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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我们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可持续发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提出

的一个新的发展观。1989年５月举行第１５届联合国环境署理事会期间，通过了《关于可持续发展

的声明》。１９９２年６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召开，会议提出并通过了全球的可

持续发展战略《２１世纪议程》，并且要求各国根据本国的情况，制定各自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计

划和对策。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准则是国家在保持其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的基础上，推动包括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在内的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可持续发展要

使社会各方面的发展目标与生态、环境的目标相协调。当前，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已经成为考察一个

国家的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与该国所拥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能力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随着社会知识化、科技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人类世界将进入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激烈

竞争的时代。谁在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上占据优势，谁便能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奠定更为牢靠的基

础与保障，创造更大的时空与机遇。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1994年７月４日，我国政府批准了第一个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２１世纪人口、环境与

发展白皮书》，可持续发展战略开始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目标是要

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

建设、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保证经济和社会发展有持续的后劲和良好的条

件。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充分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在几千年文明发展史积累下来的宝贵历史经验和智慧，在经济建设、社会建设

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结合起来，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

合起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当前，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构想，充

分体现了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高度重视和深入思考。本文着重从儒家思想角度，为经济、社会与生

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传统思想资源，使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能够建立在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

土壤之上，最终根深叶茂，结出健康和长久的果实。 

  

一、儒家的义利观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经济可持续发展在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我们正确地在经济圈、社会圈、

生物圈的不同层次中力求达到经济、社会、生态三个子系统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使生产、消

费、流通都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比较落

后，在这种条件下实现可持续发展，主要是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

者素质，不断改善发展质量，提倡适度消费和清洁生产，控制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保持资源

基础，建立“低消耗、高收益、低污染、高效益”的良性循环发展模式，即经济发展不但要有量的

扩张、也要有质的改善。这种发展模式一方面追求经济规模和效益的增长和社会效益的提高，包括

人均GDP增长率、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投资的增长率，另一方面突出强调环境治理保护力度和投资的

比重，包括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水土流失治理程度、三废治理和综合利用产品产值占总产出比

率、保护区面积率。我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以经济可持续发展为中心，既要追求经济增长，更

要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后劲，不能鼠目寸光、急功近利，更反对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儒家圣贤

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必须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到高瞻远瞩、深

谋远虑，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把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儒家的 “以义制利”、 “义利兼顾”、“诚信为本”等思

想可以发挥重要的指导价值，来纠正社会上流行的急功近利、唯利是图、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等拜

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利己主义思想。义利关系问题（义利之辩）是中国古代儒家道德思想中的

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处理好两者关系对国家、政治、经济、伦理及社会风尚都具有十分重创要的作

用。孔子最早提出义利之辩，他主张重义轻利，义以生利，以义制利，义然后取，见利思义。他

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

“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不过，孔子并不否认功利是其发

展的重要基础。《论语·子路》里，孔子说过先“庶”（人口兴旺）、再“富”（生活富裕）、后

“教”（教育）的发展观。可见他肯定了实际功利对于社会发展是不可缺少的。孔子在谈论食、

兵、信三者孰为重时，以“信”为第一，认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足食”和

“足兵”体现了功利追求，而“民信”则属于道德追求的范围，可见孔子将道德追求置于优先于功

利追求的地位。孟子答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强

调要贵义贱利，舍生取义。荀子主张先义后利，“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

·荣辱》）西汉董仲舒继承了孔孟的义利观，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汉书·董仲舒传》）的论点，强调道义和功利不能并存。他的这个观点对后来影响很大。宋代

又就义利关系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辩。程颢、程颐、朱熹等坚持董仲舒的观点，认为道义和功利是互

相排斥的。程颢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唯义利而已。”（《二程语

录》）陈亮、叶适则认为道义和功利并不矛盾，功利体现在道义之中，离开功利无所谓道义。叶适

说：“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习

学记言》）后来清代学者颜元也认为义利不能偏废，应该并重，反对董仲舒的观点，主张 “正其谊

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 
随着全球化浪潮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关系问题明显的凹现出

