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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生态观: 内涵、价值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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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进程

中，也在探索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道路。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阐述过很多关于自然、生态、环境与农业、

林业、牧业、副业、渔业、医学、人居关系的论述和思想。毛泽东的生态观是传统和现代思想相结合的系统生态

观、人民至上的生态观、立足于科学理论指导的生态观、坚持安全思维和底线思维的生态观。毛泽东的生态观

不仅关注自然生态系统的治理和改造，而且重视复合生态系统如水域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城市生态系统

的构建和经营，既有继承性又有创新性，对当前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 生态观; 生态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0599( 2023) 06 － 0075 － 08

［收稿日期］2023 － 07 － 28
［作者简介］车辚( 1969—) ，男，云南昆明人，博士，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学技术史研究所教授，硕士生导师，研

究方向为政治学、经济技术史。白莹( 1981—) ，女，云南石屏人，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学技术史研究所讲师，

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建、科学技术史。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研究”( 立项批准号: 19BDJ048)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狭义的生态观，是指关于生物与其环境相互
关系的观念或理念。而广义的生态观则覆盖自然
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是指关于包括人在内
的各种生物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互关系的观
念或理念。中国共产党的生态观或者生态文明思
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同中华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充分体现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基本原则，坚持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资源与环境
可持续利用，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
导集体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的实践进程中，也在探索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道路。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阐述过很多关于自
然、生态、环境与农业、林业、牧业、副业、渔业、医

学、人居关系的论述和思想。系统梳理毛泽东的
生态观，对于我们总结百余年中国共产党的生态
文明建设思想、丰富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加快生
态文明建设、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仍具有重要
的启示。

一、毛泽东的生态观是传统和现
代思想相结合的系统生态观

自然与人类社会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天人
合一”的传统观念体现出一种强调整体性、共生
性、和谐性的系统思想。毛泽东的生态观是马克
思主义生态思想和中华传统生态文化有机结合的
产物，又吸收了现代农业、林业、水利、卫生等自然
科学的理论知识，是强调整体性、平衡性、动态性
的系统生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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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毛泽东系统生态观的早期萌芽
毛泽东自幼习读中国传统经典书籍如《论语》

《孟子》《中庸》《大学》《纲鉴类纂》《史记》《汉书》
等［1］P2、8，熟悉孟子把保护自然看作“王道之始”，
荀子提出保护自然是“圣王之制”“王者之法”的
深刻含义，他对山林川泽与农业、生计、治国、理政
的关系有着超出一般人的认识。1917 年 11 月，他
在浏阳县文家市同农民谈心，宣传种果树，并动手
栽了几棵板栗树。［1］P331919 年 12 月，他发表《学生
之工作》一文，倡导学校教育要让学生“从事种园、
种田、畜牧等事项”，实行“工读主义”。［1］P48中央苏
区时期，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
席的毛泽东在苏区的局部执政实践中开始系统探
索山、水、林、田、湖一体的生态建设模式和路径。
他写的社会调查报告如《寻乌调查》《兴国调查》
《长冈乡调查》等一般都包括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
生态系统两大部分，山川、河流、物产、交通、市场、
各阶级民众的生活状况等尽可能详尽，这样才能
深入了解城乡社会关系、阶级关系、经济结构。例
如，在《长冈乡调查》一文中，毛泽东写当地“种了
些 树，山 坏，不 发 达，应 种 在 河 旁、路 近、屋
边”。［2］P214从地理上看，中央苏区横跨江西、福建、
广东三省，境内群山连绵，森林茂密，山势险要，水
系纵横，气候湿润，具有发展农业、副业、商业的良
好自然地理条件。苏区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
粮食、油料、砂糖、肉类、烟叶、衣服、纸张、家具等
都取之于农业，而苏区缺乏的商品如食盐、布匹、
药品等需要用农副土特产品与白区进行交换。因
此，在大规模土地革命开展的同时，中央苏区在残
酷的战争环境中尽可能利用一切条件治理自然生
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让它们建立起共生、制
约、互补、协调的生态关系。负责具体生态治理工
作的部门主要是中央土地部下属的土地建设局和
山林水利局，而省土地委员会下设土地建设科和
山林水利科，县、区、乡也有类似机构，统筹进行
山、水、林、田、湖的治理。农民拥有了土地、山林、
池塘，也焕发出保护山林、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改
良土壤、植树造林的积极性。如 1934 年，瑞金植
树“六十万三千七百多头( 棵) ”，兴国“三十八万
九千八百多头( 棵) ”，福建“二十一万三千八百多
头( 棵) ”。［3］“深耕细耨”的结果就是从 1930 年至
1934 年中央苏区的粮食( 大米、杂粮、蔬菜) 产量
实现了连续增长，“一般的增加一成”，“有些地方
达到 20%以上”。［4］P54这样的生态治理行为在此后
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延续，像南泥湾开

