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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
重要论述及其启示

董 慧 汪筠茹

摘 要  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为理论根基，从“和合共生”的中华智

慧中汲取营养，立足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探索实践，围绕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这一时代课题作

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明确了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要坚持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关系的科

学认识，要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构建公平合理、合

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强调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大国担当，以中国在气候变化全球治

理中的担当来促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提出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指明气候变

化全球治理的实践方向。习近平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重要论述彰显了哲学思维和哲学

智慧，其重要启示在于：新时代我们应该坚持以人为本维护全球气候正义；坚持共商共建共

享的理念，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秩序迈向公正合理；深入认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创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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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作出了“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1］（P52）的重要

指示，明确了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方向和决心，凸显了气候变化全球治理问题的重要性。气候是生

态环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进入工业文明以来，高碳高污染的生产生活

活动将大量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至大气，造成了气候变暖等气候变化问题，严重影响了人类文明的

发展。根据世界气象组织《2022年全球气候临时状况》报告可知，2022年1-9月，全球平均地表温度比工

业化前基线（1850-1900年）高1.15±0.13°C，全球平均海平面自2020年1月以来上升约10毫米，人类生存

空间日益缩减。当前，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全球性问题，探索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行

动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环节。面对气候变化挑战，习近平精准把握时代需求，深挖问题根源，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探索实践，围绕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作出一系

列重要论述，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引。

习近平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重要论述引起了学界的重点关注。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习

近平关于“双碳”、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探索其理论基础、内涵以及价值意

义；国外学者则着重分析了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困境以及当代中国相关战略决策举措的价值意义。这

些研究阐释为理解习近平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重要论述奠定了理论基础。本文旨在系统探讨习近平

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重要论述的生成理路、主要内容及其启示，领会其应对气候变化这一时代课题的

方案和智慧，为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实践提供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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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习近平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重要论述的生成理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从认识到实践对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作出了系

统性阐述。在2013年，习近平就对气候变化问题作出回应，他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维护

能源资源安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2］（P212）。此后，在众多公开场合尤其是国际会议上，习近平多

次强调气候变化需要全球合力应对，中国坚持与各方“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合力保护人类共同的地

球家园”［3］，并着力推动达成和落实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作出“双碳”承诺，助推应对气候变化的

国际合作。2022年10月，“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1］（P52）被写入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气候变

化全球治理命题正式提出。2023 年 8 月，习近平在全国首个生态日强调，要“以‘双碳’工作为引领……

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希望全社会行动起来“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作出更大贡献”［4］。

习近平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重要论述并非无根之木，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人

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对“和合共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对中国共产党探索应

对气候变化实践经验的总结提炼、紧密结合而形成的智慧结晶。

（一） 从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中汲取哲学智慧

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深刻阐释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是习近平关于气候变

化全球治理重要论述的重要理论基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

自然关系的思考，关切并回应全球气候变化加剧、人类生存发展受到威胁的现实问题，以人与自然辩证

统一的科学认识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相互影

响。“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5］（P516）一方面，自然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

础，人通过实践与自然交互得以生存甚至发展，从而能够与他人建立关系，可以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

类社会中最基本的关系。这也揭示了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气候是自然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其他自然生态紧密互联，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基础性的物质条件。气候变化直接或间接威胁着人类

生存，极端天气、海平面上升、致命热浪等气候变化严重影响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存续，这是人与自然之间

矛盾冲突关系的展现。应对气候变化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使人类能在良好的气候环境中生存

发展。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深刻影响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受资本逻辑

宰制，人与人之间是剥削压迫的对立冲突关系。受这一关系的影响，人与自然的矛盾也愈发尖锐。马克

思指出，“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5］（P52）。

资产阶级为了获取更多经济利润，指使劳动者毫无节制地开采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用于生产，过量的

温室气体被排放至大气中，气候环境受到污染破坏并逐渐形成全球气候变化，严重影响人类的生存发

展。有学者指出，“资本主义的一个核心现实是资本主义国家本身无法改变方向或扭转其自身运作造成

的生态破坏”［6］。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关系本身就是人与自然冲突关系的成因，因而

也无力消解这一结果。由此而言，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也需要从人与人的关系入手，思考如何实现人与人

的真正和解。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正是马克思主义对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的科学认识的结

果，也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指引。

习近平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重要论述，从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中汲取智慧，将人与