来。在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市场经济活动的法律保障机制还不够

健全，一些违法乱纪、不讲公共道德、不负社会责任、胆大妄为的人乘机钻空子，贪赃枉法，大发

不义之财。他们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损公肥私，制假贩假，挥霍无度，过分渲染高消费、超前消

费，炫耀富裕，追求眼前利益和笑贫不笑娼的片面舆论导向更使一些人见钱眼红，对不仁之富垂涎

欲滴，导致社会腐败、道德滑坡、人心冷漠；他们为发财致富不择手段，狂采滥伐、竭泽而渔、滥

捕偷猎、任意排污、盗损文物等，使生态环境受到更严重的威胁。由此加深了社会的贫富不均，使

环境问题变本加厉，从而使破坏性的经济生产活动到处泛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从儒家

的义利观当中吸取营养，帮助当代中国人惊醒。儒家的义利之辩可以为我们实施经济可持续发展战

略提供一个重要的思维视角。正确看待和处理义利关系问题不仅仅是关系到人们安身立命的道德原

则问题，同时也一个重要的的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是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导向问题。面

对拜金主义盛行和物欲横流的现实状况，我们应该大胆借鉴儒家重义轻利、先义后利、义利并重等

思想来进行社会调节和规范，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标准作为道义原则去捍卫和坚持，制约和引导

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功利原则。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不要放松对道义原则的追求。孔子说：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如果我们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罔顾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无

视生态环境的保护，我们就成了唯利是图的小人，最终在经济利益的疯狂追求中迷失自己，发展就



成了一种对人类贪欲的追逐，失去了目的和意义，并祸及子孙后代。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尽快建立

健全市场机制的运行规范，使经济活动有法可依，同时辅之以一系列促进社会发展、环境生态保护

和治理的法规，把人们的经济行为量之以法，使不法之徒不能妄为；另一方面还要大力加强社会教

育和启蒙，强化健康、正确的舆论导向，提倡高尚的社会道德风尚，批评抵制那种片面宣扬金钱至

上、发财享乐的错误舆论，把维护社会道义和生态环境提高到与经济增长同等重要的地为，以维护

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构想的顺利实施。 
前不久，上海恒源祥集团公司董事长刘瑞旗掀起了一场关于企业文化发展的“狼羊之辩”，讨论

道义与功利的冲突问题。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做狼，还是做羊？这时每一个中国企业都面临的重

大思想问题。2004年，随着一本叫做《狼图腾》的小说持续畅销，人们对狼的生存哲学和发展精神

有了全新的认识。该书将“狼性文化”归结为敏锐的嗅觉、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群体奋斗三大特

征。 小说唤起了不少人对“狼性”的渴望。此后，狼道”就开始被广泛移植到企业领域。在企业

界，人们对狼的崇拜风起云涌。“狼性”管理理论开始大行其道，狼赫然成了成功的代表。海尔集

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对《狼图腾》一书评价很高。他说：“读了《狼图腾》，觉得狼值得借鉴。其

一，不打无准备之仗，其二，最佳时机出击，其三，战斗中的团队精神”。号称中国第一CEO的张瑞

敏之言立即在企业界掀起了阅读《狼图腾》的高潮，大小企业纷纷仿效狼的精神，打造狼一样的团

队。 狼性文化的影响之大之深已非一般文化现象可比。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过分强调竞争的残酷性

和挑战性，严重忽视人的人文关怀和悲天悯人的大爱精神，一味强调生存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自然选

择，把人性异化为狼性。然而， 一些企业文化研究学者也揭示了狼性文化的致命弱点，如独断专

行、攻击性过强、残忍冷酷、贪婪无比、家族式垄断、僵化死板等。狼性文化是一柄锋利的双刃

剑。狼性企业文化中深藏着固有的本质——残酷无情，你死我活，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蔑视规

