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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传统环境伦理观的再认识 ,剖析了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的内涵 , 提出在新农村建设中应树立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 , 并
且从技术层、宏观层、制度层和发展层 ,探索了形成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的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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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reunderstandi ngthe traditional environmental ethics , the connot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ethic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as ana-
lyzed . It was put forward that the environmental ethic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houl d be established in newcountrysi de construction . And mai n mea-
sures for developing the environmental ethic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re explored at technology level , macroscopic level , systemlevel and develop-
ment level .
Key words  New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al ethics consciousness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作者简介  熊建新( 1970 - ) , 男 , 湖南常德人 , 硕士 , 讲师 , 从事学科教

学论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方向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收稿日期  2008-02-18

  目前, 就农村地区而言, 生态环境问题比较突出 , 引起了

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 特别是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建

设“生态文明”的战略思想。对于建设新农村中出现的这一

现象, 环境伦理观学者对此作了有益的探讨。在国外, 比较

系统地阐述现代意义上的环境伦理学思想的是法国人施韦

兹和美国人莱昂波特。他们的思想观对现代环境伦理思潮

和环境保护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国内, 触及环境伦理

方面的可行性研究不多, 尤其是针对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生

态环境问题。因此, 在新农村建设中树立可持续发展环境伦

理观, 对于新农村建设有着普遍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  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的提出

1 .1 传统环境伦理观两种对立观点

1 .1 .1 “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人类中心主义”是从西方人

与自然冲突的文化传统中发展起来的一种传统的环境伦理

思想。这种观点的核心内容是一切以人类的利益和价值为

中心, 以人为根本尺度去评价和安排整个世界。随着人类欲

望的无限扩张, 这种伦理观导致生态环境严重破坏, 环境问

题日趋严重, 进而威胁到全体人类的生存。由此, 人们对“人

类中心主义”思想提出了质疑[ 1] 。

1 .1 .2 “生态中心主义”思想。“生态中心主义”是西方学者

在反思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犯下的种种错

误之后所提出的一种激进的环境伦理观。这种观点的核心

内容是一切以生态为中心, 强调生态的整体价值。其可贵之

处在于主张用“绿色文明”取代现代工业的“黑色文明”, 用

“适度消费”代替“高度消费”, 提倡节俭的生活方式, 倡导公

平和民主等。但这种思想的理论视野只看到了人的自然属

性, 而看不到人的社会属性, 忽视了人类所具有的“能动者”

的作用。因此,“生态中心主义”在保护环境的最终目的上必

然陷入难以解脱的理论困境。

1 .2 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的诞生 在上述两种思想对立

的背景下, 学术界在研究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伦理学过程中孕

育着一种新型的环境伦理观, 即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它

在辩证看待传统环境伦理观的基础上, 把研究视野扩展到人

与自然的关系, 着重研究自然的价值、人对自然的权利和义

务、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以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方

面[ 2] 。基本内涵可概括为“一个核心、两个基本点”[ 1] 。“一

个核心”, 即和谐与公平。“两个基本点”, 即一是强调人类在

追求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权利时, 应与自然保持一种

和谐关系, 而不应凭借手中的技术和投资, 采取耗竭资源、破

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方式追求这种权利的实现; 二是强调当

代人在创造和追求发展与消费的时候, 应努力做到使后代人

与自己的机会平等, 体现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

2  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意义

2 .1 为新农村环境立法提供了全新的指导思想  可持续发

展环境伦理观强调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 两者均是生态系统

的共同组成部分, 相互依存, 协同发展。这与环境立法的真

正目的———保持生态系统整体价值是相吻合的。尽管这些

年来人类在环境保护中取得的成就非常明显。据统计 , 截止

2003 年 , 在环境保护立法方面, 我国已缔结多边环境公约21

项、双边环境协定21 项 , 颁布环境保护法律6 部、与环境有关

的资源法律9 部、环境保护行政法规29 项、环境标准364 项

等, 已建立一套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尤其是在环境保护基

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提出经济建设、城

乡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 以达到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的环境保护方针。这些

法规与可持续发展的精神从整体上讲是一致的, 但仍存在不

少问题, 如法律之间的冲突及重复立法的现象比较严重; 某

些环境法律制度依然欠缺, 如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

和保障措施尚未真正建立起来。追究其根源还是立法指导

思想存在问题。可以说, 到目前为止尚未形成成熟稳定、系

统化的指导思想。为改变这种状况, 应以可持续发展环境伦

理观来指导新农村现行环境立法 , 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平

衡, 尊重生态环境价值和发展规律。

2 .2 为新农民注入了全新的思想观念 农村地区生态环境

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最为关键的因素是人为原

因。长期以来, 由于我国农业人口规模大、农业人口素质低 ,

在传统思想观念之下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导致生态破坏

和环境污染现象愈显突出, 成为制约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

发展的终极因素。所以 , 在新形势下运用可持续发展环境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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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观武装人们的头脑, 可以为新农民注入全新的思想观念。

