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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伦理意蕴

董前程

［摘    要］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都提出了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将生态文明建设

上升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对生态危机的深刻反思，具有深厚的伦理意蕴。

解读生态文明理论的伦理意蕴，对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五位一体”总布局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研

究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伦理意蕴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它追求生态平等和谐的

伦理价值目标；第二，坚持生态理性发展的伦理实践手段；第三，要求以生态良知为核心的生态责任的

伦理道德选择；第四，需要以生态自由为核心的生态公正作为伦理保障。

［关键词］  生态文明；生态和谐；生态正义；生态责任；生态理性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文明形态的发展过程，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基佐所言：“文明主要包

括两点：社会状态的进展以及精神状态的进展；人的外部条件和一般条件的进展，以及人的内容性质

和个人性质的进展。总而言之，是社会和人类的完善。”a当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的渔猎文明发展到以

资本主义理性为主的工业文明时，在促进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也给自己带来了社会风险与生态

危机，面临着如物种灭绝、环境污染等极大的风险和不确定，这种风险与不确定“最终将危及人类的文

明，正像对殖民地的掠夺曾导致19世纪的大英帝国解体一样”，b引起了人类开始反思审视自身所处

的文明，酝酿了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逐渐成为全体社会的共识且愈发重要。从伦理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不仅能凸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伦理价值，而且能够对我国当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

供有益启示。

一、 生态和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伦理价值目标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探索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不仅积极吸取了资本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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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实践，还善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与实践中汲取所需的理论与实践，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为

基础，尤其是在党的十六大以来，在经济建设中不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这种理论是追求以生态平等为核心的生态和谐理论。

人类诞生以来，就为实现人类的平等孜孜追求，也正在对这一目标的不断追求中推动着人类社会

的持续进步与发展。“平等，就其本性而言，在于使用同一尺度，但是，不平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

不同等的，他们就不会成其为不同的人）要用同一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

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a在这里，马克思认为，所有的人都生而平等，不管是哪个民族、哪个国家

的人都应该平等地享有政治地位和社会权利，也不管是同代人还是隔代人也都是同等无差的，都应该

得到平等的尊重与保护。随着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人类社会的平等观也必须不断扩大，要突破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从时空上向整个自然界发展，需要从整个生态系统出发，建立一种整体的生态平等观。

在生态伦理学家看来，人不仅仅具有社会性，也具有自然性，“与其他生物一样都是地球生命共同

体的一员”，b而且“人靠自然界生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c，与自然界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二

者是相互包容的。同时，人与自然也是荣辱与共的，与自然界的其他生存物之间没有本质上的贵贱之

分，“人既不在自然界之上，也不在自然界之下”d，“道无贵贱”，人与自然之间也是平等的。因此，自然

界也理所当然地要从人类那里获得平等的关心的道德权利，我们要以“一种道德态度尊重自然的某些

方面”e，遵循自然规律，合理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伦理规范，调节人与人、人

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永续和谐发展。无数的实践证明，一旦我们人类与

自然不能平等地相处，将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作为了征服对象，那么我们就会破坏甚至割裂人与自然

之间的和谐关系，就会适得其反。正如恩格斯所说，“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

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

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存库”。f因此，人类要“学会尊重生

命，赞赏物种的进化和生态系统的相互依赖，学会与大自然息息相通”，g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我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过程中，一直遵循了以生态平等观为核心的生态和谐的

伦理价值。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均占有量小，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严重制约了生态和谐社会的建

立。为此，邓小平提出了“节制生育”的观点，主张人口与自然资源的协调发展。党的十二大以来，党

中央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了要坚持保护优先的原则，实现自然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相统一，要坚持走

可持续发展道路，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有效的开发。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

设理论更是得到了不断推动与创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是一种建立在生

态平等基础之上的生态和谐观。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不仅仅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发展，还包括了人与

自然的协调发展，这种发展是一种和谐的生态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要求人们遵循自然的客观规律，