则，无视人性等等缺陷，极易造成企业及员工在文化上的迷失。在与市场竞争对手的拼杀中，置对

方于死地将是惟一目的，即使一方获胜，也会因失血过多元气大伤，形成“双输”的结果；在企业

的内部管理中，由于人性的缺失，很容易形成强硬的刚性文化，员工与老板之间以及员工与员工之

间将以“性恶论”为原则，互相提防、互相猜忌，毫无信任感，必然产生巨大的内耗。很显然，对

企业的长期发展而言，“狼性文化”是一剂致命的毒药，绝非商业大道。因此，上海恒源祥集团在

招聘广告里公开表示不提倡‘狼道’，而信奉‘羊道’。 在恒源祥董事长刘瑞旗眼中，“羊道”提

倡包容与和谐，提倡创新与改变，提倡科学与可持续发展。他认为，一个企业要想获得长久的发

展，并不只有靠“狼道”才能使企业摆脱竞争的泥潭。恒源祥确立了以“羊文化”为核心的企业文

化，通过实施品牌战略，开创了以小企业、大品牌为特色的发展道路，实现规模经营和快速扩张，

使恒源祥迅速成为国内毛纺行业的龙头企业和中国著名品牌。刘瑞旗认为，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儒

家文化主张先义后利，就是“羊道文化”的体现，很值得今天的企业家借鉴。“羊道”的精神强调

和气生财、合作双赢、诚信为本、和谐相处等原则，追求创造性而不是对抗性，因此能够长久持续

发展；而“狼道”精神更多的是强调竞争性、对抗性，以及对他者的攻击性和毁灭性，因此会犯鼠

目寸光，急功近利，自取灭亡。刘瑞旗的“狼羊之辩”将几千年来的儒家文化引入企业文化中，为

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 

二、儒家人文精神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的，通过人口控制、文化教育、居住环境、医疗卫生、社会

保障等事业的发展，创造一个文明、和谐、友好的社会环境，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和物质精神生活质

量，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人类自身的发展。在当今社会条件下，人类

自身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人口综合治理、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改善人居环境等几个重要方面。儒家思

想在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首先，在人口综合治理方面，儒家的“博爱”“大同”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积极价

值。人口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只有妥善解决人口问题，才谈得上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的人口控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国人口控制工作在地区分布上

很不平衡，不少农村地区生育水平仍然偏高。大量调查研究数据表明，由于受文化教育水平低的人

们受到儒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统孝道的影响，具有强烈的传宗接代、重男轻女、多子多

福、养儿防老的封建思想。对此，我们一方面要批判儒家思想里的封建余毒，扭转重男轻女的陋

习，同时利用儒家思想里“四海之内皆兄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思想激发人们的公德心，建

立健全的社会养老保险体制，就能破除养儿防老旧观念；并通过增强人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的忧患意识促进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社会责任感，把国家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贯彻到底；同时通过继

承儒家教育为本的优良传统，大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有效控制人口数量。我国人口普查与人口调

查已表明，文盲半文盲妇女的生育水平很高，而文化教育水平较高的人们具有自觉节制生育的愿

望，生育水平较低。因此，提高国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也是人口综合治理的重要举措。通过这些举措

转变人们的生育观，提高计划生育的自觉性，变“政府要我少生优生”为“我要少生优生”，降低

人口数量，提高中华民族的人口素质。 
其次，在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方面，儒家“尊师重教”、“有教无类”等教育思想具有重要的积极

价值。教育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又是使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内容。提高全

民文化教育水平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根本手段。现代科技文明的基础在于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劳

动者。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越高，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就越高。尤其在信息化社会，拥有良好的教

育已经成为提高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基础。我国推行的科教兴国战略正是这种时代潮流的

体现。而如果人们教育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受改善生活、发财致富的经济驱动力的驱使，人们很容

易发生对环境生态破坏性的生产，诸如盲目采伐森林、开垦荒坡等造成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沙漠

化扩大，滥采矿藏造成的矿产资源浪费与耗竭，盲目生产造成的能源损失和环境污染等。在经济相

对落后，资源相对贫乏，而人口基数又十分庞大的我国，今后发展经济必须摒弃传统的导致环境破

坏的工业化道路，而采取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就必须采用高新技术和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综合技

