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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济学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作者:王松霈  来源:《中国社会

   中国的生态经济学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先生于1980年倡导建立的。30年

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迅速发展。目前，生态与经济协调的指

遍接受，“生态经济”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并且正在发挥着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可持

是直到今天，人们对“生态经济”仍存在不同的认识和理解，影响着其重要作用的充分

  当前人们对“生态经济”的三种认识  

  当前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人们对“生态经济”的内涵存在着以下三种

一种经济类型，即“生态型的经济”。其特征是既考虑经济发展，又考虑生态安全，

济而不顾破坏生态环境的经济类型。（2）它是一种指导思想，即“生态与经济协调

是一门新兴学科，即由生态学和经济学交叉结合形成的新兴边缘交叉学科。 

  对于“生态经济”的上述三种内涵，应当看到它们之间的关系存在两个方面。一是

的统一性。对此应当看到，三者在当代条件下同时产生和共同存在不是偶然的。“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新的指导思想；“生态型经济”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出现

式；“生态经济学”是为“生态与经济协调”指导思想的建立和“生态型经济”的

指导的一种新的理论和理论体系。三者共存并相互联系，构成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

国经济社会协调迅速发展。 

  二是它们之间地位和作用的差异性。三者在推动当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是等同

的。其中，“生态经济”作为“新的指导思想”，指引着我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作

型”，它指导建立我国新的经济模式；作为“新兴学科”，它则为建立这一“新的指

类型”提供理论依据。从它们指导我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实践需要来说，“

导思想”的地位和作用是最基本的，也是最主要的。 

  我国的生态经济学，从1980年建立开始，就是从以上三种内涵“三位一体”，

指导思想为主要任务提出的。也正因为如此，其提出伊始就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

国生态经济科学讨论会暨中国生态经济学会成立大会”上，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到

“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大会的召开和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

下三点（这三点的高度都是我们提供基础资料时没有达到的）：第一，生态经济问题

战略性问题，是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事。第二，建立中国生态经济学会，

机构的建立，是我国在这方面“觉醒”的表现。第三，我国今后发展经济，不但要

平衡，要用两个平衡的思想指导我国的经济工作。很明显，党和国家重视生态经济

点，也在于它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新的“生态与经济协调”指导思想这一主要

  生态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指导思想同步形成 

  “生态与经济协调”作为一种新的指导思想，在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指引方向的重要作用，根本原

因在于，它的产生适应了生态时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人类社会的发展受到社

会生产力从使用铁犁牛耕到蒸汽机的发明，又到绿色技术的出现，依次经过了农业

命。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看，人类社会的发展也从农业社会发展到工业社会和今天的生

有比农业社会突飞猛进的社会生产力，但是没有“生态与经济协调”的思想做指导

和精神文明的同时，也破坏了生态环境，从而使经济不能持续发展。工业社会经济

着“绿色技术”新的社会生产力出现，从而也就必然推动以“生态与经济协调”为

产生。在此基础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必然的。 



  “生态与经济协调”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体表现为，它的形成与可持

同步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范围内发展经济破坏生态环境，造成

发展的问题已经明显地显现出来。联合国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

于保护生态环境。会后20年，各国在保护环境上都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世界范围的生

类生存环境还在继续恶化。这说明环境与发展（核心就是“生态与经济”）两者不可分割。事

脱离了发展经济，为保护而保护环境是保护不住生态环境的。据此1992年联合国又在巴西里

“环境与发展会议”，把环境与发展（也就是把生态与经济）紧密结合起来，并且提出了

重要指导思想。国际上生态经济学也正是在这一期间出现的。可以看到，可持续发

同时也就是生态经济学理论产生的过程。两者的同步形成，说明生态经济学是为可持

提供理论基础的科学，也是服务于可持续发展指导思想在我国贯彻实现的科学。对

识和实际运用，当前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中，尤其是在具体经济规划设计中，往往只是把

生态的一个点缀语，最常见的是把建设“生态经济”和建设“生态社会”、“生态

低估了它作为当代指导思想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生态与经济协调”理论是生态经济学的核心理论 

  生态经济学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其中“生态与经济协调”理论是其核心理论。

持续发展指导思想的建立提供理论基础的机制所在。“生态与经济协调”理论作为

首先表现在它的建立体现了生态时代的基本特征。它的提出符合生态时代实现“生

它的运行以生态社会中“生态与经济不协调”和实现“协调”的矛盾运动为动力；

协调”基础上实现生态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的。其次也表现在它的存在决定了整个

立和学科基本理论特色的形成。例如，它有三个最基本的理论范畴：（1）作为生

态经济系统”；（2）反映生态经济学基本动力的“生态经济平衡”；（3）体现生

态经济效益”。它们都是在“生态与经济协调”理论基础上建立的。同时，生态经济

叉学科，总体上也是由生态学和经济学交叉协调形成的；生态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如生

在的原理、生态与经济整体统一的原理、生态经济良性循环的原理，以及经济、生

原理等，无一不是以生态与经济的结合来构建，并以生态与经济协调作为其基本理

  生态经济学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是生态经济学在我国当代发展中，从理论上发挥

在。对生态经济学（通过其“生态与经济协调”的核心理论）为可持续发展指导思想的建立提供理

作用机制，从“生态与经济协调”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联上，要看到以下

经济协调”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因为只有在生态与经济实现协调的情

济。即生态与经济协调了，经济的发展才可能持续；没有协调，就没有持续。（2

立在生态与经济协调的基础上。对此应当看到，“生态与经济协调”包括纵向的协调

续发展”的具体内涵也有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狭义的可持续发展通常着眼于纵向的生

义的可持续发展（即本来全面含义的可持续发展）则必须同时包括纵向的生态经济协调

调，而其中横向生态经济协调又总是作为纵向生态经济协调的基础而存在的。 

  生态经济学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内在相通 

  生态经济学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内在相通，是生态经济学在我国当代发展实践

量源泉。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最高概括，也为当代我国

想。生态经济学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是内在相通的。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