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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发展不足阻碍节约型社会建设 

 

 

【编者按】由于我国许多行业和地区资源利用效率低、浪费大、污染重，靠大量消耗资源支撑
经济增长，不仅使资源约束矛盾更加突出，环境压力加大，也制约了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进
一步提高。推动循环经济发展，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资源约束和环境压力问题，已成
为当前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共识。

2006年6月27日，上海社科院“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召开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
政策趋向与政策工具创新”的学术研讨会，邀请了郑玉歆、赵国通、沈永林等知名学者专家，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报将陆续报道他们针对资源紧缺等问题所发表的真知灼见。 

中央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想，是一件极具针对性和深远意义的事情。日
益沉重的资源环境压力，不但迫使中国对自己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也迫使国际社会对全球经
济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 

在资源供给约束不断增强的情况下，为了保证经济持续增长，提高资源效率，厉行节约显然是
合乎逻辑的选择。然而，仅仅把“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意义看成是维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权宜之
计显然是不够的。“建设节约型社会”实际上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它意味着我们的发展必须由
那种片面、无限追求物质财富增长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模
式，否则，将难以根本解决资源浪费和过度消耗的问题。而发展模式的转变，必然要涉及到理
念转变和制度变革，因为仅仅依靠局部的方针政策，是难以使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
得以改变的。 

倡导实现人文发展越来越被看作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大量的研究表明，注重平等机
会的创造和人的基本需要的满足，注重国民福利的改善和贫困减缓，注重提供更广泛、更优质
的教育、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以促进人的自身发展，对环境保护、资源节约有显著影响。人文
发展所倡导的“物质生活简朴、精神生活丰富”、注重人的精神需求和人文追求的生活方式对
于节约社会的建设更是不可缺少的。建设节约型社会要求有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可以想象，
在一个浮躁、急功近利、金钱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膨胀社会里，在一个缺乏爱心和社会
责任感的社会里、在一个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里是不可能建设起节约型社会的。 

经济主义泛滥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文化、一种人文精神或人文追求。我们搞
社会主义就是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实现社会和谐与公平。制度安排和财富增长都仅是手段，
社会和谐与公平才是我们的目的与追求。“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系列理
论，包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对于拨乱
反正、改变那种忽视物质基础、一味进行精神大跃进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推进中国经济发展作
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由于对“贫穷社会主义”的反思以及对“富裕起来”的渴望，使我国在一段时期里重蹈
发达国家传统的以财富为中心的发展之路，社会主义的人文追求被边沿化。不少人把“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经济至上，经济总量的增长被放在首位，其余目标都
要从属于它。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也都被看作发展经济的手段。所有问题都被“还原”为经济
问题。这些都是典型的经济主义观点，在实践上它们表现为盲目、片面追求财富总量（GDP）增
长的粗放式的发展模式：粗放式地利用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粗放式地污染环境，忽略人的精
神需求和人文追求、忽视人自身的发展(典型表现在不愿意在文化教育等方面多进行投资)。不
改变这种见物不见人的发展观，建设节约型社会只是句空话。 

近年来，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就是对传统发展观的修
正。然而，中国的现实是，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之间存在着的冲突要远比发达国家严重。在经
济主义的影响下，许多领域和许多地方的繁荣仍然是建立在高消耗甚至是高浪费的基础上，要
改变这种状况涉及到利益格局调整等复杂的社会问题。 



消费主义盛行  

中国市场导向的改革在给中国经济注入强劲活力的同时，空前激发了中国民众的物质欲望和意
念。强大的媒体每天都在传播着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理念，人们的人文追求急剧弱化，人文发
展明显滞后。一方面，基尼系数不断攀高,教育经费相对支出至今仍保持在亚洲最低水平；另一
方面，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盛行。消费主义在中国与好面子的传统，暴
发户心理和公款消费相结合，使在中国盛行的奢侈性消费、奢华之风愈演愈烈。目前中国经济
面临着消费需求不足的严峻挑战，投资率已超过50%，且仍在增加，落实“扩大消费需求”的宏
观调控目标的任务极为艰巨。在这种情况下，“倡导节俭的生活方式和适度消费”常常给人以
不合时宜的感觉，这又进一步助长了消费主义的蔓延。 

