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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福建的先行探索及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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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福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重要的孕育地、实践地。习近平在闽工作 17 年半，围绕福建生态环境治

理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有力推动了福建生态文明实践取得新发展、新成效，树立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福建样

本”，更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探索提供了实践启示: 辩证看待生态环境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坚定久久为功的决

心; 统筹推进生态文明与经济建设，贯彻绿色发展新理念; 严格管控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恪守生态安全红线; 坚持

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推进生态一体化建设; 积极发动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性，践行共建美丽家园的全民

行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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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指出 “建设生态文明是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1］。习近平站在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高度，立足我国生态实情，提出

了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创新理念，形成了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是习近平对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一系列问

题的创造性回答，是对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

环境保护及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推

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阶段的思想指南和行动

纲领。福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重要的孕育地、

实践地。习近平在闽工作 17 年半，围绕福建生态环

境治理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有力推动了福建生

态文明实践取得新发展、新成效，树立了生态文明

建设的 “福建样本”。因此，在系统梳理习近平在

福建工作期间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以及

福建先行先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例证

的基础上，全面总结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福建实

践的经验与启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论述研究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对生态文明建设特别

重视，围绕福建生态环境治理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

述，不仅指明了福建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向，也增加

了福建人民的民生福祉，促进了美丽中国的建设

进程。

( 一) “绿水青山”是宝贵的绿色财富

随着人类文明史的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也逐渐

步入正轨，人们认识到环境所具有的生态价值，由

生态产品、自然风景资源、文物古迹等创造的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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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已然成为社会追求的重要的经济价值。分析绿

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科学处

理生态环境建设和经济飞速发展之间的关系。习近

平在福建任职期间，就已经阐明了 “绿水青山”具

有的生态价值。1997 年 4 月，习近平到常口村调

研，实地了解和察看了村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新农

村建设等基本情况，充分肯定了自然环境的生态价

值，指出“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2］，反复强调自

然、生态、旅游等资源都是宝贵的财富。2002 年 6

月，习近平再次视察将乐县，他讲到 “现在看青山

绿水没有价值，长远看这是无价之宝，将来的价值

更是无法估量”［3］。习近平十分重视 “绿水青山”

的生态价值，他以辩证思维看待经济建设与环境保

护二者的关系，认为绿水青山是可以转化为金山银

山的绿色金库，是大自然馈赠人类的无价之宝，应

努力将生态优势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产业优势、

服务优势，实现生态产品的价值转换，创造更多绿

色财富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态诉求。

( 二) 人与自然是紧密联系的整体

马克思指出， “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

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4］。人与自然的关系

是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关系，二者相互影响。一方

面，人类依赖自然界的资源以满足基本生存需要;

另一方面，人类具有社会性，会根据自身需要去改

造自然，使其在符合人类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自然

是打上人类印记的 “人化自然”。在福建任职期间，

习近平对福建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

重要指导，他辩证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与

自然是不可割裂的统一关系，是紧密联系的共同体，

在长汀水土治理、福州西湖污染根治、厦门筼筜湖

污染整治等美丽福建建设工程中，始终秉持 “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理念，以良好生态发展打造美丽福

建。习近平以整体性思维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集

中彰显他对自然的敬畏情怀以及对人类破坏自然行

为的深刻反思，这种整体性思维与他之后提出的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1］50理念一脉相承。

( 三) 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中国共产党一

以贯之的精神特质，只有紧紧团结在人民群众周围，

国家的根基才会坚如盾石，民族的发展才会更加繁

荣富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民群众赖以生存的自

然基础，也是提升民众幸福指数新的增长点，解决

环境污染问题是当前生态民生建设工作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始终秉持 “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 “以人

为本”的民本思想是他指导福建生态建设的精神特

质。1999 年，习近平赶赴莆田市指导救灾，坚持

“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精神， “变害为利、造福人

民”，最终打造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模范样本［5］。

2001 年，习近平主持召开根治西湖的现场会，

针对西湖污染问题系统开展生态治理，他指出 “要

把广大群众反映强烈的西湖问题，认真解决好”［6］。

江海堤防建设、治理餐桌污染等和群众日常生活相

关的生态建设，展现了习近平提升人民群众生态福

祉的情怀，始终以人民长远利益为发展的根本方向，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这是他治理福建生态文明

建设中爱民、亲民、依民的真情表达。

( 四) “机制活”是生态环境治理体制改革的支

撑动力

习近平历来重视制度问题，强调机制的创新改

革。他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领导和推动福建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作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开创性的