荒不仅仅是一个增加粮食种植面积的问题，而是
一个合理利用南泥湾的土壤、气候、植被、水利等
自然地 理 条 件 系 统 改 造 高 产 稳 产 良 田 的 示 范
工程。

( 二) 毛泽东系统生态观走向成熟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没有成立专门的环境

保护部门，但 1973 年 8 月国务院召开过首次全国
环境保护会议，并制定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
若干规定( 试行草案) 》。从此，环境保护被列入党
和国家工作的议事日程，相关职能分散在农业部、
水利部、林业部、卫生部等部门中，而以农业部为
主。毛泽东一贯倡导系统论、整体论的工作方法，
主张从一体化、综合化、系统化的角度统筹农业建
设、工业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发展。他曾提
出“抓两个十二项”，其中，农业方面的十二项包
括: 水、肥、土、种( 改良品种) 、改制( 如复种、晚改
早、旱改水) 、除病虫害、机械化( 新式农具) 、畜牧、
副业、绿化、除四害、防治疾病讲卫生。［5］P273这既涉
及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又涉及人工生态系统如
山林、农田、草地、水域、民居生态系统的改造，追
求农、林、牧、副、渔的综合平衡，是一项系统工程。
基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农田、山林、
池塘、水库、工厂等人工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
之间的生态平衡被打破，人和自然之间协调发展、
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受到扭曲，农、林、牧、副、渔的
综合平 衡 被 破 坏 所 导 致 的 生 态 灾 难，党 中 央 和
毛泽东本人都认真汲取了教训。他曾提醒安徽省
不要蛮干，放慢水利化、绿 化 的 步 伐，要 留 有 余
地。［5］P3311959 年 10 月 28 日，毛泽东视察安徽时专
门参观合肥市蜀山公社，了解农、林、牧、副、渔、工
六业俱兴的情况和使用沼气的情况。［6］P226 后来，
毛泽东从 系 统 论 的 角 度 总 结 了“大 跃 进”的 教
训———主要是没有搞平衡，包括农业内部农、林、
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
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7］P80 其实，这三种平衡
都可以归结为人工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
的平衡，“大跃进”首先破坏了人工生态系统内部
的平衡，接着影响到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正常演化，
在生态脆弱地区甚至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并埋下
长久的隐患。由于各种“大办”，如公共食堂、“小
土群”( 小型企业、土办法、群众路线) 、“小洋群”
( 小型企业、现代化生产方法、群众路线) ，过量采
伐树木和毁林开荒，盲目开采矿产资源，导致资源
浪费和生态环境严重破坏，许多地方水土流失加
剧，农林产品产量锐减。1960 年，粮、棉的产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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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到 1951 年的水平，油料产量甚至比 1949 年还
低。棉纱、布、食糖等主要轻工业品的产量则下降
了 28%—60%。［8］P561 1961 年 4 月 9 日，毛泽东在
长沙对张平化说: “食堂的确存在几个问题，用工
太多，浪费劳动力嘛! 浪费柴火，破坏森林嘛! 还
有浪费粮食。”［6］P573 此后，毛泽东多次外出视察时
特别强调搞好农、林、牧、副、渔的综合平衡，搞好
山、水、林、肥的分步骤有计划地推进。他认为缺
烧草、缺木材、缺竹子都可以通过协作和开发山林
解决。1963 年 10 月 26 日，毛泽东视察长沙，听取
当地负责人介绍岳阳县毛田区如何实现山、林、
田、地一体化多种经营的经验。当地负责人说，毛
田区主要是搞集体经济，实行多种经营，在山上植
树，田埂种豆，地里种棉花，促进了生产，提高了农
民生活水平，农民家中挂了不少腊肉。毛泽东听
了非常高兴，称赞岳阳县搞得不错。［9］P273

