共同富

裕，黄河流域发展规划纲要⑥（2021）、河南省关于促

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决定⑦（2021）
等文件相继发布，内容涉及黄河流域的生态修复、

廊道建设、资源开发、文化保护、区域协调、环境治

理、治理制度、法治保障体系等，目标在于创建黄河

流域区域协调发展的经济带、提升区域之间的协

调治理能力和资源利用效率，以绿色经济带的规

划建设来实现流域的生态经济发展，兼顾生态保护

和经济发展，兼顾本土发展和区域均衡。在黄河

流域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在保护生态环境基础上探

索区域高质量发展之路，能全方位提升黄河流域居

民的生活质量，增强其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实现生态惠民、利民、为民，推动区域共同富裕的进

程。

（三）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最终达到生态共同富裕

促进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协调高质量发展，需要

协调好区域之间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生态治理、

资源开发上的关系，同时在黄河流域三江源、祁连

山、秦岭、贺兰山等重点区域，区域生态保护与生态

修复的问题十分突出。在此背景下，依据“生态共

同富裕”思想，并结合乡村振兴、精准扶贫、共同富

裕、两山理论、生态治理、区域协调发展、高质量发

展等国家重要发展战略，分析黄河流域生态经济带

实现“生态共同富裕”的重要性和时代紧迫性，探讨

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协调高质量发展道路，对进一步

促进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共同富裕、人

与自然和谐都具有重要意义。“生态共同富裕”思想

强调“富裕性”“共同性”与“生态性”。“富裕性”上可

以打造以黄河流域的汾河、洮河、渭河等干支流为

依托的创新开放地、生态保护地、绿色发展带，以

高质量发展带动共同富裕；“共同性”上可以实现

黄河上、中、下游之间，区域城市之间，城市与乡村

之间的联动发展，实现多区域多维度融入黄河流

域高质量发展战略；“生态性”上可以加强黄河流

域生态资源和生态产品开发，建立生态经济带、绿

色发展带、生态保护带、生态产品带等，最终达到

区域生态共同富裕。

四、黄河流域“生态共同富裕”思想的科学

内涵与实践探索

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

论述为“生态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之纬，“生态共

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和生态文明思想的

重要内容（耿步健等，2022），但从现实情况来看，

有关生态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尚处于探索起步

阶段。

黄河流域“生态共同富裕”思想在理论上有效

结合了生态文明理念、共同富裕理论、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拓展了共同富裕的基本

内涵，同时也有利于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与治理，

有利于推动黄河流域经济社会“生产—生活—生

态”的协调发展，为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协调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基础。

（一）黄河流域“生态共同富裕”思想的科学本

质与时代内涵

黄河流域“生态共同富裕”思想的实践探索过

程，其实质就是处理好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视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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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问题，即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下的可持续发展

问题，两个方面内容体现的是生态共同富裕思想中

的共同富裕问题与生态富裕问题。

生态文明建设和共同富裕视角下的黄河流域

高质量发展问题，其核心在于经济发展与生态安

全，也就是与之对应的社会共同富裕问题和生态

文明建设中的生态富裕问题，核心内容主要涉及

经济、创新、民生、环境、生态等维度（徐辉等，

2020）；或者包含新发展理念下的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等五个维度（马海涛等，2020）；或者

包含学者提出的经济结构、创新驱动、生态宜居、

资源配置、公共服务等五个维度（张国兴，2020），

具体内涵主要涉及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本

质（张贡生，2020）、战略设计（任保平等，2021；孙
斌等，2021；方创琳，2020；金凤君，2019）、重点领

域（于法稳，2020）、治理理念和目标（郭晗等，

2020；钞小静等，2020）等，黄河流域在兼顾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应该重视生态—经

济—社会效益相统一，并以区域流域高质量发展

为目标（薛澜等，2020），在重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过程中，发挥协调性在促进流域共同富裕中的作

用（马建堂，2022）。

探讨生态文明建设和共同富裕视角下的黄河

流域“生态共同富裕”思想的内涵本质，主要依据来

源于共同富裕理论、生态文明理念、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结合已有学者的研究，其

本质特征总结起来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主要包含生

态环境质量、生态资源储备、生态治理能力、生态经济

水平等四个维度）（沈满洪，2021；范从来，2017）（见

图3）。
对于“生态共同富裕”的四个维度，其中生态治

理维度体现了社会生态环境中的社会“公平性”特

征；生态经济维度兼顾了经济发展中的“生态性”与

“富裕性”特征；生态质量维度体现了生态的自然特

征和环境特征；生态资源维度是在生态自然资源状

况基础上进一步体现了“生态富裕性”，上述四个维

度内容充分体现了“生态共同富裕”思想的“生态

性”“共同性”“富裕性”这三方面的内容，具有新的

时代内涵。

（二）黄河流域“生态共同富裕”思想的实践路径

在黄河流域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区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内容，战略的实施过