通过提高人们的道德境界, 调整人们的生活态度, 确立一些

环境伦理的道德行为规范, 指导人们树立新型的环境伦理

观, 建立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和生产方式, 才是新农村、新

生态、新发展和新生活的思想精髓。

2 .3 对新农村环境保护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美国著名

法学家郎·富勒指出“真正的法律制度必须符合一定的道德

标准”, 而“完善的法是内在道德与外在道德的统一”。这就

说明环境伦理观只有借助于具体的法律体现出来, 才能在新

农村环境保护实践工作中发挥作用。具体来说, 由立法者将

新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中的某些道德观念与规则借助

立法程序以法律形式表现出来后 , 以此获得全体成员共同遵

守, 并逐渐演化为社会的共同道德理想, 保证环境法的权利

和利益的分配是公正的[ 3] , 从而确保权利主体有效地行使他

们的权利, 新农村建设主体自觉地贯彻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

观, 不至于引发更多的生态环境问题, 最终确保新农村建设

中环境保护工作顺利展开, 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3  新农村建设中形成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的措施

3 .1  从技术层面来看, 提高农民素质是关键 十六届五中

全会提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

主”的要求体现了新农村建设中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

四位一体的发展布局。要实现这一目标, 关键点在于新农村

建设的主体———农民素质的提高。实践已证明, 农民素质的

低下是新农村建设中生态环境问题出现的内驱动力, 直接制

约着农村科技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乃至整个农村经济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4] 。可见, 培育具有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

观的新型农民乃当务之急。所以, 应推进农民职业教育发

展, 改善农村教育结构, 为农民素质的提高奠定一个坚实的

知识平台; 充分发挥各级农技推广站和农民技术协会的引导

作用, 为农民素质的提高创造一个良好的内在环境; 加强农

民操作技能认证的创新与建设, 为农民素质的提高创设一个

先进的技术保障; 加大舆论宣传与思想教育力度, 促进农民

思想观念的转变, 不断提高广大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

3 .2  从宏观层面来看, 普及环境科学知识是重要手段  目

前, 我国民众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意识普遍缺乏。这直接

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和行为方式, 导致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

行为屡见不鲜。由此看出增强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意识对

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而增强这种意识的重要手段为普

及环境科学知识。现阶段, 我国环境科学知识教育并未引起

足够的重视 , 公众积极主动参与环境保护的意识不强, 对环

境问题的整体认识及其背后蕴藏的价值取向还很模糊。所

以, 应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广泛宣传普及生态知识、循环经

济知识和环保法规, 引导社会公众树立现代生态价值观, 倡

导文明的生活和绿色消费理念; 社区、乡镇和村组兴办农民

学校, 对成年人进行环境科学知识的教育, 以鲜活的事例直

接引起民众的震撼; 在义务教育中列入环境科学知识课程 ,

使人们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意识从小就开始养成; 环境专

家和教育专家应携手合作, 根据不同群体的情况编写环境科

学基本知识教材, 为提高全民环境科学知识做贡献[ 5] 。

3 .3  从制度层面来看, 强化环境法律制度是重要保障  环

境伦理意识和道德行为准则的形成对人们的实践活动产生

一定的规范作用和约束力。如果违背它, 那么就会受到来自

内部的道德良知和来自外部的社会舆论的谴责, 但是对于保

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力度仍显不足。为了达到应有的

力度, 必须加强环境保护制度的执法力度, 体现出更强的约

束力和强制性, 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当前, 发展循环农

业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题之一。“减量化”、“再使用”和

“再循环”的行为准则要求我们重点制定促进节能、节水和节

电的鼓励政策和再生资源回收处理的激励机制, 只有这样才

能使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落到实处。

3 .4  从发展层面来看, 走生态农业之路是根本途径 实践

已证明, 发展生态农业是新农村建设现代化农业的必然选

择。其意义不仅体现在农村经济状况的明显改善上, 而且体

现在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生态环境两者的协调上。可以说 ,

新农村建设中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能否得以落实 , 从发

展层面来讲 , 其根本出路取决于生态农业发展的进程。例

如, 当前我国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农产品

质量安全日益得到人们关注和重视, 绿色食品倍受消费者青

睐。因此, 作为生产主体 , 农民选择生态农业发展的模式和

“绿色生产与经营”的理念已渐入人心, 成为新农村环境伦理

意识发生重大转变的集中体现。

4  结语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建设工程 , 以可持续发展环境伦

理观作为这项工程的理论基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

意义。同时 ,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要真正贯彻可持续发展环

境伦理观, 从技术上、宏观上、制度上和发展上也是漫长而逐

渐提高的过程。当前正处在探索的阶段, 今后要借鉴国外农

村建设的成功经验, 加强方法学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应用农

业技术研究和农村示范推广研究 , 坚持把可持续发展环境伦

理观引向深入, 最终实现新农村建设的社会、生态和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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