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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习近平数字生态文明理念蕴含的
辩证法则

方世南

摘 要　 “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 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一个全新理念

和重大标识性概念, 也是我国在推进 “数字中国、 智慧社会” 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加强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大价值目标。 习近平数字生态文明理念蕴含多种辩证法则, 即具有绿色化和

数字化良性互动的辩证法则、 政治性和社会性密不可分的辩证法则、 党政主导性和公民参

与性紧密结合的辩证法则、 系统性和协同性相互关联的辩证法则、 工具理性和人文理性相

得益彰的辩证法则。 学习贯彻习近平数字生态文明理念和把握其中蕴含的这些重大辩证法

则, 有助于更好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运用好辩证思维, 在探索和遵循数字生态

文明建设规律中因地制宜、 精准施策、 循序而进、 高效安全地促进数字生态文明健康发

展, 以赋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美丽中国和构建地球美好家园, 蹄疾

步稳地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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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生态文明理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时俱进的重要体现。 现代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推动

着数字将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悉数尽收”。 正是在追赶世界数字技术变革浪潮和推进 “数字中国、
智慧社会”①建设的重大时代背景下,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 “数字生态文明” 理念纳入其间, 恰

逢其时, 很有必要。 “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②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又一个全新标识

性概念, 也是我国将数字技术和生态文明紧密结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大创新举措和重大实

践要求。 中共中央、 国务院于 2023 年 2 月发布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 提出了 “建设绿色

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③的重大战略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3 年 7 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

会上指出, 要 “深化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 构建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 建设绿色智慧的数

字生态文明”④。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 于 2023 年 12 月下发, 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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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在美丽中国建设中要 “加快数字赋能” 和 “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① 把握数字生态

文明建设的基本特性和辩证法则, 是认识数字生态文明的内涵要义、 主要内容、 价值功能、 实践遵

循的重要前提, 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数字生态文明理念的实践要求, 也是推动数字生

态文明建设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 数字生态文明蕴含着绿色化和数字化良性互动的辩证法则、 政治

性和社会性密不可分的辩证法则、 党政主导性和公民参与性紧密结合的辩证法则、 系统性和协同性

相互关联的辩证法则、 工具理性和人文理性相得益彰的辩证法则。 把握这些辩证法则, 有助于深刻

领会习近平数字生态文明理念的基本内容、 本质要义和实践要求, 更好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

的思想, 运用好辩证思维, 在探索和遵循数字生态文明建设规律中因地制宜、 精准施策、 循序而

进、 高效安全地促进数字生态文明建设持续健康推进, 极大地赋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

代化, 推动全民积极参与建设美丽中国和构建地球美好家园, 蹄疾步稳地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新时代。

一、 习近平数字生态文明理念蕴含绿色化和数字化良性互动的辩证法则

习近平数字生态文明理念具有绿色化和数字化良性互动的辩证法则, 这是习近平数字生态文明

理念中最为显著的一个辩证法则。 数字生态文明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新生事物, 也是生态文明在

数字化、 绿色化、 智能化时代呈现出来的一种新形态, 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和宽广的外延, 人们也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认识, 形成对于数字生态文明的众多不同理解。 习近平提出的 “深化人工智

能等数字技术应用, 构建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 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② 的科学论断,
对于我们完整准确地把握数字生态文明概念, 以及从绿色化、 数字化方面认识什么是数字生态文

明、 为什么要建设数字生态文明以及怎样建设好数字生态文明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实践遵循。
习近平关于数字生态文明的这一科学论断, 鲜明地揭示了绿色化和数字化以及两者在相互作

用、 良性互动中呈现出的绿色数字化和数字绿色化的生动图景。 绿色数字化和数字绿色化也构成了

数字生态文明的本色、 底色和特色, 揭示出数字生态文明理念中的三个最为核心的内容, 并且它们

始终处于紧密联系之中, 形成一个环环紧扣、 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 一是揭示了深化人工智能等数