实践证明，凡是运用系统论、整体论统筹进行
山、水、林、田、湖的治理，一般都能取得生态治理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结果; 反之，破坏了自然生
态系 统 与 人 工 生 态 系 统 之 间 的 平 衡，违 反 了
毛泽东本人一贯倡导的系统治理思想，则会出现
双输的局面。

二、毛泽东的生态观是人民至上
的生态观

农业生态系统由于和自然生态系统具有不可
分割的密切联系，其构建需要光照、温度、降雨、土
壤、动物、植物、微生物等自然生态要素的支持，土
地、水源、种子、肥料、农具等生产要素的配置要按
照农业生态系统所在地的自然地理条件、土壤特
点和农作物生物学特性来安排。因此，农业问题
很大程度上就是生态问题，吃饭、穿衣、住房等问
题也就绕不开生态建设的效果。中国共产党人所
有的奋斗本质上都是为了人民过上丰衣足食、幸
福安康的生活。毛泽东的生态观始终贯穿着人民
至上的理念，他关注水土保持、植树造林、兴修水
利、改良土壤、环境卫生不单纯是为了自然界的绿
水青山，更是着眼于民生的改善，落脚点是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可持续发展。

( 一) 毛泽东人民至上生态观在革命战
争年代的成功实践

革命战争年代，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
建设三位一体的局部执政实践最终都要落脚到能
否发展生产力、能否改善人民生活。苏区政府和

群众对农田、山林、池塘、民居、河流生态系统改造
和提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保障红军给养和改
善人民生活。闽粤赣地区从第一次反“围剿”结束
到 1931 年 7 月第三次反“围剿”时，粮食供给一直
处于紧张状态，甚至出现过“粮食恐慌”。［4］P671933
年 8 月 12 日，毛泽东指出，在现阶段经济建设必
须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实现改良群众
生活、增加财政收入、建立物质基础相统一。［10］122

围绕着农业生态系统改造的植树造林、水土保持、
土壤改良、水利建设、农事试验等都是为了最大限
度增加农业产出。像会昌县 1932 年的粮食产量
比 1931 年增加了 20%，其中小密乡稻谷平均亩产
从 200 斤增加到 400 斤左右。其他宁都、上杭、兴
国等县稻谷总产量平均增幅都在 10%—20% 之
间。［4］P53 － 54加上棉花、莲子、烟叶、油菜、湖豆、雪
豆、花生等特色产品的增产，人民生活水平获得极
大改善，“比较国民党时代是至少改良了一倍”，
“而且生活一年比一年丰足了”。［11］P322抗日战争时
期，陕甘宁边区遭遇严重自然灾害和国民党的政
治、经济、军事封锁，粮食和物资供应极为困难。
但是，共产党和边区人民没有“等靠要”，而是努力
开荒、改造山河、发展生产。1936 年，边区耕地面
积是 8431006 亩，而 1940 年已增加 到 11742082
亩，增幅达到 39% ; 水地从 1937 年的 801 亩增加
到 1940 年 的 2974 亩; 粮 食 产 量 从 1937 年 的
1260000 石增加到 1940 年的 1430000 石，增幅为
13． 5%。［12］P581940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在政治局
会议上指出: 绥米地区，要发动民众的春耕秋收运
动，使民众得到利益。今后税收，不能增加太多，
陕甘宁边区公粮不能收十万担。［13］P202轰轰烈烈的
大生产运动就是一个改造山河、治理生态、丰衣足
食、改善民生的运动。1942 年 2 月 3 日，毛泽东和
朱德在一份给彭德怀的电文中指出: 陕甘宁边区
财政经济问题今年可以解决，并在去年打下了基
础。今年更有计划地组织了人民的、部队的及机
关学校的劳动，生产运动可能向上发展，在不受灾
的条件下不需外援。［13］P3611943 年陕甘宁边区耕地
面积扩大为 13774473． 5 亩，1944 年达到 15205553
亩，粮食产量达到 1817221 石，棉花、牲畜也大幅
度增长，大部分人民已做到家有存粮。［12］P349 正是
因为中国共产党秉持了人民至上的生态观，努力
追求生态治理、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支援前方相
统一，才极大焕发了根据地人民参与大生产运动
的积极性，不仅打破了敌人的封锁，还为后来陕甘
宁边区和各根据地的农业生产打下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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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毛泽东人民至上生态观在新中国
的成功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后由于快速的
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生态治理的范围大
大扩展了，除了极具农耕文明特点的自然生态系
统、传统农业生态系统的修复和改造，还要面对工
业文明时代的产业生态系统、现代农业生态系统
和城市生态系统的建立和升级。在农村，除了吃
饭穿衣，教育、卫生、住房等民生问题也与人居生
态系统的改善密切相关。在大中城市，新政权的
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
来的污泥浊水，这既包含自然生态的污泥浊水，也
包含社会生态的污泥浊水。这一时期的生态治理
如江河整治、植树造林、水土保持、防风固沙、农田
水利建设、害虫防治、资源保护、生态安全等依然
围绕着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和为工业化提供基本原
料展开。在 胜 利 实 现 第 一 个 五 年 计 划 后，由 于
“左”倾错误的影响，随后的“反右”扩大化、“大跃
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都导致国家政治、经济出现
严重困难，国内粮食、肉类和日用品的短缺甚至在
一些地区造成饥荒。毛泽东指出: “我们搞了 11
年，现在要总结经验。”［14］P549 此后，中央决心认真
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提出了“调整、巩
固、充实、提 高”的 方 针，工 农 业 生 产 开 始 好 转。
1961 年 9 月 23 日，毛泽东对来访的英国蒙哥马利
元帅说，他首先考虑国内问题，其次才是国际问
题。“无非是人民的吃饭、穿衣、住房、走路、生活
用品。”［14］P551民生问题关联着农业、工业和城市工
作的方方面面，关联着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改造，当
时树立的一些样板工程如大寨、红旗渠等都和战
天斗地、改造山河、发展生产有关。尽管毛泽东本
人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犯过严重错
误，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时代基本
解决了吃饭穿衣、教育卫生、就业养老等民生问
题，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生态环境，历史上严重
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洪涝灾害得到一定程度
的治理。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多次
提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最大的成绩就是基本
上解决了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的吃饭穿衣问题。

