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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将生态伦理学理论应用到土地利用中，阐述了土地生态伦理概念，讨论了土地生态伦理观与土地可持续利用 

的辩证关系，提出了土地伦理利用的核心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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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伦理学从伦理学的角度，审视人与 

自然的关系，它突破了以人为中心的狭隘功 

利观念，进而要求人类在思想与行动上表现 

出对人与自然共同利益的关心。将生态伦理 

学的观点应用到土地利用中，来处理人与土 

地的关系就是土地生态伦理观，通过对土地 

生态伦理观的研究和宣传，转变人们的伦理 

道德观念，对于保持土地生态系统健康发展 

和实施土地可持续利用战略具有重要的意 

义【ljn 

l 土地生态伦理的概念 

伦理是指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应当 

遵守的规则和应尽到的职责，其本义是指的 

社会关系，并没有包含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 

涵义。随着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深化，伦 

理本文中所强调的关系也逐渐扩大到包括 

非社会关系，即人与自然关系在内的广义的 

关系。这样，仅规范社会关系的“伦理”，就发 

展到了既规范社会关系，也规范人与自然关 

系的“伦理”。后者在伦理学意义上即生态伦 

理 。 

关于生态伦理概念，我国和西方国家有 

着不同的逻辑基础和观念基础。在西方，生 

态伦理是根据生态环境“内在价值”的存在 

而确立的，即生态环境本身具有内在价值是 

生态伦理的基础。在中国，生态伦理是从道 

德的角度出发的，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自 

然界的一切在“天人合一”的观念中都具有 

道德位置。基于这种道德观，人们尊重自然 

并借助伦理来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12]。 

土地生态伦理是生态伦理观在土地学 

科的应用，我们可以对土地生态伦理下一个 

定义：土地生态伦理将伦理道德的对象、主 

体推演到土地，赋予土地以伦理价值，提示 

人与土地关系的世界观。它引导人们从生态 

伦理的角度，重新审视和正确处理人地关 

系，并为人地系统健康协同发展和土地可持 

续利用提供理论支持。 

2 土地生态伦理与土地持续利用的 

辩证关系 

1990年 2月在印度召开的首次国际土 

地可持续利用系统研讨会上正式提出了土 

地持续利用，它是随着全球人口压力增加、 

土地资源短缺、生态环境破坏而提出的一种 

土地资源保护与管理的战略。土地持续利用 

是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在土地利用领域中的 

实施，它要求土地利用既可以满足目前土地 

使用者的生产需求，同时又保证为后代提供 

最基本的需要依赖的资源基础。1993年 

FAO发表的 《持续土地利用管理评价大纲》 

中指出了土地持续利用的内涵，主要包括： 

①保护和提高土地资源的生产力；②降低土 

地生成风险；⑧保护自然资源的潜力和防止 

土壤与水质退化；④经济上的可行性；⑤社 

会的可接受性[31。 

根据土地生态伦理观和土地持续利用 

的涵义，二者有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在：(D 

出发点不同。土地生态伦理从生态危机的角 

度出发，反思人类在利用土地过程中的人类 

中心主义和过度利用问题，主张要从伦理道 

德的角度尊重土地系统的内在价值，建立新 

的人地价值观和道德观。土地持续利用。是 

用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来指导土地利用过程， 

以保持土地的永续利用。土地生态伦理提出 

了为什么要保护土地生态系统，保护自然这 

个问题，而土地持续利用就是要解决如何在 

土地利用过程中对土地系统实施有效保护， 

所以二者的关系可以看成是提出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关系。②二者调控人地关系的手段 

不同。土地生态伦理建立感性上，它依赖人 

类善良的情感，主张人类要尊重自然，爱护 

自然，不然就是错误和不道德的。而土地持 

续利用是人类理性思考的结果，它引入了法 

治文明的成果，自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以 

来，许多国家制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措施， 

用行政和法律的手段来保障可持续发展的 

实施。也就是说：土地生态伦理用道德的手 

段，强调自律，土地持续利用使用行政和法 

律的手段，强调他律。⑧二者的作用域和效 

果域不同。土地生态伦理，作为人类的一种 

伦理道德观，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起作 

收稿日期：2004-05-08 

作者简介：扬国清(1971一)，广东．Y-业大学讲师，武汉大学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科学与GIS；祝国瑞，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90 科技进步与对策·2月号·2005 



用，土地持续利用，虽已在许多国家达成共 

识，但由于各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某 

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更强调利用，另一 

些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则更强凋可持续。而 

各国的法律法规只在本国适用，其适用范围 

不如土地生态伦理广泛，但由于其调控方式 

采用行政和法律手段，往往更加有效。 

土地生态伦理与土地持续利用有许多 

不同点，但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其目标都是 

要实现人与土地的和谐统一，协同发展。土 

地生态伦理观将伦理学的视野从人与人之 

间扩大到人与土地之问，它扩大了人的责任 

和范围，为人类提高和认识自身的价值提供 

了新的尺度，是人类认识人地关系的一次飞 

跃，而土地持续利用，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 

实践中对人地关系更进一步思考后得出的 

结论和决策，是认识的再一次飞跃。从此，人 

类利用调控自身行为的两种手段——伦理 

和法律来调控人在土地利用中的行为，二者 

相互补充，缺少任何一方面都是不完善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土地生态伦理和土地持续 

