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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四大目标之一，是对传统发展观的一种理性批判，它以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审视人与自 

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一 目标的确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符合中 

国实际和时代 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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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New Harmonious Development Notion 

ZHANG Cai-guo 

(Graduate school，the ChineseAcademy ofSocial Sciences，Belting100102，China) 

Abstract：Ecolo~cM civilization is one of the four goals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ll all-round way．It is opposite to the tradl- 

tional development notion because of its dealing with ecological problems in a new way．This notion reflects the Party’s changing attitude 

towar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nature，and it is the right road for the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of human be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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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一 个重要 目标是 ，“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生态环 

境得到改善 ，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 ，促进人 与 自然 

的和谐 ，推 动整个 社 会走 上生 产发 展 、生 活富 裕 、生 态 

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十六届 四中全会进一步强 

调 ，“坚持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 的科学发展观， 

更 好地推 动经济社会 发展 。”这一生 态 目标 的确立 ，是 

对 传统 发展 观 的一种理 性批判 ，它 以一种全新 的视 角 

来 审视 人与 自然 以及人 与人 的关 系 ，体 现 了中 国共 产 

党 对生态 环境 问 题 的高 度 重视 。生态 文 明是 人 类 文 

明发展的必 由之路 ，符合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潮流。 

一

、人类文 明的历史变 迁 

20世纪 60年代 以来 ，当代 资本主义 的发展使人 

与 自然的矛盾 日益尖锐 ，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开始严重危及人类 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引起了人们的 

深刻反思。人们开始强烈地意识到人类生存 的 自然 

环境正在急剧恶化 ，甚至有可 能使人类文 明毁 于一 

旦 ，严峻的现实使人们不得不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 

题。关于人与 自然关系问题的探讨 ，无论是在西方 自 

然观的理论研究 中，还是在我 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中， 

都是一 个 十分 重要 的课 题 。只 有彻 底 纠正 传 统 人 与 

自然 关系 的错误 观 念 ，在 自然观 和社会发 展观 上实现 

根本性变革，人类才能在谋求 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斗争 

中获得 自由。 

1962年 ，美 国海 洋 生 物 学 家 蕾 切 尔 ·卡 逊 (Ra— 

chel Carson)《寂静 的春天》一书出版 ，开始了人们对 

人类与 自然共同生存问题的思考。书中指出：人类在 

创 造 巨大物 质 财 富 的 同时 ，也 在 毁 灭 自己 的文 明 ，环 

境问题如不解决 ，人类将生活在幸福 的坟墓之 中。10 

年后，罗马俱乐部发表了著名的环境报告 《增长 的极 

限》，警 示人们 要 注 意地 球 的人 口承 载 能力 。报 告 预 

言 ：在未来一 个 世纪 中 ，人 口和经 济 需 求 的 增长 将 导 

致地球资源耗竭 、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除非人类 自 

觉 限制 人 口增 长和工 业发 展 ，否则 这一 悲剧 将无法 避 

免 。1972年 6月 5日，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 

有 100多个国家代表参加的第一次人类环保会议 ，会 

议通过了关于人类环境问题最为完整 的报告《人类环 

境宣言》，它标志着全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 ，揭开了全 

球环境保护的崭新篇章。1987年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 

员会(WCED)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第一次阐述 

了“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 ，又 

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 的发展。报告把环境 

和发展这两个 紧密相 关 的 问题 作 为 一 个整 体 加 以研 

究 ，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只能 以生态环境和 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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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持久稳定 的支持能力为基础 ，环境问题只有在社会 

和经济可持续发 展中才能得到解决。2o世纪 8o年 

代 ，人们相继发现了全球变暖、臭氧层空洞、酸雨三大 

全球性环境问题 ，并意识到这些问题与人类的生存休 

戚相关 ，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重挑战。为 了 

解决这些 日益 恶化 的环境 问题 ，1992年 6月在 巴西 里 

约热内卢召开 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180多个国 

家和地 区的政府首 脑 出席 了这 次会 议 ，这 是人 类环境 

与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一次盛会。通过这次会议，世 

界各 国对可持续发展达成了共识。为 了进一步推动 

里约会议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2002年 8 

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南非约翰内斯 

堡举行。这次会议 的历史功绩在于在减少贫困和扭 

转环境恶化方面制定 了具体的 目标和时间表，并将关 

注的焦点集 中在水、生物多样性 、能源等几大具体领 

域。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承诺 ，团结一切力量拯救 

地球，促进人类发展 ，赢得全人类的繁荣与和平，并相 

信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在过去很 长一 段时期 ，我 国在 发展 问题上有 一种 