三、毛泽东的生态观是立足于科
学理论指导的生态观

在学科基础上生态理论一般由生态科学、农
业科学、环境科学提供理论支撑，在产业发展上自

然、生态、环境与农、林、牧、副、渔、医关系密切。
通过全面、客观地解读史料和分析毛泽东一生推
进生态建设和农业发展的实践，可以发现，在大部
分时期，毛泽东的生态观是立足于科学理论指导
的生态观，主张尊重自然规律、生态规律、历史规
律和经济规律。

( 一) 毛泽东的生态观立足于中国国情

和经济社会条件，并非脱离实际的蛮干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拥有悠久的农耕文明

历史，用水、治水、管水历来是执政者的要务。兴
修水利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发展农业的核心举
措，也是改造、修复和升级自然生态系统和农业生
态系统的基础工程。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就提
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10］P132 的著名论断。实
际上，水也是生态系统的命脉。水是生物体主要
组成成分和影响生命活动的重要生态因子，水之
于农作物的生理作用、生态作用———水能调节土
壤肥力和田间小气候等，决定了水是农耕文明的
命脉，其主要载体如河流、湖泊、地下水、积雪等往
往决定了农业生态系统和人居生态系统的存在方
式和活动方式。从自然条件看，由于土壤与气候
的特殊性，中国的降雨量分布不均，尽管江河分布
在从西到东广大连续的土地上，但在旱季水的供
应依旧困难，在雨季又面临洪涝灾害，因此合理地
利用水、管理水、保护山林水土就是历代执政者必
须着力的事情。在农耕文明中，水的拥有权、控制
权、分配权是社会控制的关键资源，古代中国的大
一统是基于国家对于水利设施的整体控制而建立
的，灌溉、排水、防洪、航运等大型水利工程往往需
要政府组织。中央政府对水资源的管理、整治、分
配是中国地理和行政统一的标志，社会主义制度
为开展大范围、全流域、多层次的水利工程建设创
造了经济、技术、物质、精神、组织等各方面条件。
“以水为纲”在生态治理和农业发展上抓住了要害
和命门，从 1949 至 1984 年，全国修建大、中、小型
水库 86000 座，总库容 4200 亿立方米; 机电排灌工
程 7876 万 马 力，北 方 机 井 241 万 眼; 建 成 水 闸
24906 座; 建成万亩以上大中型灌区 5288 处。这
些成就大部分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实现的，使得中
国的灌溉面积超过 7 亿亩，达到 1949 年的 3． 05
倍。［15］P3当然，有些地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过于强
调速度和规模，忽视了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科学
设计、系统规划的方法，导致了一些事与愿违的后
果，如华北平原因排水不畅导致土地盐碱化，但
是，这绝不是毛泽东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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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毛泽东在生态建设中不迷信历史
和外国经验，敢于打破常规