术，因而对人们的教育水准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针对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要在全体国

民中进行专门的可持续发展教育。这种教育的目标在于提高干部和群众的环境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

识，提高人们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和忧患意识，增强对当今社会及人类后代的责任感，增加参与持

续发展能力。这种教育不仅要使人们获得科学知识，也要使人们具备高度的道德水平。这种教育既

包括学校教育，也包括广泛的潜移默化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于是，儒家尊师重教、有教无类、

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虚怀若谷、温故知新、学而时习之、学思并重、经世

致用、知行合一、实事求是、举一反三、以身作则、锲而不舍、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等教育思想都

将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三，在改善人居环境方面，儒家“里仁为美”“择仁而居”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改

善人居环境，促进人类住区发展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必须重视

的问题，也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稳定性因素。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对生活质

量、居住环境的更高要求。当今世界许多地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人口增长、高速城市

化、住房不足、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严重匮乏等带来的种种挑战。世界上有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

简陋、有害身心健康的环境中。所以，实现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共

同面临的挑战。联合国《21世纪议程》明确提出，人类住区工作的总目标是改善人类住区的社会、

经济和环境质量以及所有人（特别是城市和乡村贫民）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中国21世纪议程》提

出的中国人类住区发展的目标是通过政府部门和立法机构制定并实施促进人类住区可持续发展的政

策法规、发展战略、规划和行动计划，动员所有的社会团体和全体民众积极参与，建设成规划布局

合理、配套设施齐全、有利工作、方便生活、住区环境清洁、优美、安静、居住条件舒适的人类住

区。这里既有改善物质居住环境的的意思，如住房、交通、安全、卫生等环境，也包括改善人文环

境，如社会交往、文化教育、邮电通讯、业余娱乐、健身体育等环境。在儒家思想里，孔子特别强

调人居环境的人文因素。他深感居身之地有“仁”的重要性，提出“里仁为美”的思想。他说“里

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他认为，跟有仁德的人住在一起，才是好的。如果你选择的住处

不是跟有仁德的人在一起。好人也会逐渐变坏，和好人住在一起，坏人也会慢慢学好。他因此对物

质性的环境看的比较轻，而对精神性的追求比较重视。有一次，他告诉弟子想去九夷居住，弟子说

那里太粗陋了，不宜居住，孔子回答：“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孟子曾经有“孟母三迁”的故

事。荀子《劝学篇》明确提出“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的思想。刘禹锡

的《陋室铭》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王安石《里仁为美》说“为善必慎其习，故所居必择其

地。”可见儒家对人居住的人文环境具有很高的标准要求。 
可见，儒家的人文思想可以为人口控制、文化教育、居住环境、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事业的发

展提供重要的思想支持，帮助建设一个文明、和谐、友好的社会，最终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质

量，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天人合一”思想与生态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以生态可持续发展为前提条件，它要求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与自然承载力相协调，实

现资源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要求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现实需求，而

又不损害子孙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要求人类能够与自然和谐共处，并能认识到自己对自然、

社会和子孙后代应尽的责任，并有与之相应的道德水准。所以，我们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

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决不能走西方文明浪费资源的发展模式，更不能模

仿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

路。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也是中国古人看待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

基本态度。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注重思考和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主张“究天人之

际，穷古今之变”，强调建立天、地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本义并不是谈

人与自然关系的。在儒家来看，“天”可以有三种属性。他首先是人们敬畏、事奉的冥冥之中宇宙

的主宰，是赋予人以吉凶祸福、决定王朝兴衰命运的主体，同时是赋予人仁义礼智道德观念和原则

的本原，是赋予人良知和良心的根源，有时还指我们头顶的浩瀚穹苍。汉儒董仲舒的“天人合一”