利用是一脉相承的，土地生态伦理是土地持 

续利用的理论支柱之一，土地持续利用是人 

类对土地伦理利用的目标。 

3 土地生态伦理利用 

土地利用过程中涉及到许多伦理的问 

题 ，土地生态伦理利用，就是要在土地利用 

过程中贯彻土地生态伦理的观点，实现“天 

人合一”的土地利用，保持人地协同发展，它 

与土地持续利用殊途同归 ，其核心思想主 

要包括以下几点。 

3．1 公平使用原则 

首先，土地伦理利用要保证社会各个阶 

层在土地利用中的平等权利。土地利用决策 

会强烈地影响到社会成员对诸如住房、就 

业、教育、医疗、保健、娱乐、公园等社会资源 

的分配和获取能力，当土地利用政策使社会 

低收入阶层的社会经济状况恶化，剥夺了某 

一 些人平等的社会、经济机会时，就明显地 

是不道德的土地利用政策。那些在社会、经 

济等方面排外的地方性或区域性政策，比如 

城市土地利用中对外来人口或农村人口的 

政策性歧视等，这些政策会牺牲特定阶层人 

群的利益，违背公平原则，从土地伦理角度 

看是不道德的。 

其次，土地伦理利用要保证代际公平。 

代际公平发展是生态伦理的主要观点之一， 

土地伦理利用要正确处理短期利益和长远 

利益的关系，要考虑到子孙后代的利益，不 

能剥夺或损害后代的权益，由于土地资源的 

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如果我们肆意破坏和 

浪费土地资源，会导致后代生活在恶劣的环 

境中甚至无地可耕的局面，显然对后代是不 

公平的。 

第三，公平使用原则也包括人与土地系 

统中其它生物和非生物实体之间的平等，土 

地生态伦理认为，土地系统中的一切生物和 

非生物实体，都有其固定的存在价值 ，享有 

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 

展，比如城市扩展和农业开发，需要牺牲一 

定的自然土地，这是无可非议的，但伦理义 

务要求人类土地利用行为对自然环境的危 

害最小化，并且应该采取补偿措施，比如异 

地植树造林恢复自然土地等，以给其它物种 

和生物开辟新的生存空间。一切掠夺性地使 

用土地的行为都违背了土地生态伦理的公 

平原则。 

3．2 生态使用原则 

生态伦理认为人类不是地球上唯一的 

物种 ，只是地球系统中的一员，人类是自然 

进化的产物，如果没有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的 

基本功能，人类是不可能存在的，这要求人 

类对维持 自身和其它物种生存的土地系统 

和自然环境承担保护责任，对环境的伦理义 

务就在于保护生态系统、物种和生物多样性 

等，所以土地伦理利用必须保护生态，遵循 

生态使用原则。 

生态使用原则要求人类在土地伦理利 

用中不能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要 自觉地将经 

济效益、生态效益结合起来，用生态平衡的 

原则来制约和规范在土地上的生产经营活 

动，不违反生态规律，使得生产活动取得经 

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最优化，即要尽可能地 

实现向人类系统和土地系统输入的都是负 

熵 ，从而增加二者的有序性，使土地利用过 

程有利于人类和土地系统的协同进化。在土 

地利用过程中肆意破坏植被、引起水土流 

失、土地退化、洪涝灾害加剧、生物多样性减 

少等环境退化的行为都是不符合土地生态 

伦理的，是不道德的[51。 

3．3 节约使用原则 

日益严峻的环境危机，实际上在很大程 

度上是由于人类在消费问题上缺少规范和 

约束所致，所以合理消费就成为了生态伦理 

的重要原则之一 土地利用本身就是一项重 

要的消费形式，人们追求宽敞的居住空间， 

必定要消费更多的土地，但盲目追求居住环 

境的宽敞豪华，会造成严重的土地浪费，从 

伦理角度看是不道德的土地利用行为。结合 

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和我国人民勤劳节约 

的传统道德观念，这里我们归结为土地伦理 

利用的节约使用原则。 

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是我 

们的基本土地政策之一，但实际上这一政策 

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在农村，某些地 

区农村地区户均住宅面积超过 40Om ，土地 

利用中存在粗放经营现象，而在城市中，占 

地广阔的豪华别墅越来越多，城市建设摊大 

饼现象突出，闲置土地随处可见，造成土地 

浪费严重。土地生态伦理强调土地系统内在 

的存在价值，而不仅仅是它对人们的用途， 

我们没有任何权利采取浪费和滥用的方式 

利用土地和大自然系统，要抛弃“人定胜天” 

的错误观点，树立节约用地的良好道德观， 

反对土地利用中不道德的铺张浪费行为，才 

能更好地利用每一寸土地婀。 

公平利用、生态利用和节约利用3个原 

则是土地伦理利用的核心思想，大力宣传土 

地生态伦理的这些观点，在土地利用政策和 

措施中贯彻这些原则，可以从伦理道德上规 

范和约束人的土地利用行为，为实现土地持 

续利用提供支持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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