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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系统探讨 了绿色经济发展的整体性要求和层次性特征以及从简单到复杂的演进过程 ，并分析了元素、结 

构、环境要素对绿色经济系统功能及其演进 的影响。指出发展绿色经济其实质是实现社会一经济一生态复合大系统 

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经济和生态三大效益总和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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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green economy unde~tood from the viewpoint of system theory．ZHANG Chun—Xia，SU Shi—Peng(Fujian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University，Fuzhou 350002)，CJEA，2005，13(1)：7～9 

Abstract The systemic requirement，hiberarchy characteristics and gradual evolution from simple tO complex are stated 

systematically，and the influences of element，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 on the systemic function and evolution of green 

economy are analyzed also．Finally，it is reported that the substa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economy is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ound system of society，economy and ecology and gain the maximal total profits of so— 

ciety，economy and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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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是一个由社会经济子系统与资源环境子系统组成的社会一经济一生态复合大系统，该系统中任 

何子系统的发展都会影响其他子系统的发展，并进而影响其 自身的发展，即2个子系统紧密相连、共生共荣， 

因此各子系统只有相互协调，健康发展，整个大系统才能稳定运行。绿色经济是一种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 

经济发展模式，发展绿色经济实质是通过各子系统的协调共进实现社会一经济一生态复合大系统的持续发展 

及其三大效益总和的最大化 ，既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调整，又涉及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等关系 

的协调。只有从系统论角度研究与认识绿色经济的发展，才能从整体准确把握其内在发展规律。 

1 绿色经济系统的整体性要求 

绿色经济系统的本质特征是整体性，整体是由各部分组成，但它具有部分或部分总和所没有的性质与 

功能，这一特点对研究绿色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首先只有从系统的整体进行分析研究，才能全 

面认识绿色经济发展的规律。在社会一经济一生态复合大系统中经济与环境相互依赖 ，经济发展需要环境服 

务，且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替代环境服务 J。社会生产需要消耗 自然资源，并由此造成环境污染，但也 

可促进科技发展，提高防止污染和治理环境的能力，发掘新能源来减轻 自然资源的压力等。良好的自然资 

源与环境可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物质支持和服务 ，但生态灾害、环境污染与资源耗竭也会阻碍社会经济 

的发展，甚至危及人类的生存。因而这2个子系统间不是一种简单的定性关系，而是各种有利与不利影响的 

均衡，解决二者之间矛盾和协调其关系的本质是“度”的把握。若不从大系统整体角度分析研究经济增长， 

则无法真正理解它与自然之间的内在关系，就会导致因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不惜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损 

失，如此下去必然造成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而绿色经济这种新的先进发展模式是把社会、自然环境作为 

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发展的视野u J，具有科学性和生命力，是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其次“整体 

大于部分之和”的系统思想为绿色经济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发展思路，绿色经济即减少环境污染和资 

源消耗，而废弃物或污染往往是“放错地方的资源”，某个企业或生产环节的废弃物往往是另一企业或生产 

环节的原料。若从系统整体角度分析，按照某种对应关系将“废弃物”与“原料”结合起来 ，循环利用，不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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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环境污染，还可降低资源消耗、增加总体福利产出，即“废渣或环境污染 +自然资源消耗 =社会福利产 

出”。这是一种重要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 ，也是系统整体性理论实际应用的典型例子。如福 

建省光泽县圣农鸡业有限公司年产肉鸡 1500万只，产值达 3．56亿元，每年有 2000t鸡肉供应肯德基公司， 

该公司即依靠公司内部循环机制形成强劲的整体竞争力，肉鸡加工下脚料用于养殖鱼鳖和猪，猪粪便作蔬 

菜种植肥料等。 

2 影响绿色经济系统功能的主要因素 

2．1 元素是影响绿色经济系统功能的前提因素 

元素是构成绿色经济系统的物质载体和基本单元，是影响其系统功能的前提因素，且一定程度限制了 

系统功能的发挥。“垃圾进，垃圾出”，企业只有选择无污染的原料，才能生产出绿色产品。目前受污染的原 

料种类越来越多且范围日趋扩大，并沿着食物链迅速扩散，而未受污染的原料 日渐稀缺且价格渐升，这在一 

定程度上剥夺了某些企业进行绿色转换的权利 ，增加了绿色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现实社会中许多企业并 