拥有坚定的政治自信、文化自信、制度自信，
不信邪、不迷信、不盲从，希望能以较快的速度摆
脱贫穷落后局面始终是毛泽东一直坚持的信念。
他指出:“一九五八年提破除迷信，自己动手。经
过一九五九年春夏的一段反复，证明自己来搞，是
可以做好的。”［7］P126社会生态系统的演化与自然生
态系统的最大区别在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只要正
确领导、科学组织、尊重规律，是可以加快演化速
度、变更演化方向、调整演化节点的。正如胡绳所
说:“中国人民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奋发努力，
要为民族振兴和社会主义发展有所作为。这种精
神是可贵的。”［16］P367 这种奋发有为的精神从本质
上是一种科学精神、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中的重要成分，它致力于破除封建迷信和
摘掉帝国主义扣在社会主义头上的“贫穷、落后、
停滞”的帽子。技术上的限制不是永恒不变的，约
束条件可能会随着时代、环境、人力、组织等因素
的变化而变化，创新和突破很多时候就在于敢于
打破常规、破除迷信、跳出思维陷阱。忽视客观规
律是错误的，完全否认敢闯敢干精神的科学性和
能动性也是错误的，这样就无法解释伟大建党精
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抗美援朝精神等的科
学内涵，也无法解释中国人民战天斗地在人类生
存极限中取得的累累生态硕果，像塞罕坝、右玉县
的植树造林工程都是鲜活例子。

( 三) 毛泽东十分尊重人民群众在长期
生产生活实践中总结出的科学经验和地方
知识

无论是局部执政还是全国执政，经济建设、政
权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都必须紧
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尊重群众的实践和创造，把
群众经验升华为科学经验，把地方知识升华为理
论知识。中央苏区时期，军队和政府中都缺乏工
程技术人员和仪器设备，开渠、打井、植树、修塘、
疏浚、筑坝、开荒等工作都必须依赖广泛发动群
众，这些生产经验和地方知识往往集中在一些民
间匠人和老农身上，虚心向他们请教是毛泽东一
贯的工作作风。中央苏区流传的毛泽东在才溪乡
表扬当地群众用竹笕引水、在瑞金沙洲坝打井、在
叶坪车水抗旱、在汀州清洗水井和戽水抗旱的故
事背景里，都有匠人和老农的身影。抗战时期，
毛泽东十分注意收集人民群众在农业生产、生态
治理、改造山河中的创新创造，并把典型经验向各

地推广。1943 年 8 月 12 日，毛泽东致电聂荣臻，
其中说到:“吴满有方法就是劳动互助，深耕，多锄
草，多施肥，多开荒，达到增加生产目的。此种方
法( 特别是劳动互助方法) 你区正须提倡。”［14］P171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批阅文件和每次外出视察
都特别注意调研当地政府和群众在生产实践中创
造出的新办法和好经验。例如，1958 年 3 月 21
日，毛泽东审阅陈正人关于河北省徐水县利用群
众自办农田水利实现农田水利化情况的报告，并
作出批示: 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5］P320