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解发展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地球生命共同体”等具有中国标识的原创性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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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论述“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原创性贡献”［7］，为世

界各国树立科学共识，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缓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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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从“和合共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摄取文化营养

中华文明尚“和合”。“和合共生”蕴含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和合的思想观念，为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形成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方案提供了深厚的文化营养，在习近平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

理的重要论述中闪烁着智慧光辉。

“和合共生”是中国人认识和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智慧，习近平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重要

论述汲取了这一宝贵的文明结晶。一方面，“和合共生”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即“天人合一”。《春秋繁

露》中指出：“天、地、人……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即天、地、人彼此相辅相成，合成一个

有机的整体，缺一不可。“天人合一”的智慧强调人与自然万物本为一体，应和合共生，这为应对气候变化

提供了深厚的文化营养。习近平指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天人合

一、尊重自然”［8］，指明了以人与自然和合共生引导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另一方面，“和合共生”强调人与

人的和谐相处。《国语·郑语》提出“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即商契能协调伦理中的五个关

系，使百姓和谐共处，其中蕴含着人与人之间和合共生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意思。正是基于对这一意

涵的继承和发扬，习近平主张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以协调

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使之实现更好更公平的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正如习近平指出，“让

我们继往开来、并肩前行……开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9］。

习近平深入把握人与人、人与自然“和合共生”的处世行事准则，将中华文明“和合共生”的智慧运用

到气候变化全球治理领域，既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发展出独具中国

特色的理论和实践成果。这些论述从“和合共生”的中华智慧中汲取营养，为全球范围内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促进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思想引导。

（ 三 ） 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探索实践中总结宝贵治理经验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气候变化广受关注，国际社会围绕气候变化议题多次谈判，对全球减排义务

分担等气候变化治理行动进行协调。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一直坚持参与其中，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这些应对气候变化的探索实践，为习近平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重要论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启示。

中国一直是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参与者。通过不懈的实践探索，中国实现了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

的参与者变成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积累了丰厚的理论与实践经验。1972年，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第

二年，中国便参与了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大会，成为全球环境保护的一员。此后，中国更是积极参与

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会议，签订和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等气候协

议。早期，中国参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实践仍以适应国际规范和原有全球治理秩序为主，表现在不断

探索调整自身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理念、制度体系和实践方案上。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交流合作加深，中

国在国际治理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逐渐成为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秩序

变革的重要力量。2001年美国基于自身利益诉求，宣布拒绝批准有法律约束效益的《京都议定书》，对气

候变化全球治理造成严重打击。中国主动与欧盟等治理主体进行磋商，推进该协定生效。2015年，习近

平出席气候变化巴黎会议推动达成了《巴黎协定》。从此，中国逐渐成为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引领者，在

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进程中不断推进全球治理秩序变革。这些实践探索

为习近平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重要论述提供了深厚的经验启示。实践经验表明，应对气候变化必须

深刻认识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体，以破坏自然为代价的发展必然会导致恶果，必须转变发展方式，“坚持

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道路”［3］，实现应对气候变化与发展经济双赢；同时，人类命运与共，气候变化

作为全球性问题深刻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存发展，绝非一国之力可以解决。应对气候变化，各国应当和

衷共济，展开国际合作。在合作中必须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也是中国在参与

和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气候协议过程中不断论证的气候变化全球治理重要原则。可以

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探索实践是习近平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重要论述形成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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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创新离不开人民的创造性实践”［7］，习近平正是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践探索中继承发扬马

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合共生”的智慧，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应

对气候变化的道路。

二、习近平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重要论述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重要论述站位高远、立场坚定，回答了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重要遵

循、价值取向、大国担当以及实践方向，是一个系统科学、内涵丰富并且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为全球应

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智慧指引。

（一） 明确“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习近平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10］（P365）。人与自然是生

命共同体，人类是命运共同体，气候变化问题既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习近

平明确指出，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既点明了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关系，应对气候变化要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阐述了人类命运与共，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全人类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为气候

变化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遵循。

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要坚持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关系的科学认识，秉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相关实践。一方面，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应坚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指

引，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习近平在2021年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指出，应对气候变化，“人类应该以自然为

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11］。人类过度开采和使用能源等不符合自然规律的生产生活活动造

成了极端气候、气候变暖等气候变化，并反过来影响人类文明存续，这是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矛盾冲突关