非不愿进行绿色转换，而是找不到合适的绿色原料抑或因难以支付高昂的绿色原料成本而无法进行绿色生 

产。原料最初源于大自然，只有保护好生态环境，确保绿色原料的充足供应 ，为绿色经济发展提供 良好的物 

质基础，才有可能在全社会范围内真正实现经济的绿色化转变。如圣农鸡业有限公司从元素着手，将养鸡 

场建在森林里，充分利用良好的森林生态环境为企业持续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该养鸡场的鸡吸的是 自然氧 

气 ，喝的是天然矿泉水，因而发病率极低，鸡肉质量高而能被跨国公司所接受，并成为出口免检商品。 

2．2 结构是影响绿色经济系统功能的决定因素 

同样元素不同组合方式表现出不同功能，如近20年来福建省森林覆盖率逐步上升而其生态功能却不断 

下降，其原因主要是森林结构的变化导致森林生态系统功能退化，表现为人工林增加而天然林锐减，针叶林 

增加而阔叶林减少，纯林增加而混交林减少，中幼林增加而近成过熟林减少，空间分布不均衡以及生物多样 

性衰退等。系统功能往往与特定结构相对应，而改变系统结构 比改变元素更容易，这对发展绿色经济具有 

极大的启示。经济绿色化的实质就是通过改变传统经济结构而改变其系统功能，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从宏观层次而言，产业结构、空间布局和消费结构等调整都可改进绿色经济系统功能，促进经济的绿色 

化发展。我国长期“以木材为主”的产业结构既使森林资源不堪重负、森林生态功能 日益减弱和林区发展受 

到限制，又使大量生物多样性资源未得到合理开发利用，处于闲置和浪费状态 ，改变这种单一经营的产业结 

构，对森林生物多样性资源进行综合开发与生态利用可大大增强林 区经济活力和竞争力。从微观层次而 

言，企业发展绿色经济即通过生产结构调整改变企业经营的整体功能，如将生产模式由“直链型”改为“闭合 

循环型”，在获取经济利润的同时不断改善自然环境。导致企业非绿色行为的原因很多，对系统功能结构进 

行分析则较易发现制约企业绿色发展的“瓶颈”和关键因素，进而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促进企业绿色发展。 

有的学者认为企业的绿色化就是在寻找“一个好的共生耦合系统，形成一个使资源能够被多次使用以致它 

的经济用途被耗尽的反馈环 J，’，如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生态园区等。 

2．3 环境与系统互塑共生的关系 

环境与系统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即互塑共生。系统内部联系是决定事物性质的根本原因，但它不是 

孤立的，而是与环境因素相联系的。环境可以塑造系统 ，既可为系统提供生存发展所需的空间、资源、激励 

或其他条件 ，也可能约束、压迫甚至危害系统的生存发展。系统对环境也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一方面为环 

境提供服务 ，改善和优化环境；另一方面与其他系统争夺环境资源，破坏和污染环境。经济系统运行的环境 

十分复杂，既包括 自然环境(主要指 自然资源、气候、土壤、地质、水文和地形地貌等生态环境)，也包括社会 

环境(主要有法律和政策等制度环境 ，国民经济状况和居民收入等经济环境，居民文化素质、教育水平和思 

想意识等文化环境，人口数量、质量和分布等人口环境，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科技环境 ，市场结构、秩序和自 

由竞争水平等市场环境)。环境越复杂，变动越频繁 ，非可控性则越强，对经济系统的约束作用也越大。发 

展绿色经济是系统与环境互塑共生原理的应用和实践，其关键是处理好经济系统对 自然环境的“改善”与 

“污染”作用 ，这是发展绿色经济的理论前提与哲学基础。目前全球性的、频繁的生态环境危机即由工业经 

济系统的消极影响所造成，人类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积极地发展绿色经济以促使经济系统产生积极 

的环境影响，减轻对环境与资源的压力 ，改善经济-社会一生态复合大系统的整体功能。正确把握经济与环境 

的互塑共生原理，既要避免一味地只追求经济增长而不考虑环境因素，又要避免过分夸大环境的作用。发 

展绿色经济即应用系统与环境互塑共生原理，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融合于经济发展的内涵中，在发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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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同时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 绿色经济系统的演进 

绿色经济系统的层次性与绿色经济网络体系。在系统中各元素不断发展变化，并逐渐引起系统的量 

变，而系统的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整个系统的质变。从元素变化到系统质的根本飞跃决不是一次 

