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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正确的生态价值观�是科学发展观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是树立科学发展观的前提和基础。人类的
生态价值观伴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过程而演进和变化。由于人类长期来过分强调人的因素和经济社会的发
展�而对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必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极不重视�造成人与自然不和谐的问题相当突出�尤其工业
文明的发展�在创造空前物质繁荣和高度社会文明的同时�也埋下了自我毁灭的祸根�给人类自身带来了灾难性的
后果。重新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价值观�已成为全人类面临的迫切任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全球范
围内的生态反思勃然而兴�许多新思维、新观念进入全球化语境。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本质上是文化单一化的危
机。没有文化的多样化�不可能形成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不对人类以往的生态价值观进行变革和重构�不超越
狭隘的人类中心论�就无法从根本上扭转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命运。无论在世界�在中国�这场关于生态文化的反
思�是卓有成效的。保护生态�保护环境�保护资源�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已经成为全球化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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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当前正在进行
的一场经济社会发展思路上的革命。正确的生态
价值观�是科学发展观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是
树立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为了处理好
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之
间的关系�做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
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缓解直至消除多少年代以
来造成的严重生态危机�保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
可持续发展�使整个社会走上经济发展、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既造福于当代社会�又
有利于子孙后代�很有必要对我们过去的生态文化
观念进行重新审视和理性的反思�总结经验�吸取
教训�重构科学的生态价值观。

一

人类的生态价值观�是伴随着人类与自然环境
之间关系的发展过程而演进的。从宏观上看�人类
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划分为

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表现为不同的文明形态、不
同的自然观念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每个阶段的
发展�也都伴随着人们生态文化观念的发展变化。

在第一个阶段�也就是原始的渔猎文明时代�
自然处于主导地位�人类只能屈从于自然。那时的
人类还不能从事真正的物质生产�只能靠大自然的
施舍�以采集天然的植物性食物和猎获动物性食物
为生。由于这一时期的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尚处于
一种懵懵懂懂的状态�与自然的关系还没有全面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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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虽然人类有别于自然界中的其他生物�显示出
了一定的能动性�但这时的人类在大自然面前还是
弱者�所以还没有或者很少发生改造自然的行为。
尽管人类在这一时期掌握了最具代表性的技术成

就－－－取火技术�使人类迈出了走向文明的第一
步�表明人类已能够支配一定的自然力�为开展
“刀耕火种” 提供了可能�但这时人类的生产和生活
行为�充其量只能说是对自然秩序的一种干扰�对
自然的改变不是直接的�而是伴生的�因而对自然
环境的影响不大�并且是区域性的。当时的人类与
自然处于一种“ 天人合一” 的原始和谐状态�人们对
自然怀着一种敬畏的心理�甚至对周围的山川河
流、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都敬若神明。所以�他们不
敢也没有能力随心所欲地改变自然�破坏生态。

到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农业文明时代�自然仍
居于支配地位�但人类对自然的屈从关系有所改
变�而代之为一种服从关系。在农业文明时代�人
类主要的物质生产活动是农耕和畜牧。与限于占
有现存的、自然界本身业已准备好的采猎型经济不
同�农业文明开创了一个人类自己控制食物生长的
新时代�人类自此不再完全受自然产物的约束�可
以通过自身的劳动�生产出不是自然界现成提供的
生存消费资料。当农业和畜牧业成为人类生活的
重要活动和与自然交往的重要方式时�大自然的统
治地位相对减弱�人类生存能力和对自然的能动性
则显著增强。在对自然力的利用上�人类在农业文
明时代已扩大到若干可再生的能源�开始使用诸如
畜力、风力、水力等。一些生产工具器械广泛被用
于生产活动中。尤其冶炼等技术的发明�使人类拥
有了金属工具�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在这一阶段�人类在生活方式、家庭与社会组织形
式以及精神信仰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许
多带有农业文明印记的自然生态观、民俗价值观也
相继生成�日益完善。与渔猎时期相比�由于土地
成为人类生活的基础�农业文明时代的自然在人类
心中的形象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同德国生态学
家萨克塞所说：“ 自然在耕田者的眼里几乎可以说
是效仿的榜样�是阐述人生的模式�他们认为人的
一生就像一年四季的变换……自然变成了具有秩
序、和谐和美好的领域。自然一词也随之带有美好
和高尚的感情色彩。” ［1］ （P6）当然�农业文明阶段人
类与自然关系的这种和谐是建立在自然经济之上