系的具化表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就是要使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完成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统

一，协调好人与气候之间的关系，使二者实现物我两旺。另一方面，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要秉持“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协调人与人的关系。“气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挑战”［12］（P1）。习近平深刻洞察到人类是

命运共同体，认为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问题需要世界各国合作，“共商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之策，共谋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11］。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并非简单治理气候环境，同时也要从全人类的利益出

发，协调各方跨越个体利益、单个国家利益，摒弃冲突，“携手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合力保护人类共同的地

球家园”［3］，共同推进气候变化治理工作。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出发点，也是最终归宿。习近平关

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重要论述明确了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重要遵循，为气候变化治理主体形成科学

共识，作出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抉择提供了智慧支撑。

（ 二 ） 主张“共同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世界各国通力合作，对此，习近平坚持与世界各国“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

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10］（P374），为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廓清了价值取向。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中

坚持正义与共赢，能够为解决碳排放转嫁、气候霸权等气候非正义问题提供助益，为气候变化全球治理

凝聚合力。

习近平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重要论述为应对气候变化廓清了公平正义与合作共赢的价值取

向。应对气候变化仰赖每一位社会成员的行动，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使治理成果普惠每一个治理主

体，是促进公众积极响应和参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关键，也是其应有之义。一方面，公平正义是达成

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实现共赢的基础。2021年，习近平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指出，面临气候变化带来的

严峻挑战，“我们要坚持以国际法为基础、以公平正义为要旨、以有效行动为导向”［11］。“以公平正义为要

旨”是习近平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价值取向的明确，即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合作中坚持公平正义的价

值取向，推动国际社会共同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在保障各利益攸关方合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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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基础上，使每个社会成员公平地享有气候资源，平等地承担气候变化治理责任，共享气候变化治理

成果，推进治理主体间达成广泛合作，提升合作效率。西方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享受了过多

的发展权利却怠于履行、甚至转嫁相应的气候变化治理责任和义务，这种非正义的行为打击了公众参与

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坚持合作共赢是推进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关键。2020年，习近

平在气候雄心峰会上对全球气候治理提出了“开创合作共赢的气候治理新局面”［9］的建议，明确这一全球

范围的合作并不是一方取胜，而是多元治理主体的共赢。只有使气候变化治理成果成为普惠每个人的

公共产品，才能在全球范围内为气候变化治理凝聚最大公约数。

基于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价值取向，习近平指出，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应基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

“形成各尽所能的气候治理新体系。各国应该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9］，为公平划分先发国家、

后发国家之间的气候变化治理责任提供方案。习近平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重要论述，明确了气候

变化全球治理应保护多元治理主体正当的发展权，使代际代内的各国人民公平公正地享有气候资源以

及承担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责任，为治理行动汇聚更多力量，为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三） 强调“努力做科学应对气候变化的领航者”

面对气候变化挑战，在全球治理的实践中仍有西方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推卸治理责任，阻碍了相

关工作的展开。对此，习近平提出“努力做科学应对气候变化的领航者”［13］（P411），强调了气候变化全球

治理的大国担当，促进世界各国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

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始终坚持参与和推进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实现由参与者向引领者的转变，

展现了大国担当，为推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作出重要贡献。气候变化是涉及多领域、多方位的系统性全

球问题，需要世界各方共同努力。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合作是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必由路径。当前，人

与人的普遍交往呈现世界性的特征，人类的命运也因此紧密联系在一起。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维持人类

社会稳定且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的共同利益诉求。中国坚持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发挥大国引领

作用。中国认真履行国际气候协定，主动承担并认真履行同自身国情、发展阶段和能力相适应的气候变

化治理义务，锻炼过硬本领，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注入强大动力。同时，中国坚定维护其他发展中

国家的利益。一方面，中国坚持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各国在气候

变化方面历史欠账不同，现实国情、发展需求和治理能力等方面也存在差异。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充分

肯定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所作贡献，照顾其特殊困难和关切”［11］，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声，维护其正

当利益。在国际合作中，坚持推动各利益攸关方为自身合理利益诉求平等发声，反对排他性、歧视性关

系出现在合作之中。另一方面，中国提倡先进带后进，提出“发达国家不仅自己要做得更多，还要为发展

中国家做得更好提供支持”［3］。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并非仅要求别人做而自己不做。2011 年以来，中国

累计安排资金约12亿元人民币，与36个发展中国家签署协议，共同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14］，而发达