理念创新和重要论断，充分彰显了着眼长远、科学

决策的改革思想，推进了福建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

发展。为实现闽东地区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统

一，他大力发展闽东林业，着重推进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提出 “如果不改革，总有一天矛盾会大爆

发，必须首先在林业经营体制上动手术”［7］，既要

考虑林业的生态效益，也要兼顾经济效益。经过持

续深化改革，发展林菌、林花、林峰等林下经济，

以及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绿色产业， “林改”已

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沉睡森林”成为 “绿色银

行”。福建南平 “林改”能够成为全国 “林改”的

发源地，正是源于习近平一以贯之强调的 “机制

活”的改革思想，为其他省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美丽中国建设探索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福建生动实践

福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重要的实践地，并

取得了显著成绩，不仅造福当地人民，也为推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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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文明建设新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福建生态文明

建设的生动实践充分证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阶段的科学思想。

( 一) 从福建地方生态文明建设层面察看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美丽实践

福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重要的先行先试地，

福建地方生态环境建设也为全国提供了可借鉴的经

验。第一，木兰溪治理是充分体现 “两山论”发展

理念的生动实践。由于受海潮影响，木兰溪时常泛

滥，灾害不断。习近平下定决心要根治木兰溪水患，

使木兰溪变害为利，造福人民，经过长期全流域的

系统治理，木兰溪已成为 “美丽河流”的代名词，

造福当地民众［8］; 第二，守护 “无价之宝”绿水青

山是福建三明人融入血脉的责任与担当。在明溪县，

从以往剥树皮破坏濒危野生红豆杉，到全力破解人

工栽培世界难题，一株株红豆杉撑起一个大产业，

南方制药等企业利用红豆杉提取紫杉醇生产抗肿瘤

药物，不仅保护了明溪县的生态环境，也拉动了当

地的经济增长; 第三，合理利用山海资源发展闽东。

习近平在闽东任职期间，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创造性提出宁德农业发展要依赖自身地域优势，充

分利用山海资源，大念 “山海经”。他认为在发展

农业的同时，也要大力发展工业，实现农业工业的

同重并举，努力念好 “山海经”。木兰溪河流治理、

松溪生态产业转型等生态治理以实践活动充分证明

了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环境治理取得的显

著佳绩。

( 二) 从福建 “生态省”建设战略层面深思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应用

在福建任职期间，习近平高度重视福建生态建

设，最大化利用福建丰富的生态资源来巩固生态优

势，以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2000 年，

习近平深入分析福建当前生态环境的基本情况，前

瞻性提出福建 “生态省”建设构想。福建人民牢记

嘱托，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导下，按照生

态文明高质量发展要求接续奋斗，成功实现全国生

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到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升级，

美丽福建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福建 “三线一单”成

果通过专家审核，将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纳入

生态省建设布局，实施森林 “绿碳”、海洋 “蓝碳”

等工程，从整体上提高城市生态治理水平，加强低

碳环保治理工作质量。新征程上，这一系列生态建

设实践活动为实现美丽 “新福建”目标奠定了坚实

的物质基础。

( 三) 从福建生态环境建设数据层面分析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成果

据有关数据统计显示，2020 年，福建被评为全

国最绿的省份，生态质量良好，全省 12 条主要水系

中，Ⅰ ～Ⅲ类水质比例为 97. 9%，比 2002 年提高了

7. 3% ; 累计完成治理水土流失面积比 2002 年增加

了 3. 4 万公顷; 森林火灾受害面积比 2002 年减少了

4 582. 64 公顷; 森林覆盖率为 66. 8%，比 2002 年增

长了 6. 3%［9］; 县级及县级以上集中式生活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 100%［10］。从这些数据可以看

出，自 2002 年福建成为全国首批生态省试点省份以

来，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这些建设成果和习近

平在福建任职期间亲自研究部署、规划福建生态文

明建设作出的重要批示指示密不可分。福建也始终

牢记嘱托，按照绿色发展、生态保护为主的工作要

求，推动生态建设创新性发展，实现生态文明建设

新飞跃。

概言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福建的实践始

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聚焦攸关人民群

众切身利益的环境问题，重点解决水、土壤、大气

等对人民身体健康造成危害的问题，从提高生态环

境质量层面增加民众幸福指数，不断满足民众绿色

诉求，从整体上提升福建生态文明建设的质量和

水平。

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福建实践启示

纵观福建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不难发现，该省

生态文明建设是对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时提出的关于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观点、理念的继承并创新性

