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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济学视角下的和谐社会论

[ 作者 ] 刘思华 

[ 单位 ] 全国生态经济教育委员会 

[ 摘要 ]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命题是对现代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态经济本质的最充分表达。这种本质集中体现在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

之间都形成和谐、协调发展的关系。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有机整体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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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命题是对现代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态经济本质的最充分表达。这种本质集中体现在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

间都形成和谐、协调发展的关系。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有机整体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一、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生态与生态经济属性狭义的社会是指把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撇开之后的社会其他方面的内容，并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并列，特

指社会关系、社会状态等方面的内容。广义的社会包括狭义的社会方面的内容和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容，这是指人类社会发展

的总体状况。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显然是针对我国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这里所说的社会确实

指狭义的社会。然而，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渊源来看，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社会，则是广义的社

会；同时，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命题，这里的社会并非只指狭义的社会，应当是包括狭义的社会在内的广义的社会。因此，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是广义和狭义的社会和谐地相互交织、相互融合的有机统一。按照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

基础，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因此，现代人类生存与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自然生态为基础，必

须以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与生态资源的持久、稳定的供给能力为基础，使现代人类生存与经济社会发展绝对建立在生态基础之上。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看，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条件，生态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理论和实践充分表明，生态危机

实质上是社会危机、文明危机。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产生活环境恶化，如果资源能源供应紧

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这就证明这样一个真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

义、共产主义的科学设想中，物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形成经济和谐；自然界的高度发展，形成生态和谐；这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明

发展的基石。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生态经济可持续性发展意蕴胡锦涛同志在概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时指出：“我们所要建

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28个字”的科

学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前面20个字是表达人与人（社会）之间的和谐发展关系；后面的“8个字”是表达人与自然及人自身之间的和谐发

展关系。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际上是指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和谐发展状态，它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

社会之间的和谐、人自身关系和谐四个方面的基本内涵。我把它概括为现代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四大和谐论。第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

先内含着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环境危机和生态危机是当代人类的存在危机，同时也是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危机，归根到底是人

与自然发展关系的危机。因此，重建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体，使经济社会与自然生态从相互分离走向共同繁荣与和谐发展的现代社会，就

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基础和首要任务。社会和谐寓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之中，这是马克思对人类理想社会中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经典描

述。因此，人与自然应该也必须是和谐发展，即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相和谐、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和谐，自然的人化与人

的自然化相和谐、人的身外自然与人自身自然相和谐，尤其是人类经济活动的需求增长与生态系统供给能力相适应，社会生产和生活排放

废物量与生态系统净化能力及环境容量相适应，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真正形成人与自然共同生息与和谐、协调

发展。第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内含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从一般意义上说，所谓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就是通常所说的人际

关系的和谐。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这不仅是指人们的经济行为、政治行为，甚至

还包括人们的思想活动。所以，妥善协调和正确处理人们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使人们的各种利益有机结合和均衡统一，这是实现人与人



之间关系和谐的关键所在。只有紧紧抓住这个关键，才能化解人们的各种利益矛盾与冲突，实现好、保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使广大劳动者都能各尽其能地劳动，各得其所地生活，最终走向共同富裕。可见，人际关系应该也必须和谐发展，不仅要代内相和

谐，而且要代际相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要一代更比一代和谐。第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内含着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社

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甚至可以说社会的发展，就是人自身的发展，两者发展是一个双向同步发展的统一运动过程。因此，

人与社会应该也必须和谐发展，个人依赖社会与社会约束个人相适应，个人自由与社会认同相适应，个人利益与需要的满足和整体社会利

益与需要的实现相适应，人的能力发挥与社会、公平、公正相适应；各社会阶层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劳动合作和利益共享相适应，人

民和政府之间的权力平等和利益分享相适应。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和谐统一，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

标。第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内含着人自身的和谐发展，这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前提和主体条件。人自身形成和谐的关系，就是指人的

身心健康即心态和谐，它包括生理和谐、心理和谐以及生理与心理和谐，这既是人的各种器官、功能的完好程度，又是人与各类物理、生

物、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协同进化和谐关系。因此，人自身必须和谐发展，首先要有健康的人身，应该实现人的有机身体和无机身体的和谐

发展；还必须要有健全的人格，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发展观，能正确处理个性和谐与自然、他人、社会的和谐关系，真正融

入自然和社会，推动人、自然、社会之间的和谐发展。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四大和谐”的有机整体首先，上述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丰富内涵，还体现在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上，或者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它的丰富内涵的现实表现。这些特征包括，以人为

本、充满创造活力、各得其所、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等等。其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丰富内涵和特征形成了“四大和谐”的有机整

体。当代社会发展的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往往会影响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并最终导致人自身关系的不和谐。同

时，理论证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不可能孤立实现的，它作为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和谐，是和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人自身

关系的和谐有机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和谐，必然成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人自身关系和谐的基础，并成为整个社

会文明体系的基础；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和谐又必须以人与人、人与社会、人自身关系的和谐作为其社会条件和主体条件。因

此，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和谐不断追求和推进实现，也就要求和推进着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的不断追求和递进实现。于

是，不断追求和递进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自身四大和谐就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大趋势

和理论研究的新课题，从此现代人类进入了生态时代。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论断，就是顺应了这个大趋势和正确解决了这

个历史课题，具有划时代的国际意义。四、生态社会是和谐社会的理想模式。 20世纪80年代之时，一些西方社会科学家、未来学家就提

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递进的顺序是“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三阶段论”。其中，前工业社会的“意图”是“同自

然界的竞争”，工业社会的“意图”是“同经过加工的自然界竞争”（即“同人化的自然界竞争”），而后工业社会的“意图”则是“人

与人之间的竞争”。很明显，这种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演进规律的概括只是强调竞争，而否认和谐发展。这样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

就必然对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认识产生片面性。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生态学家试图以系统整体观和生态中心主义思想为基础，来

构造全盘改造工业文明社会的方案，“最终建立一种无等级差别的理想的生态社会”。“生态社会是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一个真正建

立在生态学原则上，可以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自由社会。”其后，英国学者伊恩·莫法特描述了可持续发展社会的景象，并称之为“绿色

社会”模式。我认为，“绿色社会”模式，不仅是“生态社会”模式的形象概括，而且是“四大和谐”有机整体的生态社会的绿色概括。

它们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在本质上是可持续发展社会。与此同时，我国一些学者对人类社会发展远景也提出了探索性看法，相继提出

了“生物工程社会”、“生态化的生物产业社会”等概念。生态社会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远景，大约到21世纪后期，就会有些国家进入

生态社会。所以，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生态社会并列为人类社会文明递进的发展序列，是符合生产力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

律和必然进程的。生态社会作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景，确实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发展模式。生态社会不仅是人与自然协调和谐发展的社

会，而且是一个与之相应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协调和谐发展的社会，更是一个人的生理和谐、心理和谐以及生理与心理协调和谐发展的社

会。 

  

      

我要入编 ┊ 本站介绍 ┊ 网站地图 ┊ 京ICP证030426号 ┊ 公司介绍 ┊ 联系方式 ┊ 我要投稿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03-2008 Email: leisun@firstligh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