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避免人类现在以及将来陷入社会风险与生态危

机中。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将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了和谐社会的

题中之义。和谐社会追求人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自然的协调发展，是一种整体的、综合的、全面

的、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社会，这个“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

a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 305页。

b［美］保罗·沃伦·泰勒：《尊重自然：一种环境伦理学理论》，雷毅、李小重、高山等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第 62页。

c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 95页。

d［美］R�T�诺兰等：《伦理学与现实生活》，姚新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 454页。

e［美］保罗·沃伦·泰勒：《尊重自然：一种环境伦理学理论》，第 56页。

f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 384页。

g［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 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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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a

党的十七大以来，我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上不断发展，尤其是党的

十八大、十九大报告上提出的“美丽中国”理论。“美丽中国”的提出是站在生态整体主义的立场，认

为人和自然界中的所有生物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等都是平等的，“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b因此我们要坚持以生

态平等为核心的生态和谐观，珍惜自然，在向自然索取的同时也要平等地对自然界以及整个地球生态

系统给予生态关怀，尽我们应尽的责任，不对它们造成任何伤害，“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c在发展过程中的“每个细节都要考虑对自然的影响，更不要打破自

然系统”，d建设一个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2013年11月，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作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时进一步指出：“我们要认识到，山水

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

树。”e在这里，他强调了自然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一个生态共同体，所以我们要尊重自然，与自然

和谐相处，“如果破坏了山、砍光了林，也就破坏了水，山就变成了秃山，水就变成了洪水，泥沙俱下，地

就变成了没有养分的不毛之地，水土流失、沟壑纵横”，f就会影响“美丽中国”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

进一步明确地提出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蕴含着的生

态平等与生态和谐观。

二、 生态理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伦理实践手段

人类自诞生以来，对赖以生存的大自然开始了无节制地开发，对自然的破坏越来越严重，逐渐导

致生态危机的发生。为此，恩格斯对人类这种毫无生态理性地无节制地发展提出了警告：“我们不要

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

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或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

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g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开始以一种生态理性来追求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并

以此为实践手段进一步促进了生态道德与生态文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也

逐渐主张要求以生态理性为核心的生态发展，如此，才能促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

生态理性是生态文明社会的哲学基础，也是生态文明社会的时代呼唤。随着启蒙运动的开展，人

性得到了彻底的解放，人也成为了单向度的人，而自然界的神秘感也逐渐在人类面前褪去，人对自然

界的敬畏也慢慢消失，开始将自然作为了征服的对象。在经济理性与科技理性的驱动下，人类在认

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也开始了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逐，“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

界——固有的价值”，h结果在理性的旗帜下，人类对自然界却实施了各种反理性的行为。随着人不断

异化，自然的异化也加剧，“导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生态环境被破坏，人与自然界之间的有机的新

陈代谢过程被割裂”，i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引起生态风险与生态危机。于是，人类面对一直以来

a［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9页。

b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 11月 16日。

c新华社：《习近平张德江俞正声王岐山分别参加全国两会一些团组审议讨论》，《人民日报》2015年 03月 07日。

d人民日报记者：《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召开》，《人民日报》2013年 12月 15日，第 1版。

e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f转引自陈二厚等：《为了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生态文明建设纪实》，《人民日报》2015年 03月 10日。

g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第 383页。

h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 52页。

i夏从亚、原丽红：《生态理性的发育与生态文明的实现》，《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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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标尺的资本主义的理性产生了疑虑，开始了反思，提出了各种观点，都突出了生态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尤其以生态理性的主张最具批判性与合理性。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高兹在充分反思经济理性的

合理性基础上，认为“生态学有一种不同的理性，它使我们知道经济活动的效能是有限的，它依赖于经

济外部的条件。尤其是，它使我们发现，超出一定的限度之后，试图克服相对匮乏的经济上的努力造

成了绝对的、不可克服的匮乏。但结果是消极的，生产造成的破坏比它所创造的更多。当经济活动侵

害了原始的生态圈的平衡或破坏了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时，就会发生这种颠倒现象”。a