字技术应用是数字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 说明数字生态文明通常是指将大数据、 人工智能、 机器学

习等现代先进技术应用于生态文明各个领域和全过程的生态文明, 因此, 数字生态文明也是一种数

字加智慧 (智能) 的数智生态文明。 如果说数字化将数字技术作为工具和手段广泛地运用于生态文

明建设的话, 那么, 数智化则是生态文明数字化的高级阶段, 是将利用数字化获得的各种生态文明

建设的数据, 通过智能算法和技术进行深入分析, 推动形成智能化、 科学化、 精细化的生态文明决

策、 生态文明方案、 生态文明实践行为、 生态文明成效。 二是揭示了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要

构建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 数字生态文明是为促进我国生态治理体系和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这

一目标服务的生态文明。 习近平将 “提高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③ 作

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揭示了数字生态文明的价值旨归

在于推动生态文明朝着绿色智慧的方向发展, 不断提高生态文明的绿色化和智慧化水平。 数字生态

文明不仅能为生态文明建设赋能, 而且也有助于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数字生态文明以绿色

化和数字化深度融合而形成的文明智慧之光, 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增光添彩。 由此可见, 从绿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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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数字化紧密联系和良性互动这一意义上来说, 数字生态文明实质上是一种运用现代数字技术开发

智能、 培育智能和运用智能赋能生态文明建设以促进其实效性提高和形态提升的数智生态文明。 这

种数智生态文明, 是绿色智慧的生态文明, 利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等现代先进数字技

术, 对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各种有关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 对生态环境风险进行及时和实时监测预

警, 对生态环境保护规划、 生态文化教育、 生态民主行使、 企业绿色转型和绿色发展、 生态环境安

全程度、 绿色发展绩效、 党政生态文明建设决策的科学性、 公众生态文明参与度、 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度等进行科学分析、 研判、 评价, 从而获得有价值的生态文明数据信息并推动生态文明决策、 生

态治理效能发挥朝着科学化、 民主化、 法治化方向发展。
绿色化和数字化相互作用和良性互动的辩证法则是始终贯穿于习近平数字生态文明理念之中的

一个重大法则。 建设数字生态文明的重点、 难点都在于如何以数字化引领绿色化, 以绿色化带动数

字化, 促进数字化和绿色化在相互作用、 深度融合和良性互动中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的绩效, 推动生

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在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中, 之所以要高度注重绿色化和数字化的相互作用、
深度融合和良性互动, 就在于在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中, 数字化和绿色化并不是自然而然地紧密结合

在一起的, 而是存在着不融合和不协同的矛盾, 习近平数字生态文明理念强调要 “加速数字化绿色

化协同发展”①, 特别是要 “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②, 以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
鉴于新质生产力就是绿色生产力, 而企业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力军, 也是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主

力军, 习近平提出要抓住数字化技术机遇、 大力构建 “生态主导型企业” 的战略任务, 指出: “要
聚焦集成电路、 新型显示、 通信设备、 智能硬件等重点领域, 加快锻造长板、 补齐短板, 培育一批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和具有产业链控制力的生态主导型企业, 构建自主可控产业生态。 优先培

育和大力发展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构建产业体系新支柱。”③ 针对如何推动实体经济实现绿色

化和数字化转型问题, 习近平指出: “要推进互联网、 大数据、 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做

大做强数字经济。 要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 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和

企业形态根本性转变。”④

习近平数字生态文明理念蕴含的绿色化和数字化深度融合、 良性互动的辩证法则, 还有助于我

们将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完成加快构建 “四大体系” 和 “三大红线”
的任务。 习近平指出: “把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加快构建科学

适度有序的国土空间布局体系、 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产业体系、 约束和激励并举的生态文明制度体

系、 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绿色行动体系, 加快构建生态功能保障基线、 环境质量安全底线、 自然资

源利用上线三大红线, 全方位、 全地域、 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建设。”⑤ 这些重要论述, 全方位