的�无论农业还是畜牧业生产�都必须顺从自然规
律�伴随自然过程而进行。对于模仿自然过程的原

始农耕及畜牧生产而言�自然的力量仍然是强大的
和不可战胜的�人类对其惟有服从�别无他途。

在农业文明的发展过程中�随着人类生产力水
平的逐步提高和密集型农业产业的出现�人类对自
然也开始了前所未有的能动性改造。由于人口的
增加带动对耕地的需求急剧上升�促使人类向地球
生物圈发起了一次次地冲击�一些森林、土地、湖
泊、河流�都在这一阶段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原初的
面貌�使长久以来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景况逐渐
走向衰落。人类不仅改变了许多物种的性质和自
然分布�而且改变了生物圈的面貌�使自然系统的
生态演替或是出现阻滞�或是整个系统从根本上被
毁坏。尤其一些地域的人类群体�凭借优越的自然
条件和先行发展起来的生产技术�获得了较多的发
展机会�在文化得到较快发展的同时�人口大幅度
地增长。人口快速增长的压力只能靠扩张耕地�增
加粮食产量来缓解。在土地有限的情况下�为了保
证生存之需�人们于是大规模向森林、草原、山岭、
滩涂进军�向一切可能的空间开拓耕地。这种无视
自然规律�过度攫取资源�强行改造自然�恣意破坏
生态系统的持续性行为�累积到一定程度�就酿成
了一场场不可逆的生态灾难。当然�从宏观上看�
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对自然环
境的破坏仍属于发生在地球局部地区的�缓慢形成
的�这与后来的工业文明时代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恶
化�无论从规模上�还是速度上�都还不可同日而
语。

第三个阶段�是工业文明阶段。这一阶段的特
点是：人类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为生产力来控制、
改造和支配自然并取得空前胜利�技术的不断进步
创造了这一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辉煌成就。在工
业文明时代�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全面而又深刻地
展开�完全把自然当成了发展自身所需要的客观条
件�而不是必须予以服从的身外力量。由于人类改
造自然能力的日益强大�把自然完全置于了被支配
的地位。

工业文明尽管至今仅有几百年的发展史�但却
迅速改变了此前漫长的渔猎文明以及农业文明时

段中所形成的人类对自然的观念�使人类与自然的
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渔猎文明时代�自然界
是人类无法抗拒的威力无比的“ 神” �既是人类生存
的依赖对象�又是人类的敌对力量�人类只能臣服
在自然的脚下。在农业文明时代�自然成了人类效
仿的榜样�尽管对人类的生存还构成一定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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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情况下还是被人类视为友好伙伴的。到了
工业文明时代�自然成了人类征服的对象�人类成
为自然的“ 主人” 。法国哲学家笛卡儿在17世纪初
就提出�自然界不过是人类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可
以征服的领域�强调科学的目的就在于征服自然�
使其为人类带来最大的幸福。他认为：“ 通晓火、
水、空气、星辰、天空和我们周围一切物体的力量和
作用�正像我们知道我们的手工业者有多少行业那
样清楚�我们就能够准确地把它们作各种各样的应
用。从而使我们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统治
者。” ［2］ （P940）而实验科学的始祖、英国经验论哲学家
弗兰西斯·培根则提出一句震撼人心的名言－－－
“知识就是力量” �认为人类凭借知识和理智就足以
征服自然�成为自然的主人。

与前工业社会相比�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的人与
自然的关系更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贮存了几十亿
年的能源被人类在几百年甚至几十年时间内掠夺

性地开采�任意消耗�高能流快速地、源源不断地输
入人类社会�产生了一系列社会、政治、经济、观念
等方面的结构性变化。人类创造了一个高能环境�
自己却完全沦为高能环境的俘虏。越来越多的人
们抱怨空气污染�化学物质危害�食物里过多的添
加剂和满目的钢筋水泥建筑�人们有了更多的休
息、娱乐�但巨大的压抑感却日益加重。人们衣丰
食足�大腹便便�然而健康状况却每况愈下�甚至成
为时下人们所形容的那样�一些人的钱只作两种用
途：吃饭和吃药－－－盛年吃饭�暮年吃药。高能文
化已割裂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不能再同生命之源
－－－大地母亲保持和谐。另一方面�从价值观的层
面说�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过分强调经济
价值�导致“ 金钱拜物教” 、“ 商品拜物教” 的滋生和
真、善、美的价值迷失。的确�在工业文明时代�科
学技术已经成为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强大

