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页 共 3页 

新清华/2015年/4月/17日/第 008版 
世纪讲堂 
 

生态文明的由来与实质(二) 
 

 钱易  
 

  可想而知，《增长的极限》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尖锐的论争，它对人类前途的

忧虑促使人们密切关注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但它反对增长的观点也受到了尖锐的批评和责难。 
  在“罗马俱乐部”和《增长的极限》的影响下，一批以保护环境为己任的非政府组织兴起并

开展了有益的活动，他们喊出口号“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这个地球不是我们从上代人手里继承下

来的,而是我们从下代人手里借来的。”充满了对地球的感情，也富有对人类应负责任的哲理性的
分析。“罗马俱乐部”和《增长的极限》还催生了联合国第一次有关环境问题的大会———“人

类环境会议”。 
  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向全球
发出呼吁：“已经到了这样的历史时刻，在决定世界各地的行动时，必须更加审慎地考虑它们对

环境产生的后果”。《宣言》还指出：人类必须运用知识与自然取得协调,为当代和子孙改善环境,
这与和平和发展的目标完全一致；每个公民、机关、团体和企业都负有责任，各国中央和地方政

府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对于区域性和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应由各国合作解决”。大会号召各国政
府和人民都要关注环境，保护环境，并成立了“世界环境与资源委员会”，要求进一步研究经济

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寻求正确的出路。 
  1983年 3月，“世界环境与资源委员会”成立，1987年发表了名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研
究报告。报告的主要观点有：环境危机、能源危机和发展危机不能分割、地球的资源和能源远不

能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必须为当代人和下代人的利益改变发展模式等。其中，它还首次提出解

决发展与环境矛盾的正确道路就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可持续发展道路任重而道远 
  《我们共同的未来》对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说明是：“这条道路不是仅能在若干年内、在若干

地方支持人类进步的道路，而是一直到遥远的未来都能支持全球人类进步的道路。”应该说，是

世界环境与资源委员会最早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念，《我们共同的未来》是人类对环境与发展认

识的重大飞跃。 
  这部著作促进联合国于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环境与发展高峰会议”，把可持续
发展战略写入了大会宣言，制定了《21 世纪议程》，要求各国政府都要切实实施。联合国大会为
可持续发展所作的定义是：“既符合当代人类需求，又不致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

与传统的发展战略相比较，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特征是：从单纯以经济增长为目标转向经济、社会、

资源和环境的综合发展；从注重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转向注重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发展；从资

源推动型的发展转向知识推动型的发展；从对自然掠夺的发展转向与自然和谐的发展。这次大会

在世界范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国就是在大会以后确定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基本国策的。 
  2002 年，联合国召开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这是为总结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高峰会议
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后的实施情况而召开的。出人意料的是，大会的政治宣言承认：“1992 年
里约热内卢会议所确定的目标没有实现。”也就是说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还没有达到可持续发展

的境界，还没有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政治宣言说明了得出这个结论的理由是地球仍然伤痕累累，世界仍然冲突不断。前者指的是

环境问题仍然十分严重，甚至更加严重，反映在海平面上升、森林遭严重破坏、超过 20 亿人口
面临缺水、每年有 300 多万人死于空气污染的影响、220 多万人因水污染而丧生、气候变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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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渐明显等。后者则是世界面临的各类政治、社会问题，包括：地区冲突、恐怖主义、霸权主义、

跨国犯罪、毒品走私、贫困人口有增无减、世界和平和安全受到威胁等。这次会议对全世界敲响

了警钟，可持续发展任重道远，还需要我们付出艰苦不懈的努力。 
  中国迫切需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因为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人口众多，因此中国的人均

资源拥有量要比世界人均资源拥有量少得多，中国资源的空间分布又很不均匀。近 30 多年来，
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世界工业发达国家，而经济发展模式仍然粗放，造成了严重的资源

短缺、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 
  我国自 1993年以来，就把可持续发展战略定为国家基本战略。“十二五”规划纲要更明确提
出，要走绿色发展的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要发展循环经济。党的十七大把

