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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研究专题

Research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适用学科专业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研究专题

适用学生类别 博士 学硕 □专硕

课内总学时 40 学分 2

开课学期 春季 秋季

开课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大纲撰写人 牛庆燕

审阅人 孙建华

一、中、英文课程简介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研究专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硕士研究

生的选修课程，通过该课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理

论，加强对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学生生态文明意识，

坚定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自信和决心，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共

同致力美丽中国建设。

The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research project is

marxist theory professional master elective course, through the teaching of the course,

make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basic theory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strength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mprove the students the consciousnes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fidence and

determination,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dedicated to beautiful China.

二、教学目的与要求

1.教学目的：通过本门课程的教学，引导学生全面掌握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

设理念的构建与意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依据、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

及消解路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失败的生态原因及教训、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

建设思想的主要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路径、改革开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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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与成就、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资本

主义绿色化的本质差异以及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进步性与局限性。

2.教学要求：

（1）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基本理论学习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整体

性学习相结合；

（2）学科前沿融入与教学内容学习相结合；

（3）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际、历史与现实相结合；

（4）教师讲授和学生自主阅读、讨论学习相结合。

三、教学内容、目标与学时分配

第一章：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科学构建（共 4 学时，其中课堂讲

授 4学时）

学习要点：

一、什么是生态文明？

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

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念的科学构建；

四、党的十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定；

五、党的十九大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创新发展。

第二章：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依据（共 6 学时，其中课堂

讲授 5 学时）

学习要点：

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依据；

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依据；

三、生态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进步性与局限性；

四、资本主义生态现代化、生态革命的进展与困境；

五、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自信。

第三章：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共 6 学时，其中课堂

讲授 5 学时）

学习要点：

一、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二、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价值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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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世界关切；

四、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理论贡献。

第四章：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布局（共 2学时，其中课堂讲授 2

学时）

学习要点：

一、统筹规划生产、生活、生态空间；

二、大力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

三、海洋生态文明与海洋强国建设；

四、城镇化与生态城市建设；

五、乡村振兴与美丽乡村建设。

第五章：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基础（共 4 学时，其中课堂讲授 4

学时）

学习要点：

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

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常态；

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五大发展理念”；

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产业选择。

第六章：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保障（共 4学时，其中课堂讲授 4

学时）

学习要点：

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政治建设；

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法治体系建设；

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制度体系建设；

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体制改革

第七章：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支撑（共 4学时，其中课堂讲授 4

学时）

学习要点：

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文化建设；

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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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宣传教育；

五、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科技。

第八章：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条件（共 4学时，其中课堂讲授 4

学时）

学习要点：

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建设；

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参与；

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活、消费方式的转向；

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全面小康；

五、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扶贫。

第九章：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全球治理（共 6学时，其中课堂讲授 4

学时）

学习要点：

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生态帝国主义的实质与危害；

三、中国参与全球生态治理的基本实践；

四、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的世界贡献。

四、课程考核方式

平时成绩占 40 ％，采用课堂提问、分组讨论、作业等形式进行； 期末论

文 8000字，成绩占 60 ％。

五、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联系

建议先修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导读

六、教材及主要参考书

（一）课程教材：

习近平主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 10 月

（二）参考教材：

1.环保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新时期环境保护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 11 月



5

2.郇庆治等主编，《生态文明建设十讲》，商务印书馆，2014 年 2 月

3.张云飞等主编，《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 2

月

4.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编，《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概论》，中国环境出版社，

2016 年 11 月

5.方世南主编，《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人民出版社，2017 年 11 月

6.韩庆祥等主编，《中国道路能为世界贡献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 2

月

7.张云飞主编，《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生态文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6 月

8.陈学明主编，《谁是罪魁祸首》，人民出版社，2012 年 11 月

9.约·贝·福斯特主编，《生态革命》，人民出版社，2015 年 6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