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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目前所面临的深度危机源于伴随近代文明的出
 现而形成、且已得到广泛传播的主流价值观。因此，要

 使人类走出目前的困境，就必须反思和改变这种主流价
 值观。作为一种全新的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的一个革命
 性的变革就在于，它在强调人际平等、代际公平的同

 时，试图扩展伦理学的视野，把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纳
 入伦理关怀的范围，用道德来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态文明
刘湘溶教授：湖南师范大学校长、中国伦理

学学会理事、中国环境哲学专业委员会理事

长。主要研究领域：环境伦理学。

“生态危机”已经不是预言，是每个人在

现实生活中可以直接接触到、感受到的事实

：安全的食品、干净的空气、清洁的水源、

和煦的阳光、适宜的气候、充足的能源、可爱的动物等都离
 我们越来越远，人类变得越来越孤独，生命变得越来越脆
 弱。中断了与自然的联系，人类就像在母腹中被剪断了与
 母亲血脉相通的脐带一样，难免“胎死腹中”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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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1360名科学家认为地球不“健康” 千年生态系统
评估成果全球同步发布

www.most.gov.cn 2005年04月01日

 
来源：科技日报

“过去50年，人类改变生态系统的速度和范围前所未有。在
 未来50年内将进一步加剧。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

 盟首席科学家杰夫•迈克尼利在3月30日的千年生态系统
 评估（MA）成果发布会上发出这样的警告。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是描绘地球健康状况的一项重要的国际合作计划。于2001年6月由安南

 宣布启动。其目标是为决策者提供有关生态系统变化与人类福祗之间关系的科学信息

 。来自全球95个国家的1360名科学家参加了为期四年的国际合作项目。项目开展了全

 球、亚全球、区域和国家等不同尺度的大量评估工作，将生态学的成果进行综合与分

 析。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成果今天在北京、伦敦、华盛顿、东京、开罗等8个城市同步发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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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伦理历史发展

环境伦理的基本原则

案例研究

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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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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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

�环境伦理学

�生态环境伦理与生态伦理

�生态文明

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十七大报告的一个亮
 点。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后，生
 态文明的提出，使得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越来越
 清晰、内涵越来越丰富。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
 到社会发展目标中统筹考虑，建设生态文明，这
 是中国共产党对子孙后代和世界负责的庄重承诺
 。

http://opinion.people.com.cn/GB/8213/49160/49220/6445804.html
http://opinion.people.com.cn/GB/8213/49160/49220/6445804.html
http://opinion.people.com.cn/GB/8213/49160/49220/6445804.html
http://opinion.people.com.cn/GB/8213/49160/49220/6445804.html
http://opinion.people.com.cn/GB/8213/49160/49220/6445804.html
http://opinion.people.com.cn/GB/8213/49160/49220/6445804.html
http://opinion.people.com.cn/GB/8213/49160/49220/6445804.html


十七大报告

�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
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
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
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
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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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的内涵

三百年的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世界工
 业化的发展使征服自然的文化达到极致；一系列全球性生
 态危机说明地球再没能力支持工业文明的继续发展。需要
 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来延续人类的生存，这就是生态文
 明。如果说农业文明是“黄色文明”，工业文明是“黑色文
 明”，那生态文明就是“绿色文明”。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

 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
 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
 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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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不同环境伦理观背景及发展

)伦理——研究道德的科学，是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

所遵循规则和应尽职责。

)环境伦理学——继承传统伦理学基础上，研究范畴拓

展至人与自然关系，具人类生存社会性和自然和谐性

双重内涵。

6.1.1 中国古代朴素的“天人合一”观

“天人合一”思想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生存严
 重依赖于自然的情况下产生，是自然条件限制下的被
 迫选择，未上升到理性高度。



6.1.2 6.1.2 马尔萨斯的马尔萨斯的““人地矛盾人地矛盾””观观
 认为：耕地有限，按算术级数增长的粮食产量不可

 能与几何级数增长的人口保持同步增长，终将导致粮食
 和基本生活资料低于人类生存必需的下限，并率先提出
 抑制生育的观点。

6.1.3 6.1.3 人类中心论人类中心论

人类中心论把人的利益作为最高准则来判定一切事
 物，倡导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提出人类有权为自身利益
 随意对待自然，认为人类文明进程建立在自然屈服上。