科学发展观写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章，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十八大更进一步要求大力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这都与联合国几次会议的精神相一致，而且符合我国的国情。这也说明，我国还没有完

成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还需要坚定信念，加倍努力，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才能实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建设美丽中国的伟大梦想。 
  生态文明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基础 
  人类曾经历过原始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不同历史时代的特点鲜明地反映在人类与自

然的关系上。 
  在原始时代，自然力异常强大，人类的生存和生活完全依赖自然，因此人类崇拜自然、畏惧

自然，形成图腾文化。在农业时代，人类已经发明了一些农耕工具，有了一定的力量改变自然，

但由于农业收成依赖土地和气候条件，人类依然十分注意与自然的协调。到了工业时代，科学技

术得到迅猛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因此出现“人类中心主义”，人与自然的矛盾

日益尖锐，人对自然的破坏日益严重。当很多生态环境问题影响到人类的健康和生存时，人类才

恍然大悟，开始注意到必须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于是生态文明应运而生。 
  人类的历史表明，过去人对自然有两种片面观点：一种是过分强调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被

称为生态唯意志主义；还有一种是认为人只能被动地适应自然，主张返回自然，被称为生态唯自

然主义。 
  工业革命以来，生态唯意志主义也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占了上风，至今仍有很大的影响。以下

一些名人和话语可以代表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要观点：著名哲学家、科学家笛卡尔曾说：“我思故

我在”，事实上，任何人没有自然的呵护和抚养，是不可能在世上存在的。近代科学革命创导人

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曾经影响了几代人努力学习、不断创造，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但培根忽略了分析不同知识和技术对自然不同的作用，化学农药的发明和使用就是一个实例，它

说明新知识、新技术可能会产生对自然和人类的破坏作用。我国大跃进时代的“人有多大胆，地

有多大产”等也是这样的观点。 
  与人类中心主义相反，生态文明提倡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其中心思想就是人必需尊重自然，

包括自然界的一切生物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与稳定；人类也应该遵循自然生态系统的规律进行

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一切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行为最终都将危害人类自己和人类生存的地球，

必须坚决摒弃。 
  早在 19世纪中叶，就已经出现了“生态学”、“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等名称和学科，
这些学科表明了人类对地球上其他生物与生态环境的关怀，但主要研究的是生物以及它们与自然

环境的关系。直到上世纪 60 年代以后，人们才从对工业革命造成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
破坏的反思中激发了对生态文明的思考和追求，开始将生态学的理念和规律引入对工业生产和经

济活动的研究中来。 
  1972年，日本通产省工业咨询委员会下属的工业生态学小组发表了题为“工业生态学：生态
学引入工业政策的引论”的报告，此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知识界和工业界人士大力推动工业生

态学的研究和实践，人们开始在工业领域应用自然生态系统维护稳定的规律和法则，在建设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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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生态工业园区方面取得了喜人的成就，达到了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结果。我国

环保界也紧跟世界新潮流，从上世纪 70 年代推行清洁生产开始，在发展循环经济和提倡工业生
态学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 
  对生态文明理念和实质的讨论和研究，我国社会科学界的专家们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就开始
了，他们提出了众多对于生态文明实质的表述,如：卢风提出：“生态文明是由纯真的生态道德观、
崇高的生态理想、科学的生态文化和良好的生态行为构成的”，刘湘溶认为：“生态文明是文明的

一种形态，是一种高级形态的文明，生态文明不仅追求经济、社会的进步，而且追求生态进步，

它是一种人类与自然协同进化，经济、社会与生物圈协同进化的文明”。（引自卢风等著《生态文

明新论》）2007年 10月，党的十七大召开，胡锦涛总书记在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
基本形成节约资源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

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源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这清

楚地告诉我们，生态文明正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基础。 
  （本文根据钱易院士 2015 年 3 月 1 日在“生态文明十五讲”课程中所讲授内容录音编辑整
理，部分内容节选自该课程配套教材《生态文明十五讲》（科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