财富手段的有效性下降 

追求幸福是人们生活的目标，财富是其手段之一。“人们生活幸福的程度与财富有关但并不由
财富的多少来决定，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活信念、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之中的对比感
受”。在人们的基本需要得到普遍满足的社会条件下，人们生活得幸福不幸福，更多地依赖于
财富分配的公平、公民个人心态的健康以及人际交往的和谐与深度。“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文
化水平的提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把幸福等同于物质欲望和感性欲望的满足”。一项调查
表明，从1945年到1990年美国人均收入增长约3倍，但是，人们的平均幸福感不但没有成比例上
升，反而略有下降。这反映了财富手段的非有效性一面。 

长期计划经济的低效率和“文革”的动乱曾使中国人民遭受物质匮乏之苦。在改革开放之初，
经济增长带来了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财富增长作为实现幸福生活目标的手段是有效的。随着
中国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由于人文发展的不足，我国社会不和谐的现象反而加重，这一事实
表明，财富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的有效性出现降低。财富增长对实现社会目标贡献的下降，可
以理解为是对增长所耗费的资源的浪费。加速人文发展，将提高财富增长的社会效用，客观上
是对资源的节约。 

通过人文发展推动节约型社会建设的政策取向 

建设节约型政府 建设节约型社会有赖于一个尽职尽责的政府。政府在建设节约型社会中的地
位，决定了没有节约型政府，就不可能有节约型社会。政府至少应认清自己在如下几个方面的
责任：通过政策干预，缓解由于市场失效造成资源浪费方面的责任，改变资源与环境在我国被
无价或低价经济使用的情况；成为全社会厉行节约、廉洁自律的表率的责任，改变财政支出监
管松懈，职务消费开支过大，行政管理成本提高过快，对奢侈性消费缺乏控制等状况；重大项
目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责任，避免由于决策失误造成资源严重浪费的发生。应把扩大民众参
与权和监督权、实现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作为人文发展的重要内容。 

变“以财富为本”的发展为人文发展 发展模式的转变是最重要的节约途径。包括中国在内的发
展中国家的人民都在做着美国梦。美国梦实际上建立在大量消费资源的基础上的，并不适合中
国。建设节约型社会意味着中国必须通过变革走出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人文发展之路。转
变发展模式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其中，关键在于能够形成中国特色的物质生活简朴、精神文化
生活丰富的生活方式。从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可行性上来讲，以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为导向
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严酷的现实表明，大自然尚可以满足少数人的贪
婪，但不能满足几十亿人无节制的欲求。所以，人类要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控制自己的物欲，在
建设自己的精神家园上下更多的功夫。对于人口大国的中国来讲，这一点尤为重要。 

大力提高财富对社会目标的有效性 提高财富对社会目标的有效性，是提高资源效率的重要方
面，因而也应成为建设节约型社会不应忽视的内容。财富的价值不在于财富本身，而在于它对
实现社会目标的意义，但它仍然是我们实现社会目标的最重要手段。一般来讲，一个国家的平
均收入水平越高，就越有可能实现更高的“人文发展指数(HDI)”。但是，这只是必要条件，而
非充分条件。比如，在某些情况下，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社会公共服务资源(如公共医疗、流行
病预防、基础教育、安全的饮用水等)的相应增加。显然，这会对提高人文发展水平产生不良影
响。出现这种情况大多与政府的公共开支不足有关。同样，提高个人收入，也是提高人文发展
水平的重要手段，影响其作用大小取决于新增收入的分配。由于中国存在严重的国民收入分配
不公，造成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能导致社会生活状况的普遍改善，提高人文发展水
平的个人收入手段的有效性已大幅度下降。因此，中国提高人文发展水平的目标的实现，目前
只能主要依靠提高政府用于社会服务公共支出的手段。而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解决要涉及到更
深层的垄断和腐败等问题。 

抑制奢侈性、炫耀性消费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有人预计，到2015年，中国奢
侈品消费将占全球总量的29%，届时，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奢侈性、
炫耀性消费主要是为了炫耀财富，而不是满足真实需求，对于首先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为目标的
人文发展和建设节约型社会是不利的。 

中国奢侈品行业的繁荣，是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不公的一个佐证。目前，中国两极分化极为严
重。炫耀性消费不会增加总的社会福利，客观上只起对两极分化放大的作用、推动社会分离。
不论从推动人文发展、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角度，还是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都应对奢侈性、
炫耀性消费利用税收杠杆予以必要的抑制；同时，政府对富人投身公益事业、慈善事业应采取
措施予以积极引导和鼓励。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郑玉歆  
转自：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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