完成，而是通过一系列的部分质变实现，每发生一次部分质变则形成一个中间层次，表现为系统的层次性。 

经济的绿色化转变是一个渐进过程，也具有层次性，其层次性是从企业或产品的绿色质变到经济系统整体 

绿色质变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部分质变序列各个阶梯 ，是一定的部分质变所对应的组织形态 ，其中最高层次 

是全球经济系统的整体质变，人类与自然协调发展。在经济绿色化的实践中，不同国家、地区、行业、企业、 

产品由于子系统内部绿色积累以及外部环境的不同而在转变时间尺度上呈现出一定差异，在某一时间横截 

面这些不同层次的绿色经济子系统同时存在，并表现为点、片、线、面互相交错的绿色经济网络。 

绿色经济系统的演进过程。层次性是从静态的时间层面对系统的表述 ，而任何系统在时间纵轴上都有 

发生、发展、拓展、衰败及消亡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由系统内部元素之间、子系统之间、层次之间相互作用等 

内部动因以及系统与环境之间外部动因的共同作用而完成的。一般认为系统是从无序向有序，从低序、低 

级别向高序、高级别演变的。绿色经济系统替代传统经济系统的过程是两者不断博弈的过程，绿色经济在 

博弈中通过非线性的反馈作用逐渐壮大，使之与传统经济的力量对 比发生变化，最终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 

济模式，并迫使后者服从、复制绿色经济模式 ，从而形成绿色经济网络的整体系统。绿色经济系统萌芽于传 

统经济系统内部，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经济系统无法协调经济发展与 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即在 

外部环境的压力下传统经济系统弊端逐渐显露出来，必然要被一种更高级的经济系统——绿色经济系统所 

替代。成功的绿色经济子系统具有较好的示范作用 ，并提供绿色转变经验和科学技术 ，带动其他子系统的 

绿色化转变，促进整个绿色经济系统的发展。绿色经济系统逐步演进 ，并不断向高层次发展，主要表现在范 

围扩大和内涵深化两方面。绿色经济系统的范围一般是由局部到整体逐渐扩展，即个别条件较优越的企业 

或产品实现绿色转变并不断积累经验；在它们的影响下一些行业或地区开始较大规模地推广该发展模式 ， 

形成绿色产业带或绿色区域 ，如生态工业园区(EIP)；绿色行业种类不断增多，绿色区域面积 日益扩大，一些 

先行绿色发展的较大区域开始协调内部各子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的关系，实现更大规模、不同行业之间的绿 

色平衡 ，如不断涌现的生态县(市)和生态省(区)建设等；整个经济系统即全球经济系统都实现了绿色转变 ， 

经济系统整体发生质的根本性变化，人与自然实现和谐发展。一定条件下也有个别子系统实现跨越式的发 

展。在经济系统绿色范围不断扩大的同时，其绿色程度也不断加深。有深浅之分，如企业迫于各种政策和 

社会压力，减少其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污染，是一种较低层次的绿色化表现。此后企业发现进行这样的转变 

不但可树立良好的绿色形象，还可节约生产成本，于是它将绿色化确定为 自己的发展战略，该企业被动的绿 

色化就转变为主动的绿色化——更深层次的绿色化。而绿色化内涵也可能从防止污染型逐步发展为自然 

友好型，如不消费珍贵稀有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加强绿色公益广告宣传和培育绿色文化等。 

综上所述 ，系统的整体性特征要求发展绿色经济应从社会一经济一生态复合大系统着手，协调社会经济子 

系统与资源环境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以实现整个大系统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系统与环境 

互塑共生原理表明发展经济与保护自然环境可能且必须实现双赢，良好的自然环境可为绿色经济的发展提 

供良好元素；调整宏观经济结构及企业微观经营结构，变直链型经济为循环型经济，可有效改善经济系统的 

绿色功能；合理的制度环境可有效促进和保障绿色经济的顺利发展。绿色经济的发展具有层次性特点 ，由 

低向高不断演进，制定合理的绿色制度可加快经济系统绿色化进程 ，但绝不能急于求成 ，切忌使用行政强制 

手段搞一刀切，应将市场竞争机制和政府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有效相结合，充分考虑企业主观能动性以及 

区域经济与环境的现实而科学制定绿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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