思想强调第一种含义，认为“天”是一个有喜怒哀乐的天，也是世界的大主宰，可以和人感应、能

够决定人的吉凶祸福。他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

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先秦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更强调第二种含义。孟子认为，上天赋予

每一个人仁义礼智道德观念和良心原则，但由于人类后天受到各种名利、欲望的蒙蔽，不能发现自

己心中的道德原则。因此，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求其放心”，达到一种自

觉地履行道德原则的境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也就是“天人合一”

的境界。宋明理学家张载、二程都继承了这条路线。张载提出的“民胞物与”思想是对天人合一思

想的继承和发展。荀子在《天论》篇里强调第三种属性，仿佛天就是物质性的大自然，但在他的整

体思想里，“天”仍然是主宰、是人敬畏的对象。 
虽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并不是直接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因而不能直接用于解决现代

社会人与自然的对立问题，但这个“天人合一”思想却能够给现代生态伦理提供重要的借鉴价值。

首先，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把天、地、人看作一个整体，认为“万物与我并生，天地与我为

一”，把人类社会放在整个大生态环境中加以考虑，强调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通，和谐一体，天人

之间可以互相感应和交流，认为天地万物是人的物质生命和精神信念的重要基础。由此一基础所显

出的是人对于自然万物在精神价值上的统一性和在宗教情感上的尊重和敬畏。我们看到，在儒家祭

祀的对象里不仅有至上神、祖先神、圣贤神，还有大自然之天神和地祗神，如日神、月神、山神、

河神、土地神、五谷神等等。只有认识并认同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这一宗教基础，才能为人们

自觉自愿消解人与自然的对立找到根本解决之道。其次，面对当前人类遭遇的生态危机，儒家天人

合一思想为克服生态危机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藉由自身科技智能发展

所建立起来的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义和科技霸权，使人类严重背离了“天人合一”思想的路线，

由科技发展所构筑起来的骄傲与虚荣，由弱肉强食和急功近利导致的贪婪和物欲，把人已经异化成

金钱、强权和科学技术的奴隶，很难重新回到天地的怀抱。正象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利维坦》中

描述人类在自然状态下那样，“人对人是狼与狼的关系”，到处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则为解决人与自然的对立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操作手段。它在承认人与自然差

别的基础上，把人类之爱推之于自然万物，从而将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统一起来，解去“蔽于天而

不知人”和“蔽于人而不知天”的两种偏颇倾向。它提醒我们现代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

人类必须学会如何在尊重“自然的尊严”的前提下来获得人类自身的尊严，如何在“天人相分”的

同时找到人与自然的宗教和精神纽带。第三，人类社会在最近几十年的发展历史，是依靠科技创新

而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的历史，同时也是在环境问题的逼迫之下不自觉不自愿地回归自然的历史，

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蕴涵的生态学价值也在当代处境下才得到重视而显示出它本身的存在意

义。现代文明滥用科技导致的弊端已日益显著，比如大气污染、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臭氧层

破坏、新疾病丛生、自然资源匮乏、人口爆炸、全球变暖等等。如果这些弊端里的任何一项得不到

有效控制，则人类前途必然遭到毁灭。因此，人类从客观上开始出现了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

的现实迫切需要。当代学者季羡林先生为此提出“东西文化互补论”，主张人类必须悬崖勒马，正

视弊端，痛改西方“天人对立”的思想方法和征服掠夺大自然的发展模式，采用东方的“天人合

一”的思想方法和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当前，世界各国人民开始共同探索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发展模



式。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之时，也大胆提出科学发展观的

理论，主张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思路，把生态文明建设、环境友好型发展模式作为经济社会发

展的基本方针，十分强调资源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建设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这里，儒家的

“天人合一”思想显示出它重要的生态学价值，对中国当代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总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的自身需要和必然选择，也是我们落实科学

发展观的具体内容。只有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才能保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才能实现
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
应有的贡献。因此，我们按照“古为今用”的原则，大胆地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为我国
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思想资源。儒家的义利观、儒家的人文精神、儒家的“天人合
一”思想都可以为我国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指导和精神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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