因此，我们要克服因在经济理性的驱动下对利润的迅速与巨大的追逐，对大自然的疯狂掠夺导致

我们生活的地球陷入风险中，这种风险可以“理解为这样一种现实，它进行自我侵害的程度超出了我

们的想象”，b各种生态风险如空气、水和土壤污染等导致了多种疾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

“缺乏洁净水和卫生设施导致每年有84�2万人死于腹泻病，其中97%在发展中国家”，如果任其发展

下去，甚至会毁灭我们生活的地球中的生命。因此，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要考虑到自然承受能力的有限

性，要坚持生态理性。因为“生态理性在于，以尽可能好的方式，尽可能少的，有高度使用价值和耐用

性的物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并因此以最少化的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来实现这一点”c，追求以更

少但更好的社会，是以整体主义为基础的，而这正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不谋而合。所以，我们在生

态文明建设实践过程中，要坚持以生态理性为核心的生态发展，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统一，毕

竟“当前的危机并不意味着现代化的过程已经走到了尽头”。d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刚刚上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许多问题，需要坚持生态

理性发展观。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全员参与，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但是人是具有理性的社会人，在面对

自然时要坚持生态理性，做事之前要理性地思考是否会破坏生态环境，有没有必要去做，因为如果“没

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e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

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f为此，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过程中，要

坚持适度的原则，不能毫无节制地掠夺大自然，也不能毫无节制地发展经济和消费。在经济生产上，

要树立生态生产观，坚持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社会生态理性的根本标志。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

济社会的发展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资源被大量地浪费，森林被大片地毁坏，一些不可再

生资源急剧减少，湖泊干涸，生物物种多样性逐渐丧失，沙漠化现象严重，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完

全被破坏，像沙尘暴、雾霾等极端天气和自然现象频发，不仅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还严重影

响了人们的身心健康。我们党和国家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在深刻分析经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出

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

条件，决不能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g

为此，我们要坚持生态理性，尊重自然，从实际出发，“把节约放在首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统

筹规划国土资源开发和整治，严格执行土地、水、森林、矿产、海洋等资源管理和保护的法律。实施资

源有偿使用制度。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植树种草，搞好水土保持，防治荒漠化，改善生态环境。控

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重视人口老龄化问题”。h同时在生态保护过程中要有长远的眼光，“要注

aA� Gorz, Capitalism, Socialism, Ecology, trans� by Chris Turner, London: Verso, 1994, p�16�

b［德］贝克：《自由与资本主义》，路国林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 226页。

cA� Gorz, Capitalism, Socialism, Ecology, p�33�

dA� Gorz, 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 London: Verso, 1989, p�1�

e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第 42页。

f习近平：《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人民日报》2013年 09月 08日。

g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时期环境保护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383页。

h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 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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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算大账”，不能“只算局部的眼前的小账，而不算全局的长远的大帐”，a不能急功近利，否则就会损

害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而且，要重视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要坚持理性、有序的原则。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了要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

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使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

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但

是已经将生态环境纳入了一种“文明发展道路”。也正是在这种思想下，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科学发展

观，强调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放弃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坚持“五个统筹”，实现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可以说，这种“新的发展形势追求适度，而不是更多。它必须以人为本，

特别是要优先考虑穷人而不是利润和生产，必须强调满足基本需求和确保长期安全的重要性”，b要坚

持以生态理性为核心的发展，实现从“经济人”到“生态理性经济人”的转变，力求从“又快又好”的

发展向“又好又快”的发展转变，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

食物，在良好的环境中生活”，c“使我们的祖国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洁，人与自然的关系

更和谐”。d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到了“五位一体”的高度，作为了我国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

党的十八大强调，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

化的严峻的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

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e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强调，