国家在2009年对发展中国家承诺的应对气候变化援助资金却迟迟未能履行。两方行为对比之下，中国

切实在实践中展现了自身的大国担当，提升了自身的引领力，使世界各国愿意同中国开展气候变化治理

合作。

习近平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重要论述对大国担当的强调，既展现了中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负责

任态度，也向世界发出了号召：主动承担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大国责任，带动和帮助其他国家提升气候

变化治理能力，推动国际社会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携手推进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提升治理效

益。这是习近平以人类的普遍利益超越个体国家利益的广阔胸怀的彰显。

（四） 提出“共同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

2021 年习近平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指出，“坚持绿色发展……抓住绿色转型带来的巨大发展机

遇”［11］；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他进一步强调，“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1］（P49），为中国

参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指明实践方向：坚持绿色低碳的发展导向，协同推进经济发展与气候变化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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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人类社会高质量发展。

绿色低碳发展是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必然选择。气候变化问题来源于高碳、高污染的人类活动，应

对气候变化必须转变这种传统发展方式。习近平指出，“坚持绿色复苏的气候治理新思路……要大力倡

导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从绿色发展中寻找发展的机遇和动力”［9］，提出通过推行绿色化、低碳化的

生产生活活动，从根源上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路径。以绿色低碳发展推进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是自内而

外地推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模式变革，从根本上转变能源结构，破解气候资源约束、温室气体排放等问

题，推进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推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要继续坚持世界各国一道加快发

展方式绿色转型，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开发清洁能源，推进能源变革。习近平指出，“要以科技创新

为驱动，推进能源资源、产业结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探索发展和保护相协同

的新路径”［3］，借助科技的力量探索经济社会发展和气候环境保护相协同的新路径，全领域全周期全链条

地引导人们树立绿色低碳的生活理念，养成绿色低碳生活习惯，助力气候变化全球治理。

在习近平这一理念的引导下，中国绿色低碳发展成就斐然，为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作出重大贡献。《中

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23年度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

放比2005年下降超过51%。截至2023年6月30日，全国碳市场累计成交金额109.12亿元。中国以实际

成绩为世界探查出走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是应对气候变化、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双赢的选择。

三、习近平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重要论述的重要启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把握新时代脉搏、反映新时代实践诉求的理论形态和哲

学智慧。”［7］习近平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重要论述是对应对气候变化时代课题的回答，是其哲学思维

和哲学智慧的彰显，为当前增进多元气候变化治理主体科学共识、汇聚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合力提供了有

益启示：新时代我们应坚持以人为本推进全球气候正义，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抓手推动全球治理秩序变

革，以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为建设清洁美丽的地球家园助力增益。

（一） 坚持以人为本维护全球气候正义

气候环境是全球公共物品，关切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实现全球气候正义是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必然要

触及的环节。习近平指出，应对气候变化要“坚持以人为本……在绿色转型过程中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

义，增加各国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1］，对维护全球气候正义的方案给予了回答。

人是正义的反映和评价主体，坚持以人为本，是实现和维护全球气候正义的必然要求。正义是现实

的人的需求，气候正义也是如此。气候环境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存发展，公平地享有气候资源并平等地

承担气候变化治理责任关涉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影响着人类未来。这种公正平等的实现必然基于人与

人之间的正义关系。以人为本推进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就是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正义关系，消解仅仅以

经济为本的资本逻辑宰制下人与人之间气候环境和气候资源的享有和气候变化治理责任分配的不公

正。资本主义国家以经济为绝对本位，狂热追逐更多更高的经济效益，推行高碳、高浪费、高污染的生产

生活活动。他们即使认识到了这种活动对气候环境的危害，却仍旧将对经济利益的考量前置，至多做一

些细枝末节的治理工作进行修补。但其更常见的作法是，为了躲避绿色低碳清洁生产的成本而转移污

染，转嫁气候变化治理责任，使气候帝国主义等气候非正义问题频频出现。气候变化问题是资本逻辑的

反生态性体现，遵循资本逻辑是无法真正解决这一问题的，也无法实现全球气候正义。就此而言，实现

并维护全球气候正义需要以人为本，摆脱资本逻辑的辖制，也就是要坚持实现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是为了

人民、依靠人民并由人民共享治理成果。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过程中，不以个体强弱作为分配气候变化

