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4 月 22 日晚，应美国总统拜登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

以视频方式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并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

同体》的重要讲话。

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习近平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的讲话

（2021 年 4 月 22 日，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尊敬的拜登总统，

尊敬的各位同事：

很高兴在“世界地球日”到来之际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感谢拜登总

统的邀请。借此机会，我愿同大家就气候变化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商应

对气候变化挑战之策，共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

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平衡，人与自然深层次矛盾日益

显现。近年来，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荒漠化加剧、极端气候事件

频发，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使各国

经济社会发展雪上加霜。面对全球环境治理前所未有的困难，国际社会要

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动，勇于担当，勠力同心，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

共同体。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大自然是包括人在内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

大自然孕育抚养了人类，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

护自然。不尊重自然，违背自然规律，只会遭到自然报复。自然遭到系统

性破坏，人类生存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

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

——坚持绿色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

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是朴素的真理。我们要摒弃损



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摒弃以牺牲环境换取一时发展的短视做

法。要顺应当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方向，抓住绿色转型带来的巨大发

展机遇，以创新为驱动，大力推进经济、能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让良

好生态环境成为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

——坚持系统治理。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保护生

态环境，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要按照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统

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从而达到增强生态系统循环能力、维护生态平衡

的目标。

——坚持以人为本。生态环境关系各国人民的福祉，我们必须充分考

虑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优良环境的期待、对子孙后代的责任，

探索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消除贫困的协同增效，在绿色转型

过程中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增加各国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坚持多边主义。我们要坚持以国际法为基础、以公平正义为要旨、

以有效行动为导向，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循《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的目标和原则，努力落实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强化自身行动，深化伙伴关系，提升合作水平，在实现全球碳

中和新征程中互学互鉴、互利共赢。要携手合作，不要相互指责；要持之

以恒，不要朝令夕改；要重信守诺，不要言而无信。

中方欢迎美方重返多边气候治理进程。中美刚刚共同发布了《应对气

候危机联合声明》，中方期待同包括美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共同为推进

全球环境治理而努力。

——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全球

气候治理的基石。发展中国家面临抗击疫情、发展经济、应对气候变化等

多重挑战。我们要充分肯定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所作贡献，照顾其特

殊困难和关切。发达国家应该展现更大雄心和行动，同时切实帮助发展中

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和韧性，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能

力建设等方面支持，避免设置绿色贸易壁垒，帮助他们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各位同事！

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

国将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纳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国以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贯彻新发展理念，

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坚持

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

去年，我正式宣布中国将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

碳中和。这是中国基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和实现可持续

发展的内在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国承诺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

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需要中方付出艰苦努力。中国将碳达

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正在制定碳达峰行动计划，广泛

深入开展碳达峰行动，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率先达峰。

中国将严控煤电项目，“十四五”时期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

逐步减少。此外，中国已决定接受《〈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

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还将启动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

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中国坚定践行多

边主义，努力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方将

在今年 10 月承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同各方一道推

动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迈上新台阶，支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二十六次缔约方会议取得积极成果。中方秉持“授人以渔”理念，通过多

种形式的南南务实合作，尽己所能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

从非洲的气候遥感卫星，到东南亚的低碳示范区，再到小岛国的节能灯，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成果看得见、摸得着、有实效。中方还将生态

文明领域合作作为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内容，发起了系列绿色行动倡议，

采取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金融等一系列举措，持续造福

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各国人民。

各位同事！

“众力并，则万钧不足举也。”气候变化带给人类的挑战是现实的、严

峻的、长远的。但是，我坚信，只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同舟共济、

守望相助，人类必将能够应对好全球气候环境挑战，把一个清洁美丽的世

界留给子孙后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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