发展的生态治理实践。可见，福建生态文明建设的

探索与经验具有普遍性和可借鉴价值。

( 一) 认清生态环境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坚定久久为功的决心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综合性工程，需要以辩证

的观点看待其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既要着眼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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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建设目标，又要考虑为长远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福建木兰溪治理、筼筜湖治理用实实在在的成果生

动诠释了生态保护要坚定久久为功的精神，这也是

习近平对生态文明建设长期性、艰巨性的清醒认识，

以及对生态文明建设 “一张蓝图绘到底”的信心彰

显。在福建任职期间，习近平带领莆田人民开启了

木兰溪治理进程，他曾多次亲临现场调研，亲自主

导规划、主持开工并参加劳动，莆田人民牢记 “变

害为利、造福人民”嘱托［11］，历经 20 年的接力治

理，实现了从“水患”向“水安全” “水生态”以

及“水经济”的转变; 习近平在厦门任职期间，亲

自推动筼筜湖治理工程，提出 “依法治湖、截污处

理、清淤筑岸、搞活水体、美化环境”［12］的 20 字科

学治理遵循原则，历经 30 多年的不懈治理，曾经的

臭水湖变为“城市绿肺”，为厦门 “绿色城市”建

设贡献新力量。木兰溪、筼筜湖等生态治理成功的

重要法宝之一就是始终坚定久久为功、代代接力治

理，是对持之以恒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的生动诠释。

( 二) 统筹推进生态文明与经济建设，贯彻绿

色发展新理念

自然环境与经济建设从来都不是替代品和牺牲

品的对立关系，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应是相互

促进、互补共生的良性循环关系。习近平在福建工

作期间，对处理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问题坚持辩证

法观点，统筹发展生态保护和经济建设，不仅推动

福建生态文明建设取得 “量”与 “质”的双增长，

也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指明方向。在宁德，为帮助

当地百姓增加收入，推进乡村振兴，他提出立体综

合农业脱贫建设，提倡综合发展、整体推进，注重

生态、经济、社会 “三大效益”的统一; 在闽江、

九龙江整治中，他开展综合整治工作，主张流域整

体性保护，从生态治理的长远性出发而不是靠牺牲

环境发展经济; 在长汀，他倡导要在遵循生态整体

性基础上，对水土流失展开科学施策; 在厦门，他

重视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的整体性发展，提出要在

保证生态效益的条件下发展工业，调整产业结构，

最大程度减少工业发展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大力开

创“绿色工程”。这些关于生态治理与经济建设统

筹发展的重要方法充分展现了习近平的辩证法思维。

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应科学合理，必须统筹发展生

态文明与经济建设，贯彻落实绿色发展新理念，既

追求生态文明质量，也保障生态生计数量，使 “生

态”逐渐变“业态”。

( 三) 严格管控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恪守生态

安全红线

生态环境治理中，环境保护制度是保障，环境

管控是关键，生态安全红线更是不可跨越的底线。

从这个意义来讲，严守生态安全红线符合中华民族

的根本长远利益，符合人民群众对美好环境的需求，

符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导向。习近平在福建

任职期间，针对环境治理问题，十分注重源头治理，

严格落实环境保护工作，坚决恪守底线思维以保护

生态安全。2001 年 2 月，他亲自组织 “餐桌污染”

的整治工作，深入开展源头治理，建立严格的食品

安全考核评价体系，全力维护好生态安全，经过持

续治理，影响民众身体健康的 “餐桌污染”问题得

到有效整治; 在福州任职期间，他认真分析当地环

境卫生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了条保块管、

依法治市的措施方案，推动出台了 《城区内河污染

综合整治规划》，实现了福州环境治理新进展。此

外，水土治理、建设 “生态省”、建设食品放心工

程等一系列工作做法，都彰显了习近平对影响民众

身体健康的环境治理的重视，以及严格落实环境保

护、坚守生态安全红线的治理思路。

( 四)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推

进生态一体化建设

习近平坚持系统思维，主张协同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遵循综合治理、系统治理的原则。人与自然