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黄河流域践行“生态共同富

裕”思想的实践过程。实践过程中要秉持“生命共

同体理念”，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

设中促进生态环境公平正义；要秉持“生态系统治

理观”，在切实解决自然生态环境不平衡不充分发

展中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要秉持“两座山”理念，在

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的

良性互动发展中促进生态共同富裕（耿步健等，

2022）。黄河流域“生态共同富裕”思想的实践路径

如图4所示。

生态文明建设和共同富裕视角下的黄河流域

高质量发展问题，其本质是处理好黄河流域生态环

境保护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金凤

君，2019；Hong，et al.，2020；Xu，et al.，2004），即兼

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其目标是实现黄河流域在

生态环境保护、工业污染防治、自然生态修复、城市

环境治理、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协调，推动形成

上、中、下游和东西区域贯通的黄河流域生态经济

带（安树伟等，2020），以生态保护落实生态文明建

设理念，以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生态文明建

设和共同富裕视角下的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必须

协调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安全之间的矛盾，兼顾

生态环境保护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双赢”目

标下处理好彼此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Xie，et al.，
2021；Alf，et al.，2014；Zhang，et al.，2018；毛汉英，

2020），实现区域经济增长、生态修复、环境治理间的

黄河流域“生态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演化逻辑与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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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黄河流域“生态共同富裕”思想的内涵本质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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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任保平等，2021），以及“人地协调”与“空间协

调”（李小建等，2021；Wang，et al.，2010）。同时协调

好不同类型城市群彼此发展方向的协调性（金凤君，

2019），在错位分工中互补协调发展（于法稳，2020）。
生态文明建设和共同富裕视角下的黄河流域

高质量发展也要处理好“四大关系”（即黄河流域自

然生态环境安全格局稳定与经济开发布局之间的

关系、重点区域经济发展规模与自然资源环境承载

力之间的关系、重点领域突破与系统统筹安排之间

的关系、市场机制保障与区域因地制宜之间的关

系）（金凤君，2019）；关注三大重点领域，即水资源

的足量、优质、高效，生态环境的保护、恢复、建设，

以及产业发展的转型、升级、绿色（于法稳，2020）；

构建流域管理的治理机制和网络治理的治理模式

（郭晗等，2020）；建立市场协同、利益协同、社会协

同、文化协同、生态协同的现代化治理体系（钞小静

等，2020）；黄河流域要在保护，重在治理，重点实施

黄河流域分类治理、系统治理、协同治理，同时完善

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的产业分工体系与区域政策

体系，以政策的协调性推动区域治理，以高质量的

空间治理体系来推进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郭晗

等，2020）。同时，在实践中依靠生态保护维持原有

生态资源；依靠生态修复扩大生态资源范围；不断

加强生态治理，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加强生态技术

开发，发展绿色低碳生态产业；增强生态意识，提倡

绿色低碳健康的生活方式等，这些措施符合黄河流

域的发展战略，符合国家“十四五”规划目标，符合

国家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也符合“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要求，有利于黄河流域“双碳”目标的实现，

也有利于“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美丽中国建设目

标的实现。

五、结论与未来展望

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问题是新发展阶段的核

心，也是实现“双碳”目标和“两个百年”目标的关

键。本文通过梳理生态文明理念、共同富裕理论、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之间的理论

关系和现实基础之间的关联性，总结了生态文明与

共同富裕视角下“生态共同富裕”思想的演化形成

逻辑与过程，以及黄河流域践行“生态共同富裕”思

想的现实需求与实践路径等方面的内容。

（一）主要结论

第一，生态文明理念和共同富裕理论是“生态

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来源，“生态共同富

裕”思想是对生态文明科学内涵的进一步阐述，也

是对共同富裕理论在新发展阶段的进一步延伸，

“生态共同富裕”思想是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富裕理

论之间的有机结合，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共同富裕

的自然前提和社会前提，共同富裕为生态文明建设

图4 黄河流域“生态共同富裕”思想的实践路径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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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明了发展方向。第二，“生态共同富裕”思想是生

