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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京成：现代生态文明观

    

来源：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4/49156/6839944.html 

作为一个仍在形成中的理论，生态文明观可以被视作是由多个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生态价值观念构成的理论体系。在当
代，生态文明观会随着人类生态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而更加丰满和完善。 

  1、生态价值观。生态价值观主要内容是：1）自然界具有内在价值。“我们不仅要承认人的价值，而且也要承认自然
的价值。在这里，价值主体不是唯一的，不仅仅人是价值主体，其他生命形式也是价值主体。”自然之物的内在价值是客
观存在的“这种客观性是由自然事物的性质决定的，不管人是否评价它，也不管人是否体验它。它不依赖于评价者的认

识、评价或经验判断，而是自然史必然地产生的，因而是客观的。2） 尊重生命、敬畏自然 。人不是万物的尺度，人类和
地球上的其他生物种类一样，都是组成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要素，或自然生物链中的一个环节，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依

存。整个自然界是深奥复杂的动态系统，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永远是不完备的，更无法一次完成。3）自然的权利。它是指
生命——自然界的其他物种和人类一样有权按照生态规律持续生存。尊重生命，承认自然界的权利，对生命和自然界给予
道德关注。 

  2、生态经济观。 2002年，美国作家莱斯特·R·布朗在他的新作《生态经济》一文中指出，生态经济是一种有利于地
球的经济模式，它遵循生态学原理，主张生态平衡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经济和地球生态系统之间的稳定关系，是经济持
续发展的基础。”生态系统观的主要体现为生态经济资源观、生态经济生产观和生态经济消费观。生态经济资源观认为地
球生态资源和能源是有限的，人类应当积极推动能源消费结构调整，促进阳光型能源型经济形成与兴起；加强废弃资源的
循环利用，使垃圾变成财富；充分认识荒野的重要作用，它不仅是生态系统的重要调节器。而且具有生命支撑价值、经济
价值、消遣价值和审美价值。生态经济生产观主张首先要改变传统的发展方式，把保护和改善环境作为社会经济发展和科
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同时合理开发和高效利用自然资源，使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生产力结构达到合理
布局。起根本目标是生态环境经济化与经济运行生态化。具体表现为：提高绿色生产意识，推广绿色生产，发展绿色产
业。生态经济消费观则倡导积极消费和绿色消费，反对浪费。 

  3、生态政治观。 生态政治观萌发于20世纪七十年代的绿党。各国绿党的理论基础、政策主张等都有共同的特点：

1）要求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等，以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来制定有关的法律政策，对生态环境问题进

行调节。2）生态化的政治发展必将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而生态问题的最终解决，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协调，更重要

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和谐。3 ）政治生态化倡导政治形态多样化，参与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促进全球生态系统的健
康、持续发展是全世界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 

  4、生态科技观。生态科技观是对近现代科学技术反思之后的科技理念生态化转向。它以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

最高准则，以不断解决人类发展与自然界和谐演化之间的矛盾为宗旨，以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为目标，努力实现人―自然

―社会的协同进步。生态科技观正逐步形成一个内容丰富的理论体系。它主要体现为：1）科技是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的直接手段和重要工具，而不是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的“凶器”。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要能够促使整个生态系统保持良性

循环，能为优化生态系统提供智力支撑。2）科技作为人类实践于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服从自然
本身的属性，接受自然科学所解释的规律的限制。同时更要认识到科技自身的不完备性和复杂性，积极预防科技应用可能

引发的负面效应。3）树立综合的科技评价体系。避免从单一的经济指标来评价科技的优劣，而应从生态、人文、美学等
各方面建立起合理的科技价值体系，引导科学技术健康、持续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邮政编码：100732 电话与传真：0086-10-85195511 

电子信箱：cassethics@yahoo.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