地谋划了以绿色化和数字化深度融合、 良性互动推动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 更加有助于我

们从绿色化和数字化深度融合、 良性互动中领会习近平数字生态文明理念的真谛。

二、 习近平数字生态文明理念蕴含政治性和社会性密不可分的辩证法则

习近平数字生态文明理念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社会性密不可分的辩证法则, 这是习近平数字生

态文明理念中最为突出的一个辩证法则。 然而, 在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中, 这一重大辩证法则也极易

被人们所误解和忽视。 在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中, 如果缺乏对于习近平数字生态文明理念的鲜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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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认识, 必然会因注重数字技术而忽视对习近平数字生态文明理念蕴含的政治性和社会性紧密结

合辩证法则的理解, 从而会将数字生态文明望文生义地简单等同于数字技术和生态文明的结合问

题, 将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仅仅看作是数字技术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 而将其中蕴含的重大政治性和

社会性特质消解化和边缘化, 使数字生态文明建设迷失正确的方向, 也就无法从精髓要义、 价值功

能、 本质要求等方面全面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数字生态文明理念, 无法确保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人民

性方向。
应该看到, 包括数字生态文明理念在内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着深刻的政治性, 鉴于民生就

是最大的政治, 这种政治性本质上就是人民性。 在生态和政治紧密结合的当今时代, 生态政治化和

政治生态化以及两者双向生成和双向互动的趋势在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中也始终存在。 数字生态文明

除了注重数字技术对于生态文明产生的重大影响外, 还必须注重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政治性和以民

生问题为主要议题的社会性等关系到数字生态文明是什么、 为什么、 怎么做的时代命题。 必须明

确, 执政党执政理念、 政府方针政策、 国际政治关系以及体现意识形态属性的文化价值观等多方面

的政治因素、 社会因素、 文化因素都会对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产生重大影响。
习近平数字生态文明理念并没有因为注重数字技术而淡化或忽视其中的重大政治问题, 相反,

更加强调了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性、 人民性、 社会性、 安全性等问题。 习近平包括数字生态文

明理念在内的生态文明思想有着鲜明的政治导向, 习近平指出: “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

重大政治问题, 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① 习近平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着重强调的 “两个关

系”、 “两个重大”、 “两个问题”, 对于我们深刻地把握数字生态文明的政治性、 人民性、 社会性、
安全性等重大问题, 意义十分重大, 有助于人们清醒地认识什么是数字生态文明、 为什么要推进数

字生态文明、 怎样推进数字生态文明等一系列事关时代之问、 人民之问、 实践之问的重大问题, 也

有助于从讲政治、 重民生的高度推进数字生态文明建设。 在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中只有以 “千头万绪

的事, 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② 的施政方略为指导, 更加自觉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思想,
以人民性的政治站位、 政治立场、 政治思维将数字技术正确运用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领域和全过

程, 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绿色可持续发展目标, 确保人民群众生态民主的行使和生态权益的实现。 决

不会只是优先考虑数字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而放松生态文明对于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

的价值导向。 在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中不断地 “健全为人民执政、 靠人民执政的各项制度”③, “通过

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来更有效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保持党的先进性”④。 做到时刻都不放松党对数字

生态文明的领导, 决不会任凭所谓 “数字说话” “技术把关” 而淡化党的领导, 从而淡化数字生态

文明建设的政治性、 人民性。 习近平数字生态文明理念显示, 数字生态文明并不是冷冰冰的数字技

术单独在起作用。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属性。 民主化和法治化贯穿于数字生态文明建设

的全过程。 在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中只有更加注重问需于民和问计于民, 将现实生活中的群众路线和

数字世界中的群众路线紧密结合起来, 推进数字民主化、 法治化进程, 才能切实杜绝数字作假、 数

据篡改、 数字形式主义等数字生态文明中出现的不文明、 反文明现象。 因此, 数字技术应用于生态

文明建设的过程, 也是推动执政党以绿色执政理念指导绿色发展的过程, 是推动政府更加注重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和坚持生态正义价值观指导绿色行政的过程, 有助于推动企业和公民更加注

