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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仲生态保护思想的主要体现

（一）生物学思想

（二）土壤学思想

（三）水利学思想

（四）物候学思想



（一）生物学思想

《管子· 地员》 “凡草土之道，各有谷

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

“五沃之土……若在陬、陵之阳，其左

其右，宜彼群木…… 其阴则生之楂藜，其

阳安树之五麻……”



（二）土壤学思想

《管子· 山国轨》“有莞蒲之壤，有

竹箭檀柘之壤，有汜下渐泽之壤，有水

潦鱼鳖之壤。”



（三）水利学思想

《管子· 度地》“水有大小，又有远近。水之

出于山而流入于海者，命曰经水；水别于他水入

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沟一有水一毋水

者，命曰谷水；水之出于地，流于大水及海者，

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渊水。”



（四）物候学思想

《管子· 形势解》“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

生；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秋者，阴气始

下，故万物收；冬者，阴气毕下，故万物藏。”



二、管仲生态保护思想的实践

（一）调查生态环境与资源

（二）培养人们的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意识

（三）设官保护生态环境

（四）保护生态环境与资源的其他措施



（一）调查生态环境与资源

《管子· 八观》“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

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夫山泽广大，则

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饶，则桑麻易植也；荐草多

衍，则六畜易繁也。山泽虽广，草木毋禁；壤地

虽肥，桑麻毋数；荐草虽多，六畜有征，闭货之

门也。……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

禁发必有时，是何也？……”



（二）培养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

《管子•权修》曰：“地之生财有时” “不

失其时然后富”“不误天时则财不生”。

《管子•地员》曰：“桑麻不殖于野，五谷

不宜其地，国之贫也 ； ……桑麻殖于野，五谷

宜其地，国之富也 。”



（三）设官保护生态环境

《管子•立政》“修火宪，敬山泽林薮积草；天[夫]财

之所出，以时禁发焉，使民足于宫室之用，薪蒸之所积，虞

师之事也。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

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旱，有所秎获，司空之事也。相高

下，视肥硗，观地宜，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均修焉，使

五谷桑麻皆安其处，司[由]田之事也。行乡里，视宫室，观

树艺，简六畜，以时钧修焉；劝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怀乐

家室，重去乡里，乡师之事也。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

上完利，监壹五乡，以时钧修焉；使刻镂文采，毋敢造于乡，

工师之事也。”



（四）保护生态环境与资源的其他措施

《管子· 立政》“山泽不救于火，草木不殖

成，国之贫也……山泽救于火，草木殖成，国之

富也。”《轻重甲》说：“山林、菹泽、草莱者，

薪蒸之所出，牺牲之所起也。”





三、管仲生态保护思想的启示

（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朴素

自然观

（二）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

理念

（三）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公共产品

的基本民生观

（四）把握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

整体系统观

（五）运用最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的

严密法治观



（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的朴素自然观

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与自然的

关系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

则文明衰。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

系，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共生关系，对自

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自然界的客

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二）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
色发展理念

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是平衡

物质文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关系的正确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深刻揭示了发展与保护的本质关系，更新

了关于自然资源的传统认识，打破了简单把发展

与保护对立起来的思维束缚，指明了实现发展和

保护内在统一、相互促进和协调共生的方法论。



（三）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公
共产品的基本民生观

增加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满足群众对良好生态

环境新期待，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具体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

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

不觉，失之难存。



（四）必须把握山水林草田湖是一个生
命共同体的整体系统观。

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

统筹自然生态各要素进行整体保护、宏观管控、综

合治理，是维护生态平衡的基本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山水林草田湖是一个生命

共同体。生态环境是统一的自然系统，是各种自然

要素相互依存而实现自我循环的自然链条。人的命

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

在土，土的命脉在树和草。



（五）必须遵循用最严格的制度保护生
态环境的严密法治观。

按照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思路，构建生

态文明制度体系和法律体系，发挥制度和法治的引导、规

制等功能，规范各类开发、利用、保护活动，是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重要的体制机制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

靠法治。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不能越雷池一步，

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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