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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栏目主持人语

周　琼

生态文明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含物质、精神和制度）的和谐共生及其良性循环与发展的存

在及发展形态，是人与自然关系史上的新阶段。２００７年中共十七大后，生态文明作为全新的常用词，与“美

丽中国”相协互动，在各项方针政策、规划、法规中高频出现，占据了各类传媒的主版，成为区域社会发展及

经济建设的终极目标。各地的建设路径及方案在示范区建设中成绩显著，正书写着当代环境史。学术领域

也呈现出生态文明研究热潮，各类论文达五万余篇，为现实服务的色彩较为浓郁，彰显着中国学术研究的新

常态及新导向。如今，“生态文明”由时尚的理念及名词逐渐成为被民众熟悉、接受及认可的行动指南。

云南是生态基础较好的边疆民族聚居区，有建设并引领中国生态文明发展方向的条件及潜力。２０１５年

１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时，要求云南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云南生态文明建设自此进入新阶

段，“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成了社会生活的主题词、政治经济建设的关键词、社会文化发展的热门词，也成

了省委政府的首要目标。但是，其建设路径、行动方向及实践措施等长期尚未明确化、具体化。可以说，排头

兵建设目前未能破题的主要原因，与云南学术研讨不够具体深入、不够系统广泛密切相关。迄今为止，相关

研讨文章不到五百篇，数量比不到１％，质量上更有所欠缺，而学术层面的前期研讨，尤其是深入系统的理论

研究、措施论证、规划及结果预估、深入调研及分析、实验数据考量等往往是促成科学的、有生命力的政策及

措施出台的前提。

云南民族生态文化、传统生态知识的发掘及运用，生态安全格局及生态屏障的建立，生态形象的建设与

塑造，国际社会的认知及接纳，生态红线的确定与保障，生态问责机制的建立与实践，生物多样性保护及生态

补偿机制等，无疑是排头兵建设中的首要任务，因此，云南本土学者或长期关注云南环境变迁史及生态文明

建设的学者从理论到实践进行的系统、专门的研究，将是引领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目标及任务、路径及模式

最明确的途径。２０１５年５月，云南大学开启了服务云南的实际行动计划，以促进排头兵建设为宗旨的“生态

文明建设的云南模式研究”立项。

生态形象是生态文明建设结果的直接展示平台，《生态文明建设视角下云南生态形象的塑造》认为良

好的环境资源条件、文化和品牌优势，以及媒体与营销手段、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协调机制、生态教育

及国际交流等有益于云南生态形象的塑造。生态安全是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的重要指标及目标，《云南

生态文明建设对生态安全的作用研究》认为生态文明建设能维持自然生态系统平衡、发展生态产业、传承

和发扬民族生态文化、构筑生态屏障，构建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需求模式。云南各民族的传统生态文

化能支撑生态文明的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能促进本土生态文化的传承及良性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对云南

民族文化的作用研究初探》认为生态文明建设为民族文化的挖掘、传承和发扬提供了机遇，凸显了民族文

化的生态价值，获得了良好的现实传承环境，贴合时代的要求。西方对中国当代环境史和生态意识的变

迁有着敏锐的观察，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质疑及建议能促成中西方生态文明的对话并资鉴中国的生态文

明建设，《当代西方视野里的中国生态文明》认为，西方视野里的中国生态文明是个需要超越现有社会发

展模式的先进文明，也是需要跨越式发展的命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