( 四) 毛泽东十分重视现代科学技术在
生态建设和农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

学科 学、学 技 术、学 建 设，推 进 技 术 革 命 是
毛泽东一贯强调的，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党的干部
绝大多数是工农干部，而且因为执政环境和执政
任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不懂现代科学技术就领
导不了社会主义建设。他说过:“搞农业不学技术
不行了。”［14］P4031958 年 8 月 9 日，毛泽东到达济南
专门视察了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的棉花试验田
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水稻田。他说，以后除水利、
肥料之外，基本上要靠深耕吃饭。深耕对保水、保
墒有好处，对多施肥料发挥肥效有好处，对改良土
壤增加 团 粒 结 构 有 好 处，对 除 虫、除 草 也 有 好
处。［5］P405有些西方学者看到“大跃进”期间我国有
7700 万人参加农田水利建设，就想当然地下结论
认为，毛泽东提倡“人海战术”，不重视科学技术和
现代化设备的应用。其实，所谓“人海战术”是因
为国家缺乏资金和技术而劳动力充裕的必然结
果。实际上，毛泽东一直强调农业发展和农田水
利建设上要尽快实现机械化。1958 年 3 月 21 日，
毛泽东参观四川灌县都江堰水利工程，当了解到
都江堰每年岁修要用很多人工时说: 今后应改用
机器，用卷扬机、掘土机，这样就省力了。［5］P3201963
年 12 月 16 日，毛泽东在听取聂荣臻关于十年科
学技术规划问题的汇报时指出:“我们这些人要懂
得些 自 然 科 学 理 论，如 医 学 方 面、生 物 学 方
面。”［9］P295实证分析表明，从 1965 年至 1979 年，中
国的粮食增长并不主要依靠耕地面积和灌溉面积
的扩大，以及劳动力和机器设备的投入，而是依赖
生物技术的使用，化肥、杀虫剂和品种改良等生物
因素在粮食增产总量中的贡献几乎占 2 /3 的比
例。［17］P587

( 五) 毛泽东积极主张在全国范围内开
展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普查

中国地域辽阔，拥有海洋、平原、丘陵、湖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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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雨林、草原、沙漠等多种自然生态系统，人们
在不同的自然物理环境基础上构建出多样化的农
业、产业、城镇生态系统。中国传统的生态观念和
农业实践至少孕育出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两大
农业文明系统，它们之间还存在半农半牧的复合
农业文明系统和相对独立的渔猎文明系统。即使
在农耕文明系统内部，长江流域、淮河流域、黄河
流域、珠江流域、海河流域等的生态环境、生物资
源、非生物资源也是千差万别的。毛泽东积极主
张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普查，摸
清家底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1958 年 12 月 8 日，

毛泽东审阅了农业部报送的关于全国土壤普查鉴
定工作的报告。报告称: 全国已完成十个专区二
百零九个县的土壤普查; 基本摸清了土地资源、土
壤分布情况和土壤的底细，为深耕改土，因土、因
苗施肥，找到了对症下药的科学依据; 在农民中培
养了大批的土壤科学技术干部。毛泽东批示: 此
件很有用。［5］P549 － 550

四、毛泽东的生态观是坚持安全
思维和底线思维的生态观

由于中国历史上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高发频
发、地方性传染病流行、灾荒饥荒不间断的国家，
毛泽东对防灾减灾、防疫治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一直非常重视，他的生态安全思维、底线
思维、极限思维主要体现在资源安全、环境安全、
农业安全等方面。改革开放前，我们党没有遭遇
到今天意义上的生态安全问题，也没有控制人口
规模、防止工业污染、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发展
循环经济等方面的巨大压力，但是，毛泽东的生态
观始终坚持安全思维、底线思维的统一，尤其在江
河治理、植树造林、粮食安全、传染病防治等方面
着力最多。

( 一) 毛泽东一生都关注中国的江河治理
大江大河治理可以让水资源在若干省份之间

实现集中使用和合理分配，同时兼顾航运、发电、
灌溉、饮用、防洪、生态调节等诸多功能。新中国
成立之初，毛泽东就牵挂着黄河治理。1952 年 10
月 30 日，毛泽东乘专列前往河南视察黄河大堤，
专题调研三门峡水库修建和“悬河”，强调“要把黄
河的事情办好，不然，我是睡不好觉的”。［18］P622 这
天夜里，毛泽东还专门查阅《河南通志》《汴京志》
《龙门 二 十 品 碑 帖》，了 解 黄 河 泛 滥 史。期 间，

毛泽东视察了新乡境内的大型引黄灌溉水利工
程———人民胜利渠，了解干渠、支渠情况以及灌溉
后的防碱、治碱等问题。他指出: 今天看了小黄河
( 注: 人民胜利渠) ，在人民手里，害河可以变益
河。［18］P6221953 年，毛泽东提出了“南水北调”和三
峡水 利 工 程 的 宏 大 构 想。1953 年 2 月 20 日，