图6-2珍稀植物——红玉兰

图6-3 珍稀动物——亚洲象

图6-4 美丽的家园——地球



6.1.4 生物中心论

生物中心论认为动物、植物及所有生物都有生存权
 利和自身固有价值，都应受到同等尊重。

6.1.5 地球整体论

主张不仅生命体具有内在价值，大气、水体、土
 地、岩石和自然景观等整个自然界都有其固有价值和
 权利，代表人物Aldo Leopold 。

6.1.6 代际均等的伦理观

强调人与人的权利均等，认为子孙后代与当代人
 有同等权利享有自然资源与拥有良好环境。



6.2  环境道德观

☯传统道德观注重人与人的关系，未认识到大
 自然是人类生命的源泉，将其当作随意索取
 和利用对象。

☯环境道德观要求人们树立正确自然观，学会
 尊重、师法和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

☯但也不能片面强调保护自然而无所作为，走
 向另一极端。



6.3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

♥ 可持续发展观的伦理学核心是公平与和谐。

公平——代际公平及不同地域人群间的代内公平
 和谐——全球范围人与自然的和谐。

	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理论基础：人与自然相

互依存、和谐统一的整体价值观。

�人类对自然的权利和义务相互制衡，研究环境

伦理和人类发展模式目的，在于促进整个人类-地
球复合系统和谐演进。



6.4  环境伦理的基本原则

可持续发展的
 伦理观要求我们
 用生态思维去观
 察认识世界，以
 此为审视言行的
 准则，即对待生
 态环境必须遵循
 以下原则：

环境伦理基本原则

最小伤害原则

比例性原则

协调性原则

适度消费原则

分配公平原则

公正补偿原则



�公正原则

�权利平等原则

�合作原则

图

 
6-4  意大利的城市空气污染

（引自UNEP，

 
Angelo Dotto, 全球环境展望3，

 
2003）



6.5 可持续发展

6.5.1 几种代表性的发展模式

（1）经济增长决定论

�零增长论

�盲目乐观论

�综合发展论

�变通发展论

�可持续发展论



6.5.2可持续发展要旨

基本原则基本原则

可持续原则可持续原则 共同性原则共同性原则 需求性原则需求性原则公平性原则公平性原则

经济目标 追求质量和效率

生态-环境-
资源目标

强调为使系统达良性循环，
 发展要与自身承载力协调

社会目标 社会公平，人口适度增长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战略，明确指出人类
 不是自然界中心而只是其中一员，人类必须与自然和谐
 相处。与传统发展模式区别在于：

绿色卡片：可持续发展与传
 统发展模式区别

物质资源推动型 非物质资源推动型

单纯追求经济增长 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

注重眼前局部利益 注重长远全局利益

以物为本 以人为本

传统发展模式传统发展模式 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



6.5.3 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指标系统要素或效益的定量或定性表征，它包
 括指标的名称以及具体数值两部分。

�指标体系形态上分为 单一指标类型

综合性指标体系类型

�研究方法上分为 基于货币化理论估值指标体系

非货币化理论估值的指标体系

�或者分为 以系统理论和方法构建的指标体系

基于环境货币化估值的指标体系

以生物物理量来衡量的指标体系



以系统理论和方法构建的指标体系中，我国可
 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分为5个层次：

总体层、系统层、状态层、变量层、要素层；

5个子系统：

生存支持、发展支持、环境支持、社会支持、
 智力支持系统。

共采用45个变量和224个指标，较全面定量描述
 可持续发展状态和该战略实施总体效果。

绿色卡片：
中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6.6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6.6.1 中国的必然选择

（1）我国发展的现实条件

人口包袱沉重、自然资源短缺、自然灾害严重、
 生态环境恶化、创新能力不足等。

（2）发展模式的理性选择

1996年我国政府作出把可持续发展列为基本发展
 战略的理性选择，这与我国致力的协调发展一致，
 体现在：

$ 保障全体人民的基本需求

$ 迅速发展经济，提高人均收入水平，

$ 实现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
的长期平衡和协调发展。



6.6.2 生态、环境发展趋势与面临的挑战

(1)自然生态环境状况的发展趋势
中国自然生态环境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呈恶化趋

