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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生态文明需要新的治理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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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文明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是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形态。它具体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自

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做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它表征着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进步状

态。生态文明包括人类为实现这种和谐所创造和建构的技术、组织、法律、制度、意识以及实际行动。生态文明是

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即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形态。 

     实现生态文明，需要一种新的治理形式。这种治理形式强调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以公共利益为最

高诉求；强调多元参与、协商对话和共识。这种治理形式就是生态治理。 

     1．生态治理是一种节约资源的治理。我国是一个资源紧缺的国家。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资

源占有量的1/4，人均耕地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森林面积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5。因此，生态治理要求必

须重视节约资源、有效利用资源，使有限的资源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建设节约型社会是实现生态治理的重要举措，

关系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政府必须充分考虑资源的承受能力和涵养、接续能力，在合理增加资源的有效供给的同

时，努力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缓解资源硬约束。每个公民都应当增强资源意识和节约意识。 

     2．生态治理是一种多元参与的治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体越来越多样化，利益格局也表现出多元性。

因此，生态治理是一种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这些主体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社会中介政治、民间组织、公

民个体，以及企业等。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

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同时，我们需要创造出适合公民参与的制

度。这种制度，既能让我们作为个体加以接受，又能让我们产生社群意识并重新体验民主。参与需要重新唤起公民

意识，需要强调社群的共同利益，也需要遵循民主过程解决冲突。 

     3．生态治理是一种良性互动的治理。生态治理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多元主体在追求公共利益过程中，形成良

性互动的和谐关系。治理明确肯定了在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着权力依赖。进一步说，致力于

集体行动的组织必须依靠其他组织；为达到目的，各个组织必须交换资源、谈判共同的目标；交换的结果不仅取决

于各参与者的资源，而且也取决于游戏规则以及进行交换的环境。生态治理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动态过程，它

要求人类的经济活动必须维持在生态可承载的能力之内；生态治理是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

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生态治理的良性互动机制，建立在市场原

则、公共利益和认同的基础之上，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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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生态治理是一种建立在基层民主之上的治理。基层民主要把公共政策领域通常自上而下的方法反过来，让

民众和社群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态命运和社会命运，也让民众有权探寻一种对环境和社会负责任的生活方式。生态社

会立足的基础是，其公民有能力通过积极参与自治，创立一个有爱心、可持续的共同体。公民参与自治的过程被称

为直接或参与型民主。 基层政治的基础就是培养一种有关政治权力、个人价值和胜任能力的感觉，这种感觉将需在

行使公民权的过程中得到具体的体现。 

     5．生态治理是一种通过善政走向善治的治理。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和管理活动。善治

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

佳状态。善治的基本要素包括：合法、法治、透明、责任、回应、有效、参与、稳定、廉洁、公正等。尽管经济全

球化确实已经对传统的政治模式和公共管理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是，在人类政治发展的今天和我们可以预见的将

来，政府仍然是社会前进的火车头，政府对人类实现善治仍然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善政是通向善治的关键；欲达到

善治，首先必须实现善政。 

      生态治理是全球化话语下善政与善治的新体现，是个体、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多向互动。它追求一种更高

意义上、更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公正与和谐。其前提和基础是作为社会资本的公民社会。参与公共事务是每个公民不

可或缺的意识与责任。生态治理是一种多元治理，强调公民参与、对话、协商、共识与公共利益。生态治理是以民

主为基础的，民主是生态治理的前提。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与民主结合起来，生态文明呼唤一种新的知识语境与话

语体系。它在社会公正的基础寻求社会效率，使公正与效率达到一种动态的和谐。 

       （作者：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 博士）（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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