毛泽东仔细审阅了《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
规划草图》，当了解到干支流的一系列梯级水库加
起来“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库后说:“那为什么不在
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 就先修那
个三峡水库怎么样?”［19］P34三峡水利工程事关国家
建设全局，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举全国之力，但
在毛泽东心中，这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非
办不可的事情。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规模水利建
设对 消 灭 普 通 的 水 灾 旱 灾 发 挥 了 积 极 作 用。
毛泽东后来说过，如果没有过去几年的水利建设，
1959 年的 7 省旱灾就很难应对。［7］P127 截至 1984
年，中国累计整修、新修江河堤防( 包括圩垸、海
塘) 达到 17 万公里，大幅度提高了中国防御大江
大河洪水灾害的能力，普通的水旱灾害初步得到
控制。例如，黄河过去平均三年就有两次决口，新
中国成立后年年安全渡过夏秋大汛。［15］P3

( 二) 毛泽东积极提倡植树造林
植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部分，植被特别

是森林植被对水土保持、减缓地表径流起到重要
作用，可以减少水灾、旱灾、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
频率，降低风暴潮和海啸的危害。早在中央苏区
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植树造林、封山育林对水
土保持、防灾 减 灾 的 作 用。1932 年 3 月 16 日，

毛泽东同项英等发出植树运动的决议，要求大家
在河岸、路旁、荒山、广场、空地多植树，还要注意
培养树木种子，在每年春天来进行此种运动。［1］P368

1934 年，仅瑞金一县，在植树运动中，“五十天内种
了五十九万三千四百零二株”。［20］延安时期，针对
陕北植被稀疏，毛泽东提出要制定种树的长远规
划: “搞 他 个 十 年 八 年，‘十 年 树 木，百 年 树
人’”［21］P153。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对植树造
林、封山育林、护林防火作出指示或批示，对玩忽
职守者则严厉处罚。1964 年 9 月 7 日，毛泽东在
长沙专门谈到植树造林:“公路、河流两旁要植树，

运输便利。”［9］P406

( 三) 毛泽东从战略高度和全局角度重

视粮食安全
由于粮食生产需要土壤、光照、降水、温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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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地形、地貌等自然生态因素与种子、化肥、农
药、机械、人工等社会生态因素的有机结合才能实
现，而且，人工调控的耕地肥力、种子培育、土壤灌
溉、杂草清除、病虫害防治、耕作制度等受自然生
态因素各项生态阈值的约束，因此，衡量生态安全
的关键指标就是粮食的生产能力或者农田生态系
统的最终产量。民以食为天，毛泽东始终把粮食
生产作为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从战略高度和全
局角度重视粮食安全。1953 年 5 月 25 日，毛泽东
在一份指示稿上批示:“每年有百分之十以上的贫
苦农民缺少食粮，要闹春荒夏荒，此外，国家的粮
食储备也还很少，我们国家还经不起一个较为严
重的灾荒。”［19］P104 1956 年 1 月，毛泽东指出: “在
同一时期内，国家也应当储积足供两年之用的后
备粮，以应急需。”［19］P5071958 年 6 月 22 日，毛泽东
在农业部提交的关于第二个五年农业发展规划要
点上批示: “粮食及其他农产品是第一件重要的
事，我们应当十分注意农业问题。”［5］P374 粮食问题
不仅是民生问题，还是政治问题，事关国家安全和
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实际上，毛泽东每次外出
视察和调研，农业问题、生态问题、吃饭问题经常
是排在第一位的。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
面临着严重的地缘政治威胁和来自两个超级大国
的核讹诈，毛泽东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
口号，中国不仅启动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还特别
着眼于发展农业和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从 1953
年至 1978 年，中国农业生产大部分时间是增长的，

增长幅度基本维持在 3%—5%这个区间; 粮食生产
的增长率除了“大跃进”期间基本保持在 3. 5%。

( 四) 毛泽东领导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

的传染病防治模式
地方性传染病如鼠疫、霍乱、天花、疟疾、伤

寒、炭疽、血吸虫病、痢疾等与自然生态系统和人
工生态系统的生态因子种类、分布、阈值等有密切
关系，但更多的是工农业生产环境和人居环境受
到污染所致，如住宅、饮水、食品卫生质量差，土
壤、水源、空气受到有机质和无机质、重金属污染，