共处一个生态系统，自然界各因素间是紧密相连的

生命共同体关系，生态环境建设理应综合系统治理，

各方面协同推进发展。1990 年，习近平在永泰调研

时就明确提出， “永泰的地理环境就是山区，是福

州的后花园，你们一定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必须保

护好环境，一条河也不能污染。山上的树林、果树

要管理好”［13］。他以系统、整体的眼光看待生态系

统中各要素，表示既要治理好山、林等，也要保护

水资源，为永泰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绿水 青

山”; 在莆田指导木兰溪治理时，他也十分重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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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性治理，表示既要治理好洪水带来的隐患，确保

水安全，更要注重生态环境建设。无论是永泰因地

制宜发展“绿水青山”，还是木兰溪综合治水以保

护环境，它们成功治理的重要经验是习近平一以贯

之的系统性治理，在遵循科学的系统治理原则基础

上，整体性开展生态治理。这种系统性思维与他之

后提出的“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理念一

脉相承。因此，生态环境治理必须加强环境治理过

程中系统观意识，注重从全局性、系统性、整体性

上展开工作内容，提升源头治理、系统治理能力，

这样才能有效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一体化发展。

( 五) 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践行

共建美丽家园的全民行动观

生态文明建设是攸关人民切身利益的重要民生

工程，这项工程既是发展成果惠及人民，也要依靠

人民参与建设。福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孕育

之地，其生态环境保护离不开福建全体人民的劳动

和贡献。在厦门任职期间，习近平着眼全局，组织

制定 了 《1985 年 － 2000 年 厦 门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战

略》，认为 厦 门 应 加 快 实 施 跨 岛 发 展 战 略，做 到

“四个结合”，其中一个结合就是要凸显城市特色与

保护海湾生态相结合，经过厦门人民多年的辛勤努

力，厦门已从封闭的 “海防城市”转变为美丽的

“海上花园”; 在福州工作时，他提出 “海上福州”

发展战略，领导实施 “3820”工程，倡导充分发挥

福州江海具有的资源优势、生态条件，号召打造山

水城市建设，造福人民群众，共建美丽福州。此外，

闽东荒山治理、根治西湖污染、南平将生态优势转

化经济、产业优势等都体现了习近平发挥人民主体

性作用以推进美丽福建建设的精神品质。美丽中国

建设始终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将保护

生态环境家园这一薪火传承的接力棒一代又一代传

下去，在全社会形成共建绿色家园的良好风尚，充

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

四、结语

综上所述，习近平充分肯定生态文明建设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把生态文明建

设置于国家战略大局高度，将生态建设与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人类身体健康安全紧密联系。习近平在

福建工作期间提出了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

要观点、论断，指导福建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

成绩，也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论

和实践基础。从这个意义来看，福建生态文明建设

不仅为福建人民构建了美丽家园，增加了生态幸福

指数，更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生态智慧，树

立了生态文明建设的 “福建样本”，谱写了新时代

美丽中国建设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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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 Pollution，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ased on Mediation Effect Test

LIN Shoufu，FU Danhong
( School of Economics，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007，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ole and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air pollution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rom
the theoretical level，building the internal mechanism model and the mediation effect model among air polluti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 FDI)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do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ir impacts by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06 to 2020．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impact of air pollution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hibits the inverted u － shaped feature，while a u － shaped relationship is presented between
air pollution and FDI． Meanwhile，FDI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ir pollu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which means air pollution has an indirect impact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rough FDI．
In addition，the impact of air pollution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heterogeneity in regions and innovation types．
We should increase environment － friendly investment，innovation capital and personnel investment to fundamentally
reduce air pollutant emissions， improve foreign business policies and systems， introduce high － tech foreign
investment，and continuously promot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enterprises．
Key words: air pollu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mediation effect

( 责任编辑: 杨成平)

( 上接第 5 页)

The Pioneering Exploration and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of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in Fujian Province

JIA Zhenzhen，WANG Yixiao，LUO Xianyu
( School of Marxism，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Fuzhou 350002，China)

Abstract: Fujian is an important birthplace and practice place for Xi Jinping'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During
his 17 and a half years of work in Fujian，Xi Jinping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the governance
of Fujian's ecological environment，which has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new development and achievements of Fujian'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ractice， establishing a “Fujian sample” for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exploration of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has also provided practical inspiration for the whole country: dialectically view
the long － term and arduous natur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and strengthen the determination to make
long － term achievements; coordinate the promo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economic construction，and
implement the new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strictly control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work，and
abide by the ecological safety red line; insist that mountains，rivers，forests，fields，lakes，grass and sand are a
community of life，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integration; actively mobilize the historical creativity of
the people，and practice the national action concept of building a beautiful home together．
Key words: Xi Jinp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Fujian;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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