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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伦理的内涵及时代价值 

 作者:蒋寒迪  来源:光明日

    基于目前所遇到的环保困境和资源消耗，包括许多专家学者在内的有识之士，都

入环保领域。这一观点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市场机制并不能完全解决环保问题

资源浪费，还需要建立生态伦理意识，提倡生态文明。早在1991年，联合国环境

报告《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报告提出了人类可持续生存的九项原则

是：“人类现在和将来都有义务关心他人和其他生命。这是一项道德原则。”同时

条件，我们必须“努力使一种道德标准——一种进行持续生活的道德标准得到广泛的

将其原则转化为行动”。 

  生态文明是一种新文明，它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作为行为准则，遵循健康有序的生

济、社会、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同以往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具有相同

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展物质生产力，不断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它们之间也有

明要求人们树立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新的发展观。它强调在开放利用自然的

须树立人和自然的平等观。生态文明试图用整体、协调的原则和机制来重新调节社

式。 

  每一个历史文明阶段都有其独特的伦理观念，但是，生态伦理却贯穿始终，只是到了生

生态伦理才被提到了相当重要的位置，而与整个社会的文明形态息息相关。早自先秦始，

人与自然的关系就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生态伦理观。他们所提出的

“仁民而爱物”，尊重自然规律，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等生态道德思想，对协调

重要作用。如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上》），所以才会

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这种“性善论”即是其生态伦理思想产生的内在心理基

王上》记载了孟子理想中的儒家生态社会——“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

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

这个理想社会里，农民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粮食、鱼鳖和木材有节制而取，因此用之不

  现代生态伦理观念的提出，则源于利奥波德和他的“大地伦理学”。奥尔多·

展环境伦理学的开创者之一，他的那本提出“大地伦理学”的小册子《沙乡年鉴》（

“现代环境主义运动的一本新圣经”。虽然当年他只用了短小的篇幅概述“大地伦

这一论述却成了美国历史上最激进的环境主义运动的思想火炬。利奥波德考察了人

式，指出：人类只根据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决策人类生态活动的方式是非常危险

往往忽视、进而排除那些在大地社会中没有商业价值的许多成员，而这些成员正是大地生

基础。利奥波德把大地上的山川河流、虫鱼鸟兽和花草树木视为一个有机体，人也是其中的

波德写道，生物或大地自然界应当像人类一样拥有道德地位并享有道德权利，个人或人

自然界负有道德义务或责任。在他看来，人类不但要对自身负责、对后代负责，更要

  在利奥波德的指引下，1962年，蕾切尔·卡逊出版了生态学名著《寂寞的春天》。

移、转化的描写，揭示了人类同大气、海洋、河流、土壤、动物和植物之间的密切

生物圈及人类的影响。《寂寞的春天》有如黑暗中的一声春雷唤醒了人类沉睡的心

得到重视，生态平衡观念在生态学、经济学和伦理学领域更为广泛地流传。1972年

最严重的国家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性的环境会议，会

境宣言》，揭开了人类共同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的序幕。这次会议的一份非正式

指出：“当前大多数环境问题都是来自于人类对生态系统的错误行动。”“只有一

战，也给生态伦理学的发展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生态伦理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工业文明下，社



原料→生产加工→流通→销售→消费及相关的服务产业链，在生产加工、流通和消

废物大量地排放到自然环境中，这是一种典型的“资源——生产——消费——废弃

模式。生态文明则强调经济发展模式须在可持续发展的条件约束下，由以往的线性拓展

济正是生态文明这个目标下的最优发展模式。循环经济不仅要求企业内部、企业之

循环，也要求产业之间生产过程的循环，并在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建立完善的生态联

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转向。循环经济是遵循生态伦理要求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