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文/张海燕 黄尚峰 

   可持续发展最初由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及她所主持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
1987年在其长篇调查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并被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采纳，成
为全球共识，其定义为“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可持续
发展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包含的内涵十分丰富，包括建立新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建立新的生
产工艺，尽可能地节约和合理利用资源，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提倡新文明，
谋求新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在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使人类和自然和谐共处。由此可见，可
持续发展是以经济增长为前提，以保护自然为基础，与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协调，逐步达到改
善人类生活质量，促使社会全面进步的目的。 
   如何推动和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关系到社会各个部门和领域的重大课题，不但需要
政策引导，而且需要社会成员观念和意识的更新和解放，更需要社会主义文化所具有的强大精神动
力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首先，社会主义文化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思想意识的自觉推动作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我国社会发展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如何使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能够稳定、持续地发展，
除了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外，就是要加强社会
主义文化建设，强化文化的精神推动作用。可持续发展内含着一种深刻的文化自觉，必须在社会成
员对自身的生产和生活状态进行全方位的重新思索和追问之中才能实现观念和意识的更新。可持续
发展是在人类物质文明空前发达，科学技术空前先进的历史阶段，人们对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
进行深刻探求之后形成的，它告诫人们改变无止境的消费观，节制物质追求，开启能够体现人的创
造性和文化内涵的新生活方式，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种新的发展观是和深刻的文化意识的自觉和
推动分不开的。 
   其次，社会主义文化对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社会主义文化中的科学技术通
过对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的渗透，有利于经济活动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方向发展；同时，
科学技术社会功能的发挥，将为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注入科学的养料，
提供文明的手段、工具。科学技术通过改造、更新旧产业，孕育、开拓新产业，迎来新的产业革命
和社会变革，进而推动社会进步。科学技术影响着社会基础结构作为各种社会流（物流、人流、能
量流、信息流、资金流等）的通道和载体的优化，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系统运行状态的改善，并
为其可持续运行提供保障。 
   再次，社会主义文化为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社会主义文化中的教育是中国社会发
展的百年大计，它主要是为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力资源的保障。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
尽快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离不开教育，教育对人力资源、人才资源的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因
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水平，取决于知识分
子的数量和质量。教育是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手段和途径，教育具有培育人、开发人智力和提高人
素质的功能，而智力开发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直接推动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
发展。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是实现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而人的现代化不仅是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是实现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因素。人的解放程度
的提高也就是人的文明素质的提高，它既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又能对这种进步起巨大的推动作用。 
   最后，社会主义文化承担着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指导和舆论宣传的重要作用。可持续发展强调
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发展，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处，强
调的是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自然资源和不可再生能源，强调的是人类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发展和当
代及后代子孙的继续发展。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正确的、及时的政策引导和思想指导，以促使人
们的观念发生根本的转变，从原来以经济发展指标为导向的发展观念，转向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观。而这些思想指导和舆论宣传活动的开展，都需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引导和推动。中国的
社会主义建设是在实现现代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双重目标的道路上前进的，我们的现代化绝不能
够再重复西方走过的老路，而必须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这种意识的转变，一方面需要党
和政府在政策方面予以引导，制定相应的指导思想。关于这一点，我们国家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
努力。我们制定了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指导性、纲领性文件——《中国21世纪议程》，并提出了
具体的环境与资源保护目标。另一方面需要社会成员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使
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切实认识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增强生态意识和环保意识，树立节约观

 



念，并自觉把这些思想落实到行动之中。所有这些方面的改变和进步，无一不需要文化的推动和促
进。社会主义文化对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宏伟目标所具有的根本推动作用正在越来越为人们所认
可和重视(作者单位：河北北方学院社科部、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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