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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山水林田湖草沙等是生态系统要素，各要素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

也是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根本保障，也是针对全球面临的生态

瓶颈问题提出的创新性解决方案及新探索。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及综合分析法，系统阐述了生态系统要

素的发展历程、基础理论、基本内涵、实现路径及成效，并结合项目组多年的研究成果提出展望。经过

理念分析认为：生态系统要素这一理论首先从“山水林田湖”发展到“山水林田湖草”，经过多年实践认识，

再发展到“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系统要素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生态观的继承和丰富；具有整体性、系

统性、综合性等特点；中国在生态系统要素的建设中取得了丰硕成果；论文最后针对生态系统要素的建

设提出未来发展亟待加强的3个方面，为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及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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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logy is a unified natural system, and mountains, rivers, forests, fields, lakes, grass and sand are the 
elements of the ecosystem. Each element is an interdependent and closely linked organic chain. It is a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the practice of “lucidity and lush mountains are gold and silver mountains”, 
and an innovative solution proposed by China to solve the ecological bottleneck problems faced by 
global development. Will become a new exploration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ecological gov-
ernance. In this context, by combining literature data metho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method, theo-
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basic theory, basic connotation, re-
alization path and effect of “life community” ar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and elaborated, and the pro-
spect is put forward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project team over the yea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life community” theory from “mountains, rivers, forests, fields, lakes” to “mountains, rivers, 
forests, fields, lakes and grass”, and then to “mountains, rivers, forests, fields, lakes, grass and sand”, 
make the boundary and scope of this theory expanded and gradually improved. “Life community” is to 
carry ou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an all-round, whole-process and whole-process way. It 
is the unified embodiment of the systematic view of nature and the ecological view of nature, and has 
the connotation of systematic methodology. It is the inheritance and enrichment of the Marxist view of 
natural ecology;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grity, systematization and comprehensiveness, it is a 
unified natural chain among various elements 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hina has achieved fruit-
ful results in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life”. In the end,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ree aspects that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in the futur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life community”, so as to provid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upport for the improvement of nat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and the sustain-
abl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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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山水林田湖草沙等是生态系统的要素，

既有各自内在的结构、功能和变化规律，又与其他要素相互耦合、相互影响。治山、治水、治林、治田、

治湖、治草任何一个环节的动作，都会影响到其他环节，乃至影响生态系统全局。“山水林田湖草沙生

命共同体”理念源自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1]，它体现了生态环境治理的完整性和系统性[2]，深入推进

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是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根本保障[3]。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明确提出“我们要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4]。“山水林田

湖草沙生命共同体”是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中国针对全球发展面临的生态瓶颈提出的创新性解

决方案，旨在着眼于世界共同的生态状况，重塑国际生态秩序。它的构建将会成为引领全球生态治理发

展的一种新探索，开辟一个生态治理的新时代，对人类文明发展阶段和走向赋予新的内涵[5]。 
当前国内外学者热衷于生态环境问题解决方法的探讨，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已经达成国际共识。

如何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切实保护生态环境，促进资源及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sd.2024.141234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王理德 等 
 

 

DOI: 10.12677/sd.2024.1412348 3113 可持续发展 
 

重要课题[6]。现阶段有关“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研究成为学者们关注与讨论的热点[7]。王夏

晖等[8]认为“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具有功能性、整体性等特征；邹长新等[9]认为“山水林田湖

草沙生命共同体”有利于生态系统完整性和稳定性；张惠远等[10]认为“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无

论从生态保护和修复的指导思想，还是从研究目标、方法和技术来讲，都是对系统科学和景观生态学的

补充与完善；李达净等[11]研究发现“人”在“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中具有重要作用，并扮演着

特殊的角色。截至目前，对“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这一复合式生态系统缺乏系统性、一体化的

生态修复理念，存在着多头独自推进、局部修复、生态要素分割等治理问题[12]。 
在此背景下，从山、水、林、田、湖、草、沙多要素一体化、整体性等方面，系统分析阐述“山水林

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对于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认真贯彻落实生态文明思想具

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生态系统要素的发展历程 

1935 年，英国学者坦斯莱(A. G. Tansley)提出了“生态系统”的概念，将生物有机体与其相关的各种

环境因子看作是一个有机系统，将人类与自然、生物与环境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13]；1962 年

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发布，为人们敲响了生态环境保护的警钟[5]；1972 年，罗马俱乐部运用

系统动力学方法构筑了一个“世界系统”模型，向世人敲响了生态警钟[13]。同年，在联合国人类环境会

议上的报告《只有一个地球》，再次警示和呼吁人类保护地球的生态环境[5]。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西

方发达国家开始着手治理本国的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注意到生态问题，也逐渐在付诸行

动，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治理只是着眼于本国的生态环境，将造成环境污染的相关产业转移到落后国家

或发展中国家[5]。 
生态治理不是几个国家、几块区域的问题，而是涉及全球的生态系统，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应该参与

到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来，最终共同享受生态文明成果。各国共同携手化解生态危机，共享美丽