重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民主和法治、 权利和义务、 公平和正义等政治问题, 有助于以生态文明建设中

的决策民主化、 法治化、 科学化, 切实防范和化解生态风险引发的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 确保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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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安全、 数字技术安全推动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 以实现好、 维护好、 发展好人民群众的生态权

益, 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三、 习近平数字生态文明理念蕴含党政主导性和
　 　 公民参与性紧密结合的辩证法则

　 　 习近平数字生态文明理念是在中国式现代化 “数字中国、 智慧社会” 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提出

的, 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也是意义重大的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字技术在生态文明中的广泛运

用, 有助于发挥好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党政主导性, 推动公民运用数字技术更好地参与生态文明

建设。 这是因为, 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运用于生态文明建设, 不仅需要党政部门发挥主

导作用, 还需要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并发挥监督作用。 习近平指出: “生态文明建设同每个人息息相

关, 每个人都应该做践行者、 推动者。”① 习近平数字生态文明理念蕴含深刻的通过构建推动党政主

导性和公民广泛参与性紧密结合的生态文明建设共同体从而以强大合力促进我国数字生态文明持续

健康发展的科学构想。
习近平数字生态文明理念一方面蕴含着党政主导性的思想, 注重党政主导在数字生态文明建设

中的重要作用, 将党政部门看作是推进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中处于主体地位的重要部门, 认为他们是

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者、 组织者、 决策者, 为此, 必须始终坚持党对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

领导, 确保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正确方向。 同时, 党政部门有关生态文明建设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

施, 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 习近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就是群众史观

的基本原则, 科学地界定了党和人民的关系, 指出: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
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 在人民面前, 我们永远是小学生, 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
向能者求教, 向智者问策; 必须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 所创造的经验、 所拥有的权利、 所发

挥的作用。 我们要珍惜人民给予的权力, 用好人民给予的权力, 自觉让人民监督权力, 紧紧依靠人

民创造历史伟业。”② 因此, 各种数字平台都应充分发挥出党政部门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桥梁和纽

带作用。 党政部门通过在线方式展开生态文明方面的民意调查、 交流沟通、 政策反馈等, 有助于让

人民群众对于生态环境的诉求声音更直接地影响生态文明方面的政策决策。 这种双向互动不仅提升

了生态文明建设方针政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也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参与感和责任感。 各级党委和政

府只有充分认识加强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负起领导责任, 切实把数字生态文明建设摆上议

事日程, 才能在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好领导、 组织、 统筹、 协调、 指导、 督促作用, 动员社会

各界广泛参与数字生态文明建设。 习近平指出: “办好中国的事情, 关键在党。”③ 为此, 需要 “系
统性增强党的领导力、 政府执行力”④。 在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中要做到系统性增强党的领导力, 就要

坚持党建引领原则, 将党务工作和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业务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从而保证数字生态

文明建设的政治性、 人民性、 方向性, 实现以高质量党建推动实现高质量数字生态文明建设的目

标。 在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中, 要系统性增强政府执行力, 政府就要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经济社会

发展全过程, 要运用好数字技术推进数字生态文明的民主化、 法治化进程, 确保公众获得环境信息

知情权、 表达权、 监督权和决策权, 如通过物联网和大数据, 将环境监测数据实时公开, 让社会各

界公众能够随时了解空气质量、 水质、 土壤污染、 噪声等环境指标, 赋予公众更高的环境信息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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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和监督权, 将社交媒体和在线平台用于人民群众举报环境违法行为、 提出环保建议或参与讨论,
这种信息互动机制不仅能够极大地提升社会监督、 舆论监督的力度, 也会更加增强人民群众对环境

治理的信任感, 从而有效提升人民群众的环境意识和参与度, 促使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数字生态文明