误区，即把发展看成 是单纯 的经济增 长，片面追求 

GDP的增长率 ，忽视经济、社会 、环境 的全面协调发 

展。这种发展并不是我们追求 的科学的发展观 ，最终 

会制约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目标 的实现。改革开 

放以来 ，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同时环境遭到了严 

重污染 ，生态遭到了极大破坏，我们为发展所付出的 

代价也是十分沉重的。而生态文明的核心与本质 ，是 

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确保人类与 自然的和谐与共 

存共荣，而不是单纯以经济的增长为发展的目标。可 

见 ，生 态文 明 的提 出 是人 类 发 展 观 的一 次 历 史性 飞 

跃 ，它体现人类在更高层面上寻求和创建一种新的文 

明。人类 文 明历 经 原始 文 明 、农 业 文 明和 工业 文 明。 

科学发展观所追求 的新型文明，不是传统的农业文明 

和工业 文 明 ，而 是生 态 文 明。在 农业 文 明 时代 ，人 类 

和 自然处 于初 级平 衡状态 ，物质生产 活动基本 上是利 

用 和强化 自然过程 ，缺 乏对 自然实行根 本性 的变革和 

改造。从总体上看，农业文明尚属于人类对 自然认识 

和变革的幼稚阶段 ，所 以，尽管农业文明在相当程度 

上保持了 自然界的生态平衡 ，但这只是一种在落后 的 

经济水平上的生态平衡，是和人类能动性发挥不足与 

对 自然开发能力薄弱相联系的生态平衡。工业文明 ， 

则以改造 自然、征服 自然 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 ， 

极大地推动 了人 类 文 明 的发 展 。工 业 文 明在 给人 类 

带来优越 的生活条件的同时，却给 自然造成了空前严 

重的伤害，因而使人类 自己也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在 

工业文明下 ，人 们 把 自然 当作 可 以任意 摆 布 的机 器 、 

可以无穷索取 的原料库和无限容纳工业废弃物的垃 

圾 箱。人类 对 自然 的十字 军东征 式 的掠夺 ，造成 了全 

球性的环境危机、资源危机 ，激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 

自然界则向人类施行 了严厉的报复——全球性的生 

态失衡和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 

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存在两大弊端 ：一是片 

面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而忽视社会其他方 面的均衡 

发展 ，结果 导致社会 发 展失衡 ，影 响 了发展 后劲 ；二 是 

过分强调人的利益、人的需要 ，忽视 自然的存在 ，扭曲 

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以人为中心”推向极端，形成 

了“人是 自然的主宰”的片面认识 ，结果加速了生态系 

统的破坏，引起了环境污染、资源匮乏 、生态失衡等诸 

多非持续发展问题 。这就使人类无 限发展 的需求与 

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构成一对尖锐的矛盾。工业文明 

的反生态性 、不可持续性，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危机 ， 

这迫使人类不得不对工业文明进行重新审视、反思、 

检讨甚至否定 ，代之以一种新的文明——生态文明。 

二 、确立生态文 明的新 理念 

针对 工业 文 明所带 来 的人 口、环境 与 发展 悖 论 ， 

应该确立 一种新 的文 明即生态 文 明 ，也 就是人 与 自然 

相互协调共 同发 展 的文 明。从 工 业 文 明 向生 态 文 明 

是一种文明范式的根本性转变。生态文明继承和发 

扬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长处 ，以人类与 自然相互作 

用 为中心 ，强调 自然 界 是 人类 生 存 与 发展 的基 础 ，人 

类社会是在这个基础上与 自然界发生相互作用、共同 

发展 的。我 国是一个发 展 中 国家 ，正处 于现 代化 过程 

之中，我们必须总结人类在处理与 自然关系过程 中的 

经验得失 ，避免传统工业文 明发展中出现 的弊病 ，积 

极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 。 

(一)转变传统观念，树 立科 学的 自然观、科 学技 

术观和社会发展 观 

首先 ，人 与 自然 的关 系 问题 ，按 照 马克 思 主义 的 

观点 ，是一种真正的平等、和谐的统一，即提倡把人类 

的利益和 自然 的利 益统 一 起来 的 自然 观 。人 类 中心 

主义倡导一切以人为中心 ，一切以人为尺度，一切从 

人 的利益 出发 。在工 业文 明 中 ，长期 居主 导地 位 的传 

统价值观认为，自然财 富是无 限的，人的物质需求也 

是无止境 的，人类只要 不 断地征 服 自然 、扩 大 消费 ，就 

能促进经济发展，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在 

这种旧的价值观支配下 ，人们片面追求经济数量上的 

增长，提倡无节制的消费和肆意开发 自然资源。正是 

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导致 了生态危机和人 与 自然关系 

的异化。发达工业社会的一个显著表征，就是人与 自 

然的关系处于异化状态。自然不是被当作与人亲和、 

协调的对象 ，而是被当作征服、统治的对象。人借助 

现代技术手段，并 以功利主义、不计后果 的态度掠夺 

自然 ，加剧了人与 自然的冲突。一方面是人控制 自然 

能力 的增强 ，人化 自然 的扩 大 ；另 一 方 面则 是 自然 界 

对人的报复，人 的生存环境 的恶化和缩小。这样 ，不 

仅人与 自然的关系异化了，而且人本身也异化了。 

其次 ，近年来有人把 生态 环境 的恶 化单 纯归咎 于 

科技的发展 ，这是不对的。我们所讲 的生态文明，并不 

是指原始社会中人与 自然所处的状态，而是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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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发达，科学技术非常先进条件下 的生态文明，如 