家园。近年来，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的众多成就，赢得了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广泛称赞和认同

[14]，再加之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人类对生态建设问题尤为关注，引发了越来越多人的思考和讨论。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

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15]明确了各种自然要素的整体联系和有机联系，确认它

们共同构成为生命共同体，即有机生态系统；2016 年国务院相关部委推出了《关于推进山水林田湖生态

保护修复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确定 25 个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启动 10 个山水林田湖

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第一批正式设立 5 个国家公园[13]；2017 年 7 月 19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该方案提出，“坚持将山水林田

湖草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并按照自然生态系统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对国家公园实行整体

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16]。2018 年 5 月，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重审了这一理念[6]；至此

把“草”纳入到“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中，使生命共同体的边界与范围有所扩展。2020 年 8 月 31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统筹推进山水

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17]，将“沙”纳人到了“生命共同体”系统中。扩展了生

命共同体的范围与边界，科学阐明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中关于荒漠化防治的重要地位，指明了生态文

明建设思想的完善与系统性。2021 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之所以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

的变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始终“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坚持“全方

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18]。在 2022 年全国两会上，再次强调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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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4]。 
“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发展历程，是从根本性、区域性的治理生态环境问题，是生态文

明思想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有机性、稳定性以及可持续性科学认识的不断深化

过程，是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实践，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科学方法论的不断创新过程，这一生态文明建

设理念逐渐被人们熟知和接受[5]。 

3. 生态系统要素的基础理论及基本内涵 

3.1. 生态系统要素的基础理论 

国外学者在自然保护和生态修复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实践，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已经从最初关注

气候变化适应和减缓逐渐发展到可持续发展的相关领域，提出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该方案受到广泛

关注[19] [20]。英国生态学家坦斯莱(A. G. Tansley)在唯物论基础上提出了“生态系统”的概念，随着一系

列科学方法在生态学领域的系统集成，推动形成了新科技革命发展的生态化趋势[13]。1972 年，联合国

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上首次发布《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人类有在健康生态

环境下生活的权利，阐明了世界各国取得的二十六项原则与七点共同看法，强调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21]；
1981 年，美国布朗出版《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提出以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和开发再

生能源来实现可持续发展[6]；1992 年 6 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全球首脑会议，大会审

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102 个国家首脑共同签署了《21 世纪议程》，针对环境保护问题各

国政府提出了详细的行动蓝图，人类只有改变现行的政策，综合处理环境与发展问题，才能保持可持续

发展[22]。2012 年 6 月，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世界可持续发展高峰会议，提出了未来 20 年深

化推进可持续发展的新思路，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就是之一[23]。 
近年来，利用生态系统管理或者运用系统方法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生态环境问题。为了推动实现生

态文明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针对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中一度存在的“九龙治水”的弊端，

必须“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24]，“要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

[25]。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开辟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是系统自然观与生

态自然观的集中统一体现。系统自然观与生态自然观二者具有系统方法论的意涵。在这样的背景下，提

出的“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这一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生态观的继承和丰富，也是对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创新性指导，进一步明确了唯物辩证法是系统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基础[26]。 
“山水林田湖草沙”作为生命共同体，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综合性等特点，各要素彼此相互依存，

相互影响，需要整体保护、系统修复、一体化治理[27]。在研制“两弹一星”的伟大实践中，我国科学家

运用唯物辩证法提出了系统工程的思想方法，后来将之有效地运用于生态环境治理上，提出发展“沙产

业”“山水城市”等生态环境建设的政策建议。提出“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28]。可见，“山水林

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论是生态文明思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有机结合，是我国新时代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 

3.2. 生态系统要素的基本内涵 

“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是指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共识，强

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而形成的新时代生态治理模式。生态文明思想将山水林田湖草沙看作

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和生命共同体，自然中的山水林田湖草沙各部分从来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

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是生态文明思想对唯物辩证法的重要贡献，是人类社会多样性与自然多样性

之间自觉有机结合形成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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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是具有整体系性的，互相联系，相互作用，任一个环节都不可忽视。

“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

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29] 2021 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领导人在会见内蒙古代表团时强调，“统

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这里要加一个‘沙’字。”“沙”字的加入体现出治沙在整个生态系统治理

中的重要性。从斗沙到固沙再到用沙，宜沙则沙，我国对沙漠治理的方式方法在不断更新，说明我国生

态治理系统在不断完善，不断进步。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山水林田湖草沙命脉相连，其中哪一个

部分遭到破坏，其他部分也必然会受到影响。可见，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生命共同

体，是生态环境中各要素之间一个统一的自然链条，缺一不可，是通过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形成相对独立又彼此依存的关系，共同维持着地球生态系统正常运行。 
“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是生态文明思想核心要义之一。在保护和修复生态系统的过程中，

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原则，要求我们将各种自然要素、自然过程、自然系统看作生

命共同体或有机生态系统，从整体着手，把握内在规律，提升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坚持系统管控国土空

间、系统保护自然资源、系统治理环境污染、系统修复生态安全系统、系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30]。在推