“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形成绿

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要建设的现代

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

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f这充分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生态理性与生

态发展，我们追求的发展不是盲目的无限制的，哪怕把经济发展的步伐放缓一点，也不能涸泽而渔，不

能再简单地以GDP论英雄，要坚持以生态理性为核心的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绿

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g创新发展理念，培育有生态理性的公民，切实做到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努力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中国。

三、 生态责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伦理道德选择

随着人类对自然的不断掠夺与消耗，自然逐渐从人类敬畏的神灵成为了人类的奴仆，人类在“解

决‘如何’一类的问题方面相当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为什么’这种具有价值含义的问题越来越

a江泽民：《在中央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环境保护部主办、中国环境年鉴社编辑：《中国环境年
鉴》（1998年），北京：中国环境年鉴社，1998年，第 3页。

b俞可平：《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 4期。

c胡锦涛：《爱护环境保护环境建设环境 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民日报》2005年 4月 2日。

d胡锦涛：《持之以恒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工作 切实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人民日报》2006年4月02日。

e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年 11月 18日。

f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
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 12月 28日。

g《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分别参加全国两会一些团组审议讨论》，《人民日报》2014年 03月 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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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糊涂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谁也不明白什么是值得做的。我们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迷

失了方向”。a于是，人类面对满目苍夷的生态环境，开始对当前的社会发展进行审视反思，意识到“绝

不能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绝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b意识到生态危机的根源不是别人

而是人类自己，意识到“在现代世界中，精神与肉体、人与自然之间的割裂产生了一种新的瘾嗜：我们

的文明实际上是对消耗地球上了瘾。我们失去了对自然界的另一部分的生动活泼的直接体验，而这种

瘾嗜能使我们逃避这种损失引起的痛苦。人与世界的交流能提升人的精神，使人的知性中充溢生活本

身的丰富性和即时性，但我们却远离了这种交流，而工业文明的喧嚣又掩盖了人类深刻的孤独。c对

自身灵魂的拷问，使人们清晰地认识到，在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人不应采取从同自然对立的立场上

来理解自己文化活动的意义，不应该采取对自然消极顺从或肆意征服的态度，而应该把在人与自然和

谐的基础上优化自己的生命存在看作自己文化活动的基本特征”，d要与自然和谐共生，要遵循生态理

性的发展，但更要有生态意识，与自然和解，将自身融入自然并使之成为自然的一部分，成为荒野的一

部分，将自然的还给自然，回到自然，与自然实现和谐统一，才能不再孤独，在自然中寻求内心与精神

的平衡，找回本真，超越人与自然之间的差异，自觉自发地对自然产生一种善念，进而滋生出生态良知

的意识。

生态良知是指人类自觉自发自愿地尊重、保护、关爱与其共同生活在一个生态圈的自然界的一种

生态意识，并在此基础上从伦理道德上对自身的实践进行深刻的反思与评价。它是人类在不断思考

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对自然的“善”的观念，是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类认同，是人自

身道德内化的升华。在中国儒家思想里一直就存在着这种生态良知，如“克己复礼为仁”“民胞物与”

等。在西方环境伦理学者那里，生态良知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从生态学的角度，对自身的行为做出的

善恶判断和评价，这是衡量人的行为的标尺。“一件事，当它有助于保护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

丽时，它就是正确的；反之，它就是错误的。”e另一方面，作为一种道德的观念，生态良知是一种理性

的认同，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会逐渐产生一种道德自律，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需

要通过情感的发挥才能弥补，认识到只有自觉自愿地对自然渗入情感，才能释放自己的激情，才能更

加积极地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而这种情感是需要人类通过自身的道德体验

才能体会出来的。这种体验“是从生态体验的视界去观照的，即从三重生态去领悟世界的关系存在，

去感受生活世界、自然之境和自己的内心世界，以致达到互惠共生的生态状态，逐渐领悟到‘我在世界

之中，世界也在我之中’，最终生成万物与我的内心世界达于和谐、互惠共生的状态。”f只有人类亲自

体验了，他才能正确地做出善恶的判断与评价，从而正确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生态良知要