建设中实实在在地体现出来, 并不断赋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和指导。 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紧迫性以及双碳目标的任务书、 路线

图、 时间表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对于促进社会各界将生态文明理念内化于心和外化于行, 牢固地树立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 意义重大。 习近平指出: “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 推动形成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我们这代人的努力!”① 要通过在线教育

平台、 虚拟现实 (VR) 体验等方式, 更有效地教育和引导公众以主人翁意识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

设, 形成良好的绿色社会风尚。

四、 习近平数字生态文明理念蕴含系统性和协同性相互关联的辩证法则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数字生态文明理念都是对自然生态的系统性和生态环境治理的协同性的

反映, 是在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时代伟业的大背景下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系统性和协同性工程的思

想指南和实践遵循。 习近平指出: “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②

无论是把 “双碳” 工作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③, 还是以大数据、 5G、 人

工智能等现代数字技术紧密融入生态文明建设各个领域和全过程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

展, 都需要坚持系统性和协同性相互关联的辩证法则。
习近平站在全局性和战略性高度指出: “坚持正确的生态观、 发展观, 敬畏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 上下同心、 齐抓共管, 把保持山水生态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作为一项重要工作, 深入推进

生态修复和环境污染治理, 杜绝滥采乱挖, 推动流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生态系统持续优化、 整体

功能持续提升。”④ 这一论述同样适用于数字生态文明建设。 把握习近平数字生态文明理念蕴含的系

统性和协同性相互关联的辩证法则, 就要坚持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出发, 注重从生态系统内在联系

所构成的客观规律出发去推进数字生态文明建设, 自觉地将生态观和发展观、 生态价值和人民生态

环境权益、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长期战略目标和分阶段逐步实施、 党政部门和社会协同合作

治理、 生态文明制度创新和效能转化机制构建等方面有机结合起来。 要认识到, 数字生态文明建设

是一项整体系统性建设的复杂工程, 涉及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 消费方式、 基层治理、 安全发展等

多方面内容, 包括国家、 地区、 城市、 乡村、 社区和个人等多方面领域, 既有宏观性、 整体性的目

标任务, 又有各个领域的具体任务。 大到国家层面的空间规划布局、 双碳任务目标、 绿色产业发展

计划、 经济社会绿色转型, 小到家庭层面的垃圾分类处理、 能源资源节约利用、 绿色生活和消费,
都需要通过全国一盘棋和局部联动的系统性规划协调以及具体实践运用来实现。 数字生态文明涵盖

环境保护、 能源利用、 城市规划、 社会治理、 经济发展、 公众参与、 企业责任等多个领域。 数字生

态文明建设不仅仅是生态环境部门的事情, 而且还是全社会的事情, 是关系到数字技术、 生态治

理、 生态正义、 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权益实现和生态安全的 “国之大者”, 需要通过跨领域整合予以

推进。 只有通过系统性的整合, 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目标的全面达成。 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任

重而道远, 其系统性和协同性还体现在需要长期的战略规划和逐步实施, 确保数字技术和生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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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持续发展。 数字生态文明的协同性强调不同主体之间的合作与协调, 一方面要加强政府与社会

之间的协作。 政府肩负制定政策和法规, 引导和规范数字生态文明发展的职责。 社会各界, 包括企

业、 非政府组织和公众, 则要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参与和支持。 数字生态文明需要突破壁垒森严的部

门界限而予以跨部门合作, 数字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环境、 科技、 经济、 教育等多个部门的协同, 以

确保生态文明的政策和行动的一致性和协调性。
生态环境是典型的全球性公共产品, 环境危机也是最为典型的全球性危机, 在全球联系越来越

紧密的今天, 已经不存在 “数字孤岛” “生态孤岛” “安全孤岛”, 习近平数字生态文明理念蕴含的

系统性和协同性相互关联的辩证法则, 也是本土性和全球性相互关联的辩证法则。 当今时代, 全球

气候变化、 资源枯竭、 生物多样性丧失、 核污水排海等问题具有全球性, 需要全球携手合作共同应

对。 在这方面, 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如 《巴黎协定》 就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框架, 在推动国