粪便、垃圾处理不当等。解放前，中国广大劳动人
民生活贫困，居住质量和劳动环境差，城市和乡村
卫生都属于无政府状态，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
病如天花、霍乱( 古典型) 、人间鼠疫、性病、黑热
病、血吸虫病等严重威胁人民健康，全国人口总死
亡率高达 25%。［22］P1早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就
重视地方性流行病的防治，当时苏区气候炎热多

雨，疟疾、痢疾、脚部溃疡、蚊虫叮咬溃烂等是常见
病。1933 年 11 月，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时特别注
意了解群众卫生状况，包括住所、饮食、衣服、坪
场、水沟的卫生。［2］P233 － 234新中国刚成立，张家口以
北地区就发生肺鼠疫，威胁平津。1949 年 10 月 28
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发电报请求苏联帮助防治鼠
疫，提出空运生菌疫苗 400 万人份，血清 10 万人
份至 北 京，并 派 出 防 疫 队 来 中 国 帮 助 防 治 鼠
疫。［23］P981952 年春，华北各地疫病扑灭后，华北局
呈送中央的报告建议，开展大规模的清洁卫生运
动，进行全面预防工作。［24］P341 通过顶层设计和群
众运动相结合，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倡导常态化、机制化、周期化的爱国卫生运动是中
国的一大创举，可以迅速有效地对自然和人工生
态系统进行主动干预，显著降低传染病因子的危
害性。从 1949 年开始，全国每年都进行一次消灭
苍蝇和其他害虫的活动，1958 年春，城乡开始的
“除四害”( 苍蝇、蚊子、老鼠和麻雀) 运动达到高
潮。1957 年，上海的报告称，已经在全市比较显著
的蚊蝇孳生地初步进行了清除垃圾、堵竹节、挖蛹
工作。［25］P51960 年 3 月 18 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
了一份党内指示“把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
来”，提出动员全民“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大除四
害”，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7］P150

爱国卫生运动是有组织、有计划、政治性、群众性
的自然和人工生态系统专项整治运动，在工业化、
城市化、现代化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开展这样大
规模、有组织的运动有其合理之处，也取得了很大
成绩。经过 40 年努力，中国政府发动群众整治自
然和人工生态系统，在地方病防治中取得巨大成
就，特别是鼠疫、血吸虫病、布氏菌病、克山病、大
骨节病、地甲病、地氟病等 7 种地方病基本得到控
制，如为“送瘟神”( 消灭血吸虫病) 全国累计消灭
钉螺面积达到 114 亿平方米。［22］P3 这些疾病的消
除除了医药贡献之外，环境整治功不可没，如防治
鼠疫中的爱国卫生运动，防治血吸虫病中的围垦
堵叉、开新填旧、土埋消灭钉螺，防治克山病中的
“三防四改”( 防烟、防寒、防潮，改良水质，改变饮
食习惯，改善环境卫生，改善居住条件) ，防治地甲
病中的食盐加碘，防治地氟病中的改水改灶，防治
大骨节病中的改良水质、改善环境卫生、改善居住
条件，防治布氏菌病中的人畜饮水、居住分离等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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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 Zedong’s View of Ecology: Connotation，Value and Practice
CHE Lin BAI Ying

( Institute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chool of Marxism，

Yunan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Kunming，Yunnan 650500，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rocess of exploring in the path of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
tion，Chinese communists as represented by omrade Mao Zedong were also exploring in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Chines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his long revolutionary career，Mao Zedong made a lot of comments on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nature，ecology，environment，agriculture，forestry，husbandry，sideline，medicine，and human
habitation． Mao Zedong’s view of ecology is a systematic view combining traditional and modern thoughts; a view
of ecology putting the people first; a view of ecology guided by scientific theory; and a view of ecology sticking to
the thinking of security and the bottom － line thinking． Mao Zedong’s view of ecology not only pays attention to
the governan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natural ecosystem，but also emphasizes the building and operating of
compound ecosystems，such as aquatic ecosystem，farmland ecosystem and urban ecosystem． His view of ecology
is characterized by both succession and innovation，having an important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
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nowadays．
Key words: Mao Zedong Thought; view of ecology;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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