求人们从自身改造自然界出发，树立起生态负责的态度，要为人类在自然界中的所有行为承担一定的

责任。只有担负起生态责任，我们人类与自然共同生活的这个共同体才能更好地发展，才不再是“机

械世界观描绘的那样是一个冷冰冰的机器，也不是工业主义者的原料场、武器库、工具和垃圾桶。世

界的形象既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资源库，也不会是避之不及的荒野，而是一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并

爱护的大花园”，g人类也在其中成为了一个全面自由的人，从困境中走出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实现百姓富、生态美

a［美］威利斯·哈曼：《未来启示录》，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 193页。

b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第 518页。

c［美］阿尔·戈尔：《濒临失衡的地球》，陈嘉映译，北京：中央编辑出版社，1997年，第 190页。

d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的沉思》，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 83页。

e［美］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 194页。

f刘惊铎：《道德体验引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 1期。

g［美］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第 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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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机统一，这就要求我们树立生态良心，清醒地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

业。要清醒认识保护生态环境、治理环境污染的紧迫性和艰巨性，清醒认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a自觉自愿地承担起生态责任，一方面要想办法为我们以及前人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还

债，另一方面还要以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为后人留下一个生态良好、可持续发展的生存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为经济建设的发展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代价，沙尘暴、洪水、雪灾、雾霾、泥石流等自

然灾害犹如悬在我们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时刻警醒着我们：资源枯竭、水污染、大气污染等犹如阿

喀琉斯之踵，时时在追问我们。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已经严重制约了社会的发展。

为此，党中央认为如果一味地追求经济的粗放型发展，环境污染会加剧，老百姓的幸福感也会大

打折扣甚至产生强烈的不满，所以，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政治任务。为了完成这项政治任务，我们在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过程中要切实履行生态责任：一方面，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了加强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们要克服资本主义自

身不能克服的种种弊端，科学地认识、合理地利用和保护自然，要从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加深对自然规

律的认识和把握，从中得出有益的结论，从而更加科学地利用自然为自己的生活和社会发展服务”b，

实现经济建设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了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如森林“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生态保障”，而且强调山水林田湖的整体统一性，

它们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等。这种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高瞻远瞩的判断分析是我国勇于承担生态

责任的表现。正如格里芬所言：“中国政府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主要目标的政府。

通过提倡发展生态文明，中国已经显示了向这种后现代方向迈进的意图和决心。”c另一方面，我们明

确了在生态保护中各责任主体的责任。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与社会公众密切相关，“是最公平的公共

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d因此，政府要实现公共管理职能转变，切实承担起生态责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旨在保护环境、保护生态与资源的有关的法律，还出台了一系列保

护生态环境的制度，如提出环境和发展综合决策的机制、节能减排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损害赔偿制

度等，很好地将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执行者和监督者的责任落到了实处。同时，还提出了企业的生

态责任，指出“企业是环境保护的一支重要力量。所有企业都要遵纪守法、文明生产，树立良好的企业形

象”，e并要求坚持“五大发展”理念，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还在

生态文明建设中提出了发展“绿色银行”、建设“海绵城市”、制作“空气罐头”等新的生态文明理念。这

些制度和机制的构建及理念的更新都在说明我国在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立足我们的国情，切

实承担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生态责任，为建设美丽中国在努力。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国

家一个地区的责任和问题，还具有地域性和全球性，需要世界各国共同行动、携手合作。

因此，我们必须有全球观念和世界眼光，积极提倡国际合作，主动承担国际生态文明建设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将继续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同时世界各国深入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合

作，推动成果分享，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f且将“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落实减排承

诺”，“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g。我们也切实按照这一承诺，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承担了自己应尽的