际社会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数字生态文明的全球性协作, 有助于通过国际合

作、 文化交流、 经验分享、 技术共享、 应用市场等方式, 推动全球环境治理高质量发展。 为此, 要

求世界各国能以胸怀天下的视野, 在全人类共同价值指引下, 充分发挥国际组织、 条约和协定在推

动数字生态文明方面的作用, 更好地实现先进数字技术和生态治理经验、 信息知识的全球共享, 缩

小国家间的技术和生态环境治理差距, 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均衡协调发展, 应对好各种风险危

机, 以全球携手合作的实际行动 “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①。

五、 习近平数字生态文明理念蕴含工具理性和人文理性
　 　 相得益彰的辩证法则

　 　 习近平高度重视数字技术及其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运用, 强调 “我一直重视发展数字技术、
数字经济”②, 认为 “数字技术、 数字经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③, 要求在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中要抓住战略机遇、 大力 “推动数字技术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④。 习近平还把数字

技术的运用和数字经济的发展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 希望通过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产

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用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绿色转型, 将数字技术有机融入产品研发、 生产、 销

售各个环节, 以数据资源驱动模式推动技术流、 资金流、 人才流、 物资流等高效配置, 提升传统产

业的生产要素配置效率, 助推我国企业以提质、 降本、 增效的实际行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走上绿

色可持续发展之道。 习近平将数字技术运用于生态文明的全过程都看作是工具理性和人文理性紧密

结合并相得益彰的过程。 习近平数字生态文明理念就是数字技术同生态文明深度融合的产物, 是抓

住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机遇, 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的战略举措。
习近平数字生态文明理念蕴含的工具理性和人文理性紧密结合、 相得益彰的辩证法则, 推动数

字生态文明朝着人文化、 文明化、 民主化、 法治化方面发展, 有效杜绝将工具理性和人文理性各执

一端或对立起来的偏颇。 工具理性是通过精确计算效能和功利方法最有效达至技术运用目的的理

性, 如果只是注重工具理性, 就会形成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文化价值观。 人文理性

则是尊重人的主体地位、 弘扬人的主体性, 强调对真善美的追求精神以及在这种追求中促进人的自

由而全面发展的体现价值性、 自由性、 目的性的文化价值观。 在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中, 工具理性和

人文理性并不是对立的关系, 而是有着相互结合、 相互赋能、 融合并进的关系。 数字技术作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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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高效的技术, 不能违背人类在推动技术进步中促进真善美发展的本质, 不能与道德伦理、 科学

文化、 人文价值、 人类利益、 技术进步的目的性相背离。 数字技术和人文理性的有机结合会促进两

者在合流中形成一种推动生态文明发展的全新力量, 体现出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中物的尺度和人的尺

度的有机统一、 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的有机统一、 生态价值和人的价值的有机统一, 既能有效提高

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效性, 又能给生态文明赋予人文价值和目的意义, 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和人的自由

而全面发展。 坚持工具理性和人文理性的结合, 能够更加突出数字技术运用于生态文明中的人文因

素、 人文价值的作用, 更好实现 “让数字技术的成果惠及人民”① 的根本目的。
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之所以要强调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这个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概念, 就

在于要突出我国生态文明的目的性、 人民价值的至上性、 生态价值和人的价值的统一性等基本规定

性。 习近平数字生态文明理念就是既高度重视数字这个工具理性在生态文明中的作用, 又高度重视

数字技术背后的人文因素和人的价值的科学理念。 数字生态文明突出数字技术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

重要作用, 如用好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能够极大地提升环境治理的精准度和效率, 能够实