果因噎废食 ，一讲恢复生态平衡，保持生态环境 ，就不 

敢追求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的 目标 ，是极端错误的。 

我们 应该 遵循邓 小平 同志关 于发展 是硬 道理 的指 示 ， 

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生态文 明。生产力不 

仅 为实 现生态 文 明创 造物质 基础 ，而且也是 实现 生态 

文明的必要手段。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更是 

实现生态文明的关键。当前 ，人类正在把科技运用于 

生产、生活以及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科技对生态经 

济建 设 的作 用 是 巨 大 的。例 如科 学 家利 用 生 物技 术 

可让 微生物 和植 物 生长 出有利 于 环境 的化 学 物质 以 

及制 造药物和燃 料 的生 物原料 。 因此 ，要实现 生 态文 

明，一刻也离不开科学技术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 

科技的负面效应 ，要尽量减少科技的负面效应 ，让它 

沿着有利于人类 自身 、人类社会及生态环境优化的方 

向发展。 科学技术 和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 的动力 

和进步尺度，是人类驾驭 自然能力的标志。虽然科学 

技 术与保 护生 态环境 有矛 盾 的一 方面 ，前 者会 给后者 

带来某些负面效应 ，但科技也为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了 

现代 化 的手段 。但 是 ，人 类不 应该 由于 掌握 了科学 技 

术 而忘乎所 以 ，x,-j-~ 自然 随心所 欲 ，无度 索取 ，永不 满 

足 ；不应该奉行科学万能、科学至上主义 ，肆无忌惮地 

破坏人 类生存 的条件 。不管 社会 如何 发展 ，人 对 自然 

界 的依存 关 系永 远 不 会 改变 。人 当然不 能 甘 于做 自 

然 界 的奴f1-，但也 不是 自然 界 的暴君 。人 虽然 为万 物 

之灵 ，在一定 程度 上 有 能 力控 制 自然 ，但 是人 并 非 天 

然地具有剥夺其他生命 的权力。他们 只能认识 自然 

规律 而不 能粗暴 地改 变 自然 界运 动法则 ，只能利 用 自 

然而不能无限度地损害 自然。科学越发达，经济越发 

展 ，人类就越 要牢记 这一真理 。 

最后 ，在社会发展观方面 ，我们必须确立可持续 

发展观念，把对 自然 的合理 开发和积极保护 统一起 

来 。我们不 能 离 开 对 自然 的开 发、利 用 ，单 纯 强 调对 

自然 的保护 ，使保护变成被动的适应 ，那样就无法满 

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就会使社会进步缓慢乃至 

倒退 。特别是x,-j-发展 中国家而言，许多环境问题正是 

由于科 技和经 济不 发达所 造成 的 ，只有 积极致 力于科 

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才有可能更好地解决环境 问 

题 。 同时 ，我们也不 能 离开x,-j-自然 的保 护来单 纯 强调 

x,-j-自然 的开发 ，使 开发变成对 自然 的粗暴掠夺和破 

坏 ，必 须 吸取 某些 发达 国家在 工业化 过程 中忽视 环境 

· 保护的历史 教训 ，使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相互协调 ， 

把促进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保证未来的持续发展 

统 一起来 ，实行 可 持 续 发展 的方 针 ，实 现 既满 足 当代 

人的需要，又不x,-j-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 

的发展 ，以便全 面 长远地 为人类 创造 良好 的生 存 条件 

和提高生活质量。实践 已充分表 明，过去那种“先污 

染后治理”的道路 ，是典型的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不 

负责任的愚蠢 行为 ，教训极其惨 痛，代价极其 昂贵。 

在今天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我们不能再走过去 

的老路，要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 的统 

一

，在综合发展的基础上 ，搞好生态经济建设 ，努力实 

现生态文 明。 

(二)采取合理有效措施控制人 口、节约资源和保 

护 环 境  

首先，控制人 口数量，提高人 口质量，优化人 口结 

构。纵观人类历史，人 口的数量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过 

程 。世界人 口在 20世纪初为 16亿 ，而到 20世纪末 已 

超过 60亿。人 口的急剧增加无疑给社会和 自然资源 

带 来 了巨大压 力 ，如 粮食 问题 、就业 问题 、住 房 问 题 、 

社会服务 问题等 等 。因此 ，控 制人 口增 长成 为 社会 经 