进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要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维护生态平衡，不能人为割

裂自然环境要素，不要试图只修复或者保护其中一部分即通常所说的“头痛治头，脚痛治脚”，这样会

更加不利于生态治理和保护。要清楚的认识到水是生态环境的控制性要素，是基础性自然资源；森林是

陆地上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对维护生态安全、保护生态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土地是人类生存、繁

衍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一切资源和环境要素的载体[6]，若山破坏了，林砍光了，水也就破坏了，地就

也就变成了不毛之地。在实践治理中要树立生态系统观，始终坚持统筹兼顾，注重协调山水林田湖草沙

诸要素之间的系统性，加强保护自然要素各部分之间的生态循环系统，遵循环境要素之间的客观规律，

保护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统，“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是紧密联系的有机体，忽视其中任一环节，

都会影响到生态系统全局，生态环境就会遭到破坏。所以要求在生态环境治理中，要不能相互掣肘，统

一修复，统筹兼顾。 

4. 生态系统要素的实现路径 

(1) “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是由山、水、林、田、湖、草、沙“七个”自然要素构成的生态

循环系统。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24]。生态环境治理中，要遵循“宜耕

则耕、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湿则湿、宜荒则荒、宜沙则沙”的基本原则，基于“修山扩林、调田节

水、护草固沙、育林补水、治湖保水”并重的一体化生态修复思路[31]，坚持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

辅，不能一味放任、屈从生态系统的变化，而要综合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系统性、完整性。水环境治理

不但离不开水生态保护、水资源节约、水灾害防御，也离不开江河湖流域和左右两岸。水只是“山水林

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这个复杂系统中的一个要素而已，必须统筹治山、治沙、护田等工作，改变各自

为战的工作格局，协同发力，不能仅仅按照主观意志对水系统进行人为干预。 
可见，在实践行动上，要坚持一体化保护和系统观念，统筹考虑“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中

各要素之间的联系，这也是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中集成运用系统方法论。 
(2) 各相关单位要建立健全制度标准，激励创新机制，才能使山水林田湖草沙进行系统治理及合理保

护修复。要搞好“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系统治理，就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将此项工作纳入日

常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打破现有的管理模式，建立资源、环保、住建、农业、林草、水利等部门相互统

筹、高效协调的联动工作机制，省、市、县政府及部门之间要形成一体部署、一体推进，持之以恒、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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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形成系统治理合力，统筹推进系统治理工程落实到位，并取得实效，要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作为民生优先领域，有效防范生态环境风险[32]。 
(3) “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系统治理，修复利用要相互协调，切实保护生态环境，科学谋划

“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推动“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按照自

然系统的系统性，全面提升森林、河湖、湿地、草原、海洋等自然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加强整体保

护、综合治理、系统修复，合理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用地，以严格的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推进构建以产业

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协同共进[33]。有效维护和实现自然系统

的系统性和持续性，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发展。 
另外，还要做到制度标准要建立健全、机制体系要鼓励创新，源头预防、责任追究、过程控制。才能

为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事业奠定良好的基础。 

5. 生态系统要素取得的成效 

中国政府深刻认识到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与“山水林

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将绿色发展的理念渗透到我国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山水林田湖草沙

生命共同体”的发展之路日见成效。“地球卫士奖”连续三年花落中国[34]，中国在 2021 年第一批国家

公园正式设立；持续推进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全面实施长江 10 年禁渔；水能由 2000 年占世界总量

的 8%上升到 2014 年的 27.4%；森林覆盖率由 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 12.7%提高到 23.04%，森林面积近 10
年年净增 249.9 万 hm2，居全球第一位，为全球贡献了近四分之一的“新绿”；全国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

总体稳定；337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87.0%，二氧化碳排放量在 12 年间下降近一半等

等实践成果；1940 个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中，水质优良(I∼Ⅲ类)断面比例为 83.4%；中国生态环境经过 3
个五年的努力，实现了从“恶化”到“改善”的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转变[32]。在沙漠化治理中，我

国采用了多主体建设机制，企业既治理了土地沙漠化改善了生态环境，又通过经营沙产业使企业自身获

得较好的发展前景[35]。以经济作物开发带动沙产业形成，保障沙漠化治理，促进生态建设[36]。体现出

了我国在推动构建“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也给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

绿色发展的中国方案。 

6. 展望 

遵循“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进一步探索“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各要

素间的关联，妥善处理“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山水

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系统治理与修复。 
(1) 利用大数据及遥感技术，科学高效进行山水林田湖草沙各相关要素调查监测，大力推进生态空间

数字化管控，进行“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适应性、承载能力及敏感性评价，构建全周期全过程

动态监测体系，根据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评价。 
(2) “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是多种自然要素构成的自然生态系统，不能治水的只管治水，治

沙的只管治沙，绿化的只管种树，护田的只管护田，而要综合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关联性、完整性和耦

合性，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才可以持续发展。 
(3) 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求设计、实施及管理等方面都要严格监督，

整个过程都要“人”这个主观能动性较强的要素统筹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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