生态责任，体现了我们大国的风范。从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作出履行《21世纪议程》

a习近平：《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人民日报》2013年 5月 25日。

b《江泽民文选》（第 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 232页。

c李惠斌、薛晓源、王治河：《生态文明与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 7页。

d习近平：《加快国际旅游岛建设 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人民日报》2013年 4月 11日。

e《江泽民文选》（第 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 535页。

f习近平:《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人民日报》2013年 7月 21日。

g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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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承诺到联合国环境署在2016年联合国环境大会上发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

略与行动》报告，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念逐渐走向世界，在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着自

己的贡献，承担着自己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生态责任。或许这句话最能说明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

承担的生态责任：“地球及其人类居住者（还包括其他居住者）的前途，取决于中国正在制定的种种政

策”。a

四、 生态正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伦理保障

自由之于人就是一部不断探索的历史，因为自由关乎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与人的权利。但是随着

人类理性的增强，在所谓追求完全的自由的驱使下，人类开始了对自然的无限制掠夺，随着生态危机

的爆发，证明人类并没有获得征服自然的自由，相反陷入了生存与发展的两难。连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都存在问题，又何谈自由？作为人类解放的标志，人类追求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首先需要实现

人在自然面前的真正自由，认识到自由是有限度的，是一种相对自由，并不是无限制的绝对自由。而

对于这个自由的限度，密尔主张“当一个人的行动造成对他人的伤害时，我们才有理由去限制他的行

动自由”b，孟德斯鸠也认为“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物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

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c在此意义上，人类所追求的有

限制的自由是不能脱离自然规律的，但自然规律却独立于人类的意识之外，只有认识了自然，遵循自

然的规律，人类才能摆脱自然的束缚，并真正获得自由。正如恩格斯所言：“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

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自由就

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d这

才是我们追求的自由，因为它使自由与必然得到了统一，这种自由是通过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来改造和

利用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的自由，如此才能保障人在社会面前的自由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自由。

因此，我们必须让自由限制自由，使自由受限于自然，让人类正确地看待自己作为生命共同体中的一

员，才能实现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统一的生态自由，才能保证地球上每个自然存在物的权利，保障他们

的生态正义。而这种生态正义正是确保人类实现自由，实现自由王国向必然王国转变的保障。

现代工业的发展使人类更加轻易地征服自然，也让人类忽略了对自身行为合理性的审视，最终导

致人类在不断牺牲自身生存环境中换取了经济的发展，使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陷入了困境。为此，人们

开始重新从道德上审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对引起生态危机与生态风险的不正义行为进行了批判，认

为“社会正义和环境保护的议题必须同时受到关注。缺少环境保护，我们的自然环境可能变得不适宜

居住。缺少正义，我们的社会环境可能同时变得充满敌意。因此，生态学关注并不能主宰或总是凌驾

于对正义的关切之上，而且追求正义也必定不能忽视其对环境的影响”。e虽然目前人类还没有对生

态正义进行统一的界定，但“一个绿色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不仅要解决生态可持续问题，而且要能保

证和平与大部分的社会公正”，f这个社会必定是一个生态正义的社会。因此，坚持生态正义是我们确

保自然界中每个物种的权利和生态自由的保障，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时代呼唤。

a李惠斌、薛晓源、王治河：《生态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第 172页。

b［英］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 10页。

c［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 154页。

d《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 455—456页。

e［美］彼得·温茨：《环境正义论》，朱丹琼、宋玉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 2页。

fA� Naess, “The Third World, Wilderness and Deep Ecology” , in G� Sessions （ed�） , Deep Ecology for the 21st Century, Boston: 
Shambhala, 1995, pp�397—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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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与发

展，社会经济取得持续飞速的发展，但是一些深层次矛盾也逐渐凸显，社会不公的现象也逐渐突出，尤

其是在生态环境中。一方面由于追求经济发展，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监管与治理，导致现阶段我国自

然环境存在的不公正现象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如东部地区四季分明、气候温润，而西部地方干旱

