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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政治是在20世纪60—70年代伴随着绿色经济、绿色文化、绿色思想、绿色产品、绿色文明

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政治运动。这一运动的理论成果表现为绿色政治理论。 

    产生和发展 

    绿色政治理论的产生最早可追溯到二三千年以前，那时人类社会就开始研究生态环境对人类政

治活动的影响。在西方，绿色政治理论的产生最早是古希腊思想家亚里斯多德构建的“理论城邦”

的主张中提出来的；在东方，中国很早也提出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观点。到18世纪，

法国的孟德斯鸠在他的《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将环境因素与政治民主联系起来，详细论证了气

候、土壤、地理因素对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政治法律制度的影响，说明了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与

政治之间的关系。在这一阶段，虽然许多思想家都十分关注环境对政治的影响，但是，由于当时的

环境问题并不尖锐，对政治的影响也不突出，因而一直未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18世纪产业革命以后确定的以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发展观，乐观地看待由于科

学技术进步和工业化引起的经济迅速增长，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发生的以电子化和

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规模扩大，生产力极大提高和物质财富的

巨大增长，这种以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为重要目标，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模式，不仅促进了许

多新兴工业部门的产生和发展，而且极大地提高了人类认识和控制自然和自身的能力，推动了人类

社会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但是，世界各国追求经济

高速增长的过程，也是过度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工业发展带来了空气、

水体和土壤的污染，大规模采伐、开垦和过度放牧造成的森林毁灭、草原退化、耕地荒漠化等问题

越来越突出。生态环境的恶化，使自然灾害频繁，不仅使经济的快速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而且还

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使人们不得不对过去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反思。环境问题成为欧

美发达国家公众普遍关心问题，特别是1962年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发表了《寂静的春

天》以后，极大地强化了人们的环保意识，于是西方的环保主义者纷纷走向街头游行、示威、抗

议，要求政府采取有力的措施，控制和治理环境，从而使生态环境问题转变为政治问题。 

    20世纪70年代以后，环境问题已经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其标志是1972年在瑞典斯

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大会，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与此同时，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政

党和组织纷纷成立，这标志着各国政府和世界人民对全球绿色政治运动的关心和参与。 

    主要内容 

    在全球绿色政治运动中，一批西方思想家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和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批判

的基础上，提出了绿色政治理论。这一理论以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生态学、政治学、经济学、

未来学、女权主义等相关理论为基础理论，以生态效益为核心内容，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为追求

目标，突出强调了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和未来的个人利益，反对传统的经济发展观、经济发展模式

和政治制度，主张人类社会建立新型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他们的这些主张通过环保

运动和绿党而付诸政治实践。绿色政治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对世界的发展模式和国际政治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各国绿党的绿色政治理论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一、生态学理论。西方的绿色政治理论强调保护环境，实现生态平衡。他们认为保护环境、实

现生态平衡不仅是一种政策，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价值观念，一种文化形态。他们运用全面

的、整体的、动态的、相互联系的观点，把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环境污染、高失业率、官僚政治

等问题联系起来，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平衡的极端重要性，主张取缔危害生态、大量消耗能源的行

业，并用生态财政来代替市场财政，用生态经济来代替市场经济。 

    二、人与自然和谐的理论。西方绿色政治理论运用现代生态学来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人

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要求人们改变传统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提倡生活简朴和回归自

然。 

    三、社会公正理论。绿色政治理论强调的社会公正理论，主要是指经济平等和社会保障。他们



主张用现代生态学理论去改造传统的经济发展和消费社会模式。为此，他们十分关心普遍就业问

题。为了解决普遍就业问题，他们提出了大力发展小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生产单位和财产分散

化、财富重新分配、缩短劳动时间、增加劳动者训练和教育时间、增加带薪休假时间、提前退休等

方面的主张。针对民族歧视的现象，他们主张给予外籍工人平等的劳动权和社会地位。 

    四、政治和民主理论。在政治上，绿色政治理论提出了政治权力分散化、国家体制民主化、国

家机构非官僚化、公职人员普通化等政治主张。在民主方面，绿色政治理论十分强调基层民主，主

张实行分散化的直接民主，使决策过程开放化、透明化，使基层组织有自主权和自决权。 

    五、非暴力理论。绿色政治理论的非暴力理论包括了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用和平的政治运动来

实现绿色政治理论的主张。二是反对用暴力手段解决冲突。三是反对以国家政府为主体来使用暴

力，反对一切战争和核威慑，维护世界和平。他们认为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和掠夺是造

成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主要原因。因此，他们主张给予第三世界国家援助，促进他们的发展，减

少他们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建立一种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伙伴关系。针对歧视和压迫妇女的现

象，他们主张通过女权主义运动、教育平等、同工同酬、财产继承、孩子养育以及流产权利等来保

护妇女的权利。 

    对当代世界政治的影响 

    绿色政治理论对当代世界政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和消

费模式的影响。绿色政治理论的兴起和发展，使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政治问题，推动

了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向节能、高效、少污染的生产模式转变，发展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的观念深入

人心。生产模式的改变也推动了人类消费模式由崇尚挥霍向崇尚绿色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以提高生

活质量为中心的适度消费模式的转变。二是是对政党格局的影响。20世纪中后期 ，西方绿色政治理

论的产生和发展，不仅引起了全世界人民对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

等问题的深刻反思，而且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力量对比乃至整个世界政治格局的发展都产生着直接或

间接的影响。曾几何时，西方绿党刚产生时，被传统政党斥之为“经济增长的夏令营中的几只小蚊

子”而不屑一顾。但随着世界绿色运动和绿党政治的兴起、发展和挑战，传统政党纷纷批上了绿色

大衣，并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绿党的政治纲领和主张，有的还与绿党结成了联盟。20世纪90年代以

来，欧洲的一大批绿党进入议会，参与政权，从而改变了许多国家的政党格局。 

    绿色政治理论的发展为世界的政治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活力。它不仅是对西方传统文明的反思，

而且要求按照一种新的发展观、新思维、新秩序来调整国际关系，建立一个没有暴力、和平、公

正、民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社会。绿色政治理论的这些主张虽然在现实社会中不可能完全实

现，但是它对传统政党和世界上的其他政党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随着人类对自身和自然环

境之间关系认识的加深，这一理论也将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深化。 

（本文作者是西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当代世界》第八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