 势，重要原因是巨大人口压力使已遭受破坏的生态
 环境无喘息时间。

年 份 生态环境应力指数

 （％）
年 份 生态环境应力指数

 （％）

1995 100 2020 138.0

2000 110.5 2030 120.0

2010 124.0 2050 106.0

表6-1   未来生态环境应力预测

注：本表摘自2003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2003



（2）环境污染的发展趋势

空气污染:燃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引起酸雨污染严
 重；烟尘、粉尘、汽车尾气污染及北方四个沙尘暴
 源区引起沙尘污染，导致空气污染形势相当严峻。

水体污染:主要来自工业废水排放，水污染防治
 与工业发展矛盾突出，污染治理滞后情况近期难以
 根本解决。

其他:城市工业废渣和城市垃圾污染、工业噪声
 和建筑施工噪声污染也比较严重。



（3）高速城市化带来的环境问题

大城市、沿海开放城市和旅游城市通过环境综合整
 治，环境质量会有一定改善；而中小城市经济实力和基
 础建设不足，城市膨胀超前形成，引起环境恶化；

燃煤量大的城市和工业区大气环境质量可能会继续恶
 化，

新兴中等城市噪声污染会加重；

城市污水处理和垃圾清运将得到改善，但无害化处理
 率短期难以有大提高。



全国环境污染形势严峻，自然生态恶化趋势不
 能有效遏制有以下原因：

�人口增长和传统发展模式对环境的沉重压力；

�环境意识普遍不高，环境法制观念不强；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环保投入不足，机制不健全。



6.6.3 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对策

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

� 核心是发展；

� 重要标志是资源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

� 要求人们既考虑当前又考虑未来发展需要；

� 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关键在于综合决策和管理机制

改善；最深厚根源在于民众之中。

20世纪80年代初，保护环境确定为基本国策，
 在此指导下，坚持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同
 步规划实施、发展和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统一的方
 针，并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把环境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开展国土开发整治，强化防灾减灾

实行计划生育，努力减缓人口对环境的压力

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强化环境

监督管理

实施能源开发与节约并重的方针，开展污染物排

放总量控制

推行清洁生产，防治工业污染

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保护和改善环境，改变消费

观念

建立以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为核心的环境保护战略

坚持以强化管理为中心的环境保护工作方针

发展环境科学技术和国民环境教育



6.7案例研究

中国国家可持续发展试验区简介

这是政府推动地方贯彻实施《中国21世纪议程》
 的一项战略举措，1986年由科技部与国家计委等部门
 共同发起，截至2003年，已建立国家级实验区40个，
 省级60个，遍及全国25个省市（图6-6）。

7年来，通过开展国内外培训项目和示范工程，提
 高了地方决策者、企事业管理人员以及社会公众的可
 持续发展意识。



科 技 部 、 国 家 计 委 等 有 关 部 委

省 、 市 领 导 小 组 及 省 主 管 部 门

国 家 可 持 续 发 展 实 验 区 办 公 室

专 家 指 导 委 员 会

省
级
实
验
区

省
级
实
验
区

国
家
实
验
区

国
家
实
验
区

国
家
实
验
区

图6-6   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组织结构
(引自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简介，2003)



问题与讨论

1.环境伦理学的发生、发展经历了哪些阶段?各个
 阶段有什么思想产生?

2. 正确的环境伦理观是怎样的?其实际意义是什么?

3.可持续发展与传统发展模式的区别在哪里?

4.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采取什么政策措施?




	第二篇环境科学的理论基础��第六章�             环境伦理
	最新新闻搜索
	幻灯片编号 3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内容概要 
	参考文献 
	概念辨析 
	十七大报告
	生态文明的内涵 
	6.1 不同环境伦理观背景及发展
	幻灯片编号 11
	幻灯片编号 12
	幻灯片编号 13
	�6.2  环境道德观�
	6.3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 
	6.4  环境伦理的基本原则 
	幻灯片编号 17
	6.5 可持续发展 
	6.5.2可持续发展要旨 
	幻灯片编号 20
	6.5.3 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幻灯片编号 22
	6.6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6.6.2 生态、环境发展趋势与面临的挑战
	幻灯片编号 25
	幻灯片编号 26
	幻灯片编号 27
	6.6.3 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对策 
	幻灯片编号 29
	6.7案例研究
	幻灯片编号 31
	幻灯片编号 32
	幻灯片编号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