济发展和保护生态 环境的首要 问题。控制人 口战略 

可从 以下几个方 面采取措 施 ：比如制定 与本 国或本 地 

区 自然承载力相适应 的人 口发展规划和政策 ，提高社 

会计 划生育 意识和 开发 日益完善 的控 制生育 技术 ；不 

仅 控制人 口的数量 ，而 且 注重 人 口的质 量 ，采 取 措 施 

提高人 口的素质，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使人 口政策和 

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相协调，提高妇女教育水平和扩大 

就业机会 ，改善医疗卫生条件 以及加快城镇化建设 ， 

推动社 会全 面进步 ；在 控制人 口的 同时还 应要 求发达 

国家适时调整 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提倡合理 

消费 ，反对享 乐 主 义 ，在 生态 系统 负 荷 能力 允 许 的范 

围 内改善生活质 量 。 

其次，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各种 自然资源。十六 

届四中全会强调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安全生产， 

大力发展循 环 经 济 ，建设 节 约 型 社会 ”。人 类 的物质 

生产过程是 人通 过 劳 动作 用 于 自然 环境 的过 程 。我 

们无法指责生产 的过量，因为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通 

过物质生产的产 品来满足。但是 ，长期 以来形成 的粗 

放式的生产方式 ，以掠夺性开发来换取经济 总量增 

长，导致 了原本稀缺的资源的进一步匮乏。这种高消 

耗 、低产出的生产模式，不但使经济增长缺乏后劲 ，而 

且也使我们这样一个人均资源水平较低 的大 国面临 

更 大的压 力 ，并 带 来 严 重 的环 境 污 染 。我 国人 口众 

多 ，资源相对 贫乏 ，生 态 环境 脆 弱 。继续 沿 用高 消耗 、 

高能耗、高污染 的粗放 型模式 ，必然对现有 的资源和 

生态 环境造 成更 大 的浪 费和破 坏 ，严 重阻碍 我 国现代 

化建设 速度 。走 循 环经 济 之路 已成 为 我 国可 持续 发 

展 战略的必然 选择 。党 的十六 大报 告提 出，要 把人 与 

自然和谐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重要 目标 ，使 

全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 、生态 良好的文明发 

展道路 ”。 

最后 ，要 注 意 保护 生 态环 境 。保 护 环 境 ，大 力 发 

展循环经济 ，建设节约型社会 ，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 

根本要求。传统经济的资源观是最大限度地开发利 

用 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循环经济的 

资源观是要充分考虑 自然生态 系统的承载能力 ，尽可 

能地节约 自然资源 ，不 断提高 自然资源 的利用率，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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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使用资源。在环境方 面体现了 自然资源与环境的 

价值 ，促进整个社会减缓对资源与环境财产的损耗 ， 

确立了新型的资源供应 渠道。 目前许多西方 国家都 

把资源开发的重点转向了废弃物资源的再生利用，形 

成了新的原材料供应渠道 ，从而突破了传统工业经济 

的资源仅指 自然资源的旧理念。在循环经济的“减量 

化”原则中，即在生产的投入端尽可能少地输入 自然 

资源，也就是要求用较少的原料和能源投入来达到既 

定 的生产 目的和 消费 目的 ，进而从 经济活 动的源头 旧 

注意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因此 ，环境保护的关键是 

改造现有生产技术，走“洁净生产”和“绿色技术 ”的道 

路 ，谋求基本无废弃物的绿色生产方式。进入新世纪 

以来 ，以清 洁生产 、循环 经济 、生 态经 济为特 征 的绿色 

生产力迅速发展，不仅成为先进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而且成 为发展生产力与保护 环境 的最佳 “结合 

点”。 】 

(三)培 育人 们的 生态文明意识 

生态文明是在工业文 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 

上产生的，同时又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伴随着工业 

文明的向前发展 ，生态文明将会成为未来社会的主要 

文明形态。那么 ，怎样来培育人们 的生态文 明意识 

呢?笔者认为 ，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其一 ，加强生态文明观念的教育。长期 以来，由 