现先进数字技术和生态治理经验分享, 有助于在智慧社会和智能城市、 智慧乡村、 智慧校园、 智慧

社区建设中推动各界公众通过智能平台参与垃圾分类、 节能减排等活动。 数字技术赋能生态文明,
不仅有助于更好地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目标的实现, 也会增强社会各界对于美丽中国、 美丽城市、 美

丽乡村、 美丽校园、 美丽社区建设的智慧集聚和人文交流。 通过数字技术运用于生态文明建设, 可

以更好地实现资源的公平分配和环境保护的公平性, 从而推动实现以生态正义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

目标。 在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中, 利用大数据开展绿色慈善活动, 能够精准识别和帮助处于生态环境

脆弱地区的居民, 确保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惠及更多人群, 特别是更多地惠及生态弱势群体。 但

是, 数字技术只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种有用工具, 如果只是注重数字技术而忽视生态文明建设

的主体性、 目的性、 价值性和人文性, 助长的只会是一种工具理性。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数

字生态文明建设, 更需要强化人文理性, 要将工具理性和人文理性紧密结合起来。 习近平指出: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② 数字生态文明落脚点和根本点并不在数字上, 而是在生态文明

上。 而生态文明建设的落脚点和根本点, 是自然生态优化和人的文明进步的有机统一。 文明的主体

不是物而是人。 从严格意义上而言, 无论是生态文明, 还是数字生态文明, 都要依赖于和取决于人

的文明进步。 只有人的文明进步, 才能推动数字技术的发展, 而数字技术的发展也极大地推动人的

文明进步。 以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促使生态公平正义, 需要具有理想信念、 道德情操、 创新能力和业

务能力的高素质的人, 需要优先考虑数字技术发展应用中的主体性、 目的性以及价值导向等问题。
为此, 要以人的文明进步促进绿色低碳循环的数字新质生产力发展, 要以数字技术赋能高水平

生态治理, 以数字技术促进生态文化在全社会盛行。 数字技术作为工具, 是一把利弊兼有的 “双刃

剑”, 存在着技术漏洞、 操作失误、 数据造假、 非法获取、 算法偏见等数字安全问题, 更需要以人

的文明进步来杜绝这些弊端。 习近平在 2021 年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的贺信中指出: “要激发

数字经济活力, 增强数字政府效能, 优化数字社会环境, 构建数字合作格局, 筑牢数字安全屏

障。”③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把握习近平数字生态文明理念蕴含的工具理性和人文理性紧密结合

和相得益彰的辩证法则, 有助于我们将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工具理性和人文理性紧密结合起来,
协调好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数字和人文、 民主和法治、 权利和义务、 公平和正义、 本土和全球等

关系, “处理好大数据发展在法律、 安全、 政府治理等方面挑战”④, 切实防范和化解数字风险,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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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安全推动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 在实现好、 维护好、 发展好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和促进人的自

由而全面发展的同时促进数字生态文明建设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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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ialectical Rule Embedded in Xi Jinpings
Digit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hilosophy

FANG Shinan
(School of Marxism Soochow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 for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n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006, China)

Abstract: “Building a green and intelligent digit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a brand-new idea and a
major concept in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it is also a major value objective for
China to strengthe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China and Intelligent Society”. Xi Jinpings digit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hilosophy contains a variety of
dialectical rules, namely, a dialectical rule with a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greening and digitization, a
dialectical rule that has a close combination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nature, a dialectical rule that has a close
combination of party and government dominance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a dialectical rule that has a close
combination of systemic and synergistic nature, and a dialectical rule that has a close combination of
instrumental and humanistic rationality. Learning and implementing Xi Jinpings philosophy of digit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grasping these major dialectical rules embedded in it will help to better adhere to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idea, apply good dialectical thinking,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exploring and following the laws of digit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a locally adapted, precise and sequential manner efficiently and safely, so as to empower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which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coexist in harmony and to build a beautiful China and build
a better home on earth, thus move steadily towards a new era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igit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ialectical
rules; Chinese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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