态文明思想和共同富裕理论的融合延伸，“生态共

同富裕”思想体现在生态文明与共同富裕的相对统

一性上，体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

自身四维和谐协调发展上，也体现在生态文明建设

与共同富裕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上。第三，黄

河流域践行“生态共同富裕”思想符合生态保护与

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现实需求在于贯彻生态文

明发展理念、保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推动黄河流

域高质量发展、实现地区共同富裕，促进黄河流域

生态文明协调高质量发展、最终达到生态共同富

裕。第四，黄河流域“生态共同富裕”思想是生态文

明理念、共同富裕理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

量发展战略之间的有机结合，其科学内涵主要包含

生态环境质量、生态资源储备、生态治理能力、生态

经济水平等维度，黄河流域践行“生态共同富裕”思

想的核心是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与区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第五，黄河流域“生

态共同富裕”思想实践路径的核心是以生态保护落

实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以高质量发展来实现共同富

裕，本质是处理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

展”之间的关系，路径在于依靠生态保护维持原有

生态资源；依靠生态修复扩大生态资源范围；加强

生态治理，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加强生态技术开发，

发展绿色低碳生态产业；增强生态意识，提倡绿色

低碳健康的生活方式等。

（二）未来展望

未来关于黄河流域“生态共同富裕”思想的理

论与实践等方面的研究，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

面：第一，在理论上，生态文明理念、共同富裕理论

以及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战略之间是存在相对统一关系的，需要更好地构

建黄河流域“生态共同富裕”的系统理论框架，界定

好其本质内涵，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

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运用于实

践，能为黄河流域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

好”的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理论基础，从

而在黄河流域实现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人的价值

的高度统一。第二，在实践中，需要进一步为黄河

流域城市生态经济带的“生态共同富裕”水平提供

可供参考的长期监测和评价的指标体系，便于对黄

河流域地区经济生产、居民生活、生态环境质量进

行长期跟踪调查，有利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有利于扎实推进区域共

同富裕战略的实施，有利于提升黄河流域居民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第三，在提升路径上，要依

据黄河流域的生态特征和地理特性，以及“生态共

同富裕”不同维度的影响差异性，从不同视角出发

进一步提升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质量水平，如从

“生态保护、生态修复、生态治理、生态技术、生态意

识”等视角，构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屏障，协调

推进黄河流域城市群生态保护与治理，打造以黄河

干支流为依托的创新开放、环境治理和绿色发展带，

不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法治保障体系，让黄河流域城市居民同时实现“物

质”和“生态”上的共同富裕。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人对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历经多个阶段: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1927—1953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1953—1978年），改革开放新时期（1978—2012年）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时期（2012年—至今），本文是在上

述时间阶段基础上，按照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来划分的，两

者具有一致性。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

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人民日报》2021年6月

11日。③《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日报》

2020年 11月 4日。④2019年 9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中指出“黄河流域构

成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地带、是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重要区域”。⑤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

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⑥《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到“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要共同抓好大保

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着力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保障黄河长

治久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保护

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人民

日报》2021年10月9日。⑦《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河

南日报》2021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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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ary Logic of the Thought of“Ecological Common Prosperity”and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Valley

Liu Pei Li Xiaojian Ru Xue Chen Hao
Abstract: The issu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is the core of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and is also the key
to achieving the“double carbon goal”and the“Two centenary goals”. Exploring the evolution and 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idea of

“ecological common prosperit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as well as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social common
prosperity，and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people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firstly，The idea of

“ecological common prosperity” is an organic combin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common prosperity，a further
interpretation and expansion of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and is also a fusion
and extens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The relative unit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is embodied in the three-dimensional harmonious ecological values of human，nature，society，and themselves. It is also reflected
in the mutual promotion and common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Secondly，The
practice of the idea of“ecological common prosperity”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s in line with the practical needs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practical needs are to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to protect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region，an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o finally achieve ecological common prosperity. Thirdly，the idea of“ecological common prosperity”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s an organic combination of the ide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the theory of common prosperity，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ts scientific connotation mainly includes
four dimensions such a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ecological resource reserve，ecological governance ability，and ecological
economic level. The practical path lies in different aspects such as ecological protection，ecological restoration，ecological
governance，ecological technology，and ecological awareness. The core is to handle the dialectical and unified relationship
between“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with
ecological protection，and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wit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Common Prosperity；Yellow River Basin；Logic of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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