于科学知识的缺乏和x,-t生态环境 的无知 ，由于“人定 

胜天”等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观念和西方“物质主义”等 

价值观的影响，民众 中尊重 自然、爱护生态、保护环境 

的观念十分淡薄 ，x,-t自然界往往只讲索取不讲投入 ， 

只讲利用不讲建设，只顾掠夺不思保护 ，从而有意无 

意地破坏生态环境 ，吃祖宗饭 ，断子孙路。生态文 明 

观念 的核心 是 x,-t人 与 自然关 系 的 重塑 ，即认 识 到 ：人 

既是 自然 的主人 ，又是 自然 的存在 物 ；人 既利用 自然 ， 

又必须尊重 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当前最重要的是 

转变环境教育观念。要从人 与 自然和谐统一的高度 

树立正确的自然观、环境价值观和资源容量观。深入 

开展环境保护教育 ，利用各种媒体和舆论 工具 ，大力 

宣传环境保护知识和环境法规 ，提高公 民环保意识 ， 

大幅度提高社会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的力度。同时 

环境教育要求人们依据环境法则 ，逐步树立起“一个 

地球”的意in．，树立起人与 自然平等、国际间和代际间 

公平的思想。因此 ，提高生态意识，进行环境教育应 

当成为全体公民的共同任务。 

其二，合理地利用科学技术力量。科学技术是一 

把“双刃剑”，既可造福于人类 ，也可给人类带来灾难。 

在充分认识科技发展的作用 中，至为重要的是帮助人 

们深刻认识现代科学技术客观上产 生的双重效应。 

一 方面要继续强化再生产科学技术的能力，使科学技 

术获得新的突破。与此 同时，要按照生态文明发展的 

要求 ，合理规划科技发展 的布局与类别 ，确立科技发 

展 的正确走 向。通过 强化 真正 造福 人类 、维护 生 态平 

衡的科技再生产 ，弱化或抑制可能危害人类 、破坏生 

态平衡的科技再生产 ，使科技始终为人类服务。尽管 

技术有种种缺陷 ，但它的正面价值是不容忽视的。我 

们有理由相信 ，随着新资源的开发 ，节能环保技术的 

发展的发展 ，人类将能够主宰 自己的命运 ，善用技术 

发 明。 

其三，提倡生态道德 ，加 强生态审美教育。面x,-t 

生态环境的渐趋恶化，需要把生态道德教育提上议事 

日程。通过这种教育 ，增强人们x,-t于生态环境的道德 

意识，使之认识到 ，生态道德是人类道德的重要方面， 

保护 自然 环境 、维护 生态平 衡是 人类 为 了 自身 的生存 

所应 履行 的道德 义务 与责 任 。生态 道 德 既包 括 人 对 

自然 的道德 ，也包括人对人 的道 德。从 “人 是 自然 ”的 

观念出发，人x,-t人 的道德亦是人x,-t自然 的道德 的表 

现。合理调节与控制人类 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 ，不断 

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全人类真正和平相处，这 

是维护生态平衡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 ，生态文 明是 

人类 的审美追求，以美的意识建设优美宜人的生态环 

境 ，既是人类发展的必要基础 ，也是人类追求的理想 

目标。生态审美教育包括热爱生态美、享受生态美、 

创造生态美等方面的教育。通过生态审美教育 ，唤起 

人们热爱 自然、热爱生活的丰富情感 ，引导人们在珍 

惜 、爱护 自然 环境 和 人类 共 同利 益 的基 础 上 ，实现 x,-t 

生态美的不尽追求与创造。 

其四，加强生态法制教育。保护 自然环境 ，建设 

生态文 明 ，不 仅需 要 人类 的道 德 自觉 ，同时 更需 要 社 

会法制的保障。 目前 ，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人类开始 

制订了世界性的环境保护公 约。如联合国于 1993年 

成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审议《21世纪议程》在全球 

的执行情况 ，目前有 8o多个 国家 向联合 国可持续发 

展委员会提交了执行(21世纪议程》的国家报告。与 

此同时。不同国家也根据各 自的 自然环境和社会发展 

状况 ，制订了各种独具特色的环境保护纲要或法则。 

目前环境法 学 已成 为人 们 研究 的 一个 新 视域 。生 态 

法制教育的根本宗 旨是 ，让人们了解各种保 护 自然 、 

保护环境的法规与条例 ，从而能更加 自觉地遵循 自然 

生态法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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