少雨、风灾频发，但西部地区较之东部地区自然资源比较丰富，这种情况导致我国区域环境发展不平

衡，这种不平衡不仅仅体现在自然资源上，更多的是由于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所以西部地方的资源

被不断地运往东部地区，成为了东部地区的原材料基地，而西部地区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这种恶

性循环导致的结果就是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劣。虽然国家连续实行了西部大开发、南水北

调、退耕还林等政策，以期通过这些来积极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保护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但最

直接的受益者还是东部地区。

与此同时，由于长期以来的城乡差距的存在，所以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城市的投资力度也比

农村更大，农村的环境保护工作被忽视，如通过实行转二产促三产，虽然城市的空气质量得到改善，但

是城市周边的农村污染却在不断加重。而且随着近年来经济的发展，农村生态环境除了受到城市工业

外污染源的威胁，还受到自身的内源污染的威胁，如为了给城市提供更多的米、菜等，在生产种植过程

中使用了大量的化肥和农药等，结果导致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产品污染；又如农作物秸秆的焚烧造成资

源浪费，还造成环境污染，甚至成为雾霾的成因，诸如此类的农村生态环境的恶化一方面导致农村生

态退化，但是也从另一方面给城市带来了各种潜在的生态威胁。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社会财富的不平

衡，人们在生态问题上也逐渐得到反映，贫困人群经常要承受过多的环境污染，比如要在有毒化学品

或者被污染的地点工作，为生活所迫呼吸不干净的空气等，而且还不能享受到更好的医疗保健，而另

一方面富裕人群的工作生活环境相对要环保得多，还能享受到更好的医疗保健以弥补生态环境的污染

所带来的危害。另一方面，由于实行改革开放，所以在引进国外技术、资源等时，一些发达国家往往利

用我们急于发展经济的心理，将一些污染严重的技术和工业转移到我国，甚至将一些洋垃圾出口到我

国，严重地破坏了我国的生态环境，加重了生态治理的负担。这些不公正的现象如果不解决好，人与

自然之间的和谐就是一句空话，生态自由与平等也无法实现。

为此，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过程中，提出了要建设“四个现代

化”、实施可持续发展、发展循环经济、建设“两型社会”、坚持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

建和谐世界、建设美丽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等思想，无一不渗透着生态正义的理念。如我们提

出要建设美丽中国，这就蕴含着生态正义的思想。美丽中国建设要求我们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尊

重每个人与其他生物的自然权利与自由，自觉保护自然，“担当起自然管理者的责任，以维护和发展自

然，使之向着有利的方向前进”，a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如此，才能实现美丽中国。同时，美丽中国是

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中国，这就要求我们不仅现在要建设一个天蓝地绿水净的家园，还要将这个家园一

直延续下去，“必须把我们与尚未成为现实‘我们’的我们的后代，或者是还没有权力和我们竞争获得

幸福的后代作为一个整体，要考虑到我们的欲望的满足有可能剥夺了对他们的关心，我们的满足有可

能夺走了他们生存和发展的资源”，b要让我们每一个以及未来的每一个人都能记得住乡愁，实现中华

民族的永续发展。为了实现生态自由和生态正义，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我们还制定

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等，确保了我们生活共同体中的每一种生物都得到了统一的有效的保

护，从各方面对城乡、区域和阶层的生态发展与保护进行了规定，确保了生态正义。生态文明建设不

aJ�Passmore, Man’s Responsibility for Nature: Ecological Problems and Western Tradition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4, p�200�

b陈鸿清：《生存的忧患》，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年，第 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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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一国的问题，全球携手坚持民主、平等、正义，建立公平有效的应对机制，才是人类未来发展的

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讲话中说的：“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

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

环、可持续发展之路。”a为此，我国也确实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自

觉履行着在国际社会中的生态责任，维护了自然与人类的生态自由，保障了生态正义，积极地构建一

个和谐的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责任编辑：蒋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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