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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推动社区生态文明建设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推进社区生态文明建设，将

补齐这一文明建设中缺失的家庭、个人环节，因而将为全面建设生态文明时代奠

定坚实的微观基础。有利于推进绿色产业创新。将有助于构建新型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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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2020 年我国政府面向国际社会宣布并承诺中国零

排放时间表。国家领导人更是多次呼吁倡导国民节约粮食、

绿色出行。考虑到我国特有的能源结构和产业发展阶段，如

果仅有供给侧建设，而没有千千万万个家庭地积极参与，要

实现相关目标将异常艰巨。同时，疫情也使得就业压力骤然

增加。如何创造绿色就业机会也需要更多的创新。

在此背景下，推动社区生态文明建设不失为一条可行之

路。

社区是人类生活聚集的场所，是由若干家庭组成的具有

一定生态联系的社会群落。尽管社区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组织，

但是，社区首先是人类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基本

单元，其社会属性源于其自然属性，并以自然属性为基础，

形成相应的社会组织及其职能，并构建起其社会生态系统。

因此社区应当是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生态系统的统一，对生



态文明时代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几十年来，经过数代人的努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

了长足的发展，创造了若干世界奇迹。近年来，生态文明建

设的触角也迅速向

社区伸展。一批国内外社会企业、公益机构面向社区在

不同层面和方向展开生态建设，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果和社

会效益。但是总的来说，社区生态文明建设还停留在零星的、

浅层面的建设阶段，更未深入家庭，生态文明理念还远未成

为社区成员的主流意识，将社区生态文明建设简单等同于绿

化、垃圾分类处理的现象普遍存在。大多数社区往往割裂社

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联系，甚至以社区职能取代自然职

能，由此导致生态文明时代建设或生态文明建设偏于供给侧，

而难以深入社区，更难以成为每一家庭及其成员的必然选择。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与社会公众普遍对社

区自然属性职能缺乏认知有关。片面将社区理解为个人或家

庭的居住场所，而忽视了社区的自然属性，甚至忽视了由此

形成的社会属性，并造成了若干生态和社会问题。

社区外接其他社会组织，内联不同家庭，是构成自然、

社会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基本组织。也正因为这种基础性、

普遍性，推进社区生态文明建设，对于全面建设生态文明时

代、创新绿色产业、构建新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

义。



首先推进社区生态文明建设，将补齐这一文明建设中缺

失的家庭、个人环节，因而将为全面建设生态文明时代奠定

坚实的微观基础。一个文明时代的建成不仅需要先驱者，更

需要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参与。社区作为一个自然生态微系统，

是社区居民与各种自然物种共同聚集生活的场所，为全员参

与生态文明建设创造了平台。

其次，有利于推进绿色产业创新。作为自然生态微系统，

社区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自然教育、艺术科学创作创新、

文化创意等等产业创造了条件。家庭作为一个迷你生态系统，

既可以成为创新主体，也可以成为其他社会组织创新、服务

的对象。由此将有可能打破社区隔离，有机对接社区内外各

种相关组织，并形成更加精准的、个性化、多层次、立体化

的绿色产业生态体系，并创造众多的绿色就业机会。

再次，将有助于构建新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由于将社

区视为一个自然生态系统，每一社区居民或家庭都有可能成

为生态建设的参与者和社区生态子中心，社区生态文明建设

将有助于提高社区居民参与度，切实改善邻里关系，大大提

升人民的幸福感和成就感。

综上，建议如下：

1、推进社区自然微系统基础设施建设。如存雨、社区

绿色土壤培育、厨余垃圾再利用、多元绿植与规划等等，将

碳减排、节能环保有机融入这一建设。



2、培养、引进多元建设主体。这里的建设主体既包括

政府、学校及相关企事业单位、志愿者，也包括社区家庭及

其成员。其建设内容可以涉及生态产业的所有方面。如绿植、

自然教育、文化创意、音乐艺术创作、科技发明与创新等等。

3、构建开放的可持续创新体系。以自然教育、劳动、

科教创新为核心，以社区自然生态微系统为产学研平台和对

象，构建社区内外部相关单位家庭的生态关系，形成良好的

内育与外溢互动关系，进而

全面创新产业，创造新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效益；

4、拓展绿色金融业务，支持不同创新主体从不同领域

出发，全面建设社区生态文明。

5、加强国际社区交流，增进理解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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