治理权责的依据，而是以当代与后代的每一个人的利益为全球气候正义的锚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方案

的出发点，以人民群众为治理行动效果的评判人，得到人民的真心拥护。以此调动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

民的积极性，发挥其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中的主体作用，推动全球气候正义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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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着眼共商共建共享推进全球治理秩序变革

习近平指出，“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1］（P62）。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作为全球治

理的一面镜子，充分反映了加强国际合作对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重要性。新时代新征程，我们都应继续通

过共商共建共享加强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合作，积极推进全球治理秩序变革，与世界各国携手共谋良好的

生态环境，共享清洁美丽的世界。

共商共建共享是推进全球治理秩序变革的重要抓手。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积极

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

的方向发展。”［1］（P62）不管是应对气候变化等生态问题，还是解决其他领域的全球性问题，加强国家间

的合作至关重要。但就一部分国家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正因为各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

的特殊的、对他们来说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共同利益是‘异己的’

和‘不依赖’于他们的”［5］（P537）。其对个体利益的追求和维护，使治理主体间难以达成高度协同，对治

理效益产生不利影响，同时也表明了已有的国际治理秩序效能不彰，需要进行变革。习近平关于气候变

化全球治理的重要论述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价值取向的明确，为全球治理秩序变革指明了方向。全球

治理有多方参与，要使每一个治理主体之间公正平等地享有权利和义务，必须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各治

理主体应共同商讨应该如何治理面临的问题，坚持推动各利益攸关方为自身合理利益诉求平等发声，反

对由某一大国、强国自主决定等排他性、歧视性行为；应遵循根据国情和能力，共同但有区别地参与气候

变化治理，在最大程度上强化治理行动的协同性与效能；要坚持治理主体共同享有治理成果，为全球治

理凝聚更多同心圆，汇聚更大合力。唯有以此推进全球治理秩序变革，才能使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完善，

效能得到优化，为气候变化、污染治理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夯实基础。

（三） 以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关于气候变化全球治理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

想的原创性贡献之一，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引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科学理念指引。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兼具科学性优越性的理念，既为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提供了重要遵循，也为全

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展开提供了关键指导。气候是自然生态的一部分，气候变化全球治理天然内含

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中。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出发点，也是其归宿，更是全球

生态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及其归宿。进入工业文明以来，自然的经济价值被单方面突出，人类加速了对自

然资源的攫取，地球生态遭到破坏，对人类生存发展造成严重威胁，这也是对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的

破坏，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损毁。因而，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要在正确认识人与自然辩证统一

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实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推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之

间的关系由矛盾对立复归和谐共生。对此，我们有必要认识到，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也需要以构建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指引。新时代，我们应继续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科学认识，树立关切人类整

体利益的宏观、长远视野，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将保护生态、绿色发展内化为

思想自觉。在实践中，以绿色低碳代替高碳高污染的生产生活习惯，加快生产生活活动的转型，将参与

生态文明建设转化为行动自觉。通过推动每一位人类社会成员实现认知和行动上的双重转化，强化全

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性和均衡性，最终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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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Jinping's Important Remarks on Global Governance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and Its Enlightenment

Dong Hui，Wang Yunru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aking the Marxist though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s hi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drawing nutrients from the Chinese wisdom of "harmony and coexistence", based on China's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combating climate change, Xi Jinping made a series of important remarks on glob‐

al governance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based on Chinese practice. Xi Jinping made it clear that global gover‐

nance of climate change should adhere to the scientific cognition that man and nature are in a dialectical and 

unified relationship, according to whi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man, and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re to be coordinated; Xi proposed to build a fair and equitable system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for win-win cooperation,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equity and justice; Xi emphasized that each country 

should take its own responsibility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hoped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ad‐

dressing climate change by demonstrating China's sense of duty as a major country; Xi proposed a green, low-

carb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th, offering Chinese insight to global governance of addressing cli‐

mate change. Xi Jinping's important remarks substantiate his philosophical thinking and philosophical wis‐

dom, and its important revelations are as follows: in New Era, we should insist on the people-centered ap‐

proach to safeguard global climate justice; we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planning together, building to‐

gether, and benefiting together", to pursue a fair and equitable system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we should further appreciate the dialectical and unified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set up a new 

paradigm of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promote global ecological progress by building a "com‐

munity of life for man and nature".

Key words Xi Jinping; global governance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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