物质力量�它既能改变自然的“ 惯常行程” �又能引
发自然界自身不可能出现的变化。随着科学技术
自身发展所产生的一次又一次的革命�也为人类向
大自然的全面进军提供了越来越神奇的力量。在
这个时代�人类的足迹所至之处�自然都有了极大
的改变�所谓纯粹的自然已经非常罕见了。在征服
和统治自然的节节胜利中�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生
态价值观极度膨胀�越来越习惯于以地球的主人自
居�把自己凌驾于大自然之上。人们不再担心地力
的衰竭�现代技术可以生产出足够的化肥�使土地
重新肥沃起来；不再担心病虫害对农作物的侵害�

不断更新换代的化学农药足以应对这些灾害；不再
担心气候变化对冷暖的影响�现代技术支撑的强大
的工业体系�可以稳定地生产人们生活所需的降温
保暖用品；不再担心资源供应不足�现代技术能够
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新的能源……现代人还惧怕自
然什么呢？在如此强大的人类面前�自然开始隐
退�自然的功能除了向人类提供物质、能量资源和
作为人类的排污场之外�其他的功能都不再是必要
的了！

然而�即使在工业文明突飞猛进发展�人类似
乎已无所不能的今天�人们也不能夸口自己已经完
全摆脱了自然的控制。人们在利用自然资源时不
可能对领土随意选择�也没有一个人类群体有力量
使自己彻底摆脱自然环境的影响。火山爆发可以
使岛屿消失�洪水可以变良田为泽国�山体滑坡可
以切断交通�地震可以使成千上万的生灵涂炭。面
对诸如此类的自然力的释放�强大的人类也很难控
制其发生。从古至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背景和条
件尽管有了极大的变化�但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
件特征方面�却未有质的突破与根本的改变�仍旧
不能离开自身的文化传统与基础�更不能离开生存
与发展所依托的自然环境条件。实际上�人类的古
代先民和一些圣哲贤人们早就认识到：人类与大自
然是不可分割的。善待自然�就是善待人类自己。
尽可能不要破坏自然�保持自然的完整�保护自然
的生命力�维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就是保
护人类自己。遗憾的是�近现代以来�随着人口的
急剧膨胀和工业化社会的蓬勃发展�古代先人们这
些具有远见卓识的生态文化观念�越来越被人们淡
忘了�抛弃了�代之而大行其道的则是“ 万物皆备于
我” 、“ 人定胜天” 、“ 改天换地” 、“ 征服自然” 等人类
主宰主义思想�还有包括“ 有水快流” 等杀鸡取卵、
竭泽而渔式的资源利用思想。在物欲享受的强大
诱惑下�生态价值观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歧途。

二

由于人类长期来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上�过分强调人的因素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对自
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必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极不

重视�造成人与自然不和谐的问题相当突出�从而
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甚至对人类自身
的生存产生了极大威胁。工业文明在创造了空前
的物质繁荣和高度发达的社会文明的同时�也埋下
了自我毁灭的祸根。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急剧膨

12



胀的人口已经使自然生态不堪重负�地球有限的空
间和养育力显得特别捉襟见肘。拼资源求增长的
发展方式已走入死胡同。人口多、资源相对不足已
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舍环境谋发
展使自然生态日趋恶化。伴随着人口的剧增、对自
然物无节制的索取以及对资源的高消耗、高污染�
使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大气污染严重�森林资源减少�绿色覆盖率降低�荒
漠化扩展�可耕地大量减少�水资源严重危机�干旱
频发�洪水泛滥�公害事件和重大恶性传染疾病频
频发生�如美国宾夕法尼亚洲的多诺拉镇烟雾事
件、英国伦敦的烟雾事件、印度博帕尔农药泄漏事
件、莱茵河污染事件等�都造成了直接和间接的巨
大经济社会损失。现代社会在享受工业文明成果
的同时�也不得不频频应对接踵而至的天灾人祸。

无数触目惊心的事实证明�人类盲目改变生态
系统的活动�给人类自身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由
于人类为满足人口增长和生活条件改善的欲求�不
加节制地开垦荒地�建造房屋�发展农业和工业�扩
大城市规模�无形中破坏了各种野生植物与动物的
生态�几种农作物替代了多样性的植物和动物�大
量野生动、植物成为人们的盘中餐�人为环境中应
用了数不清的化学物质�这些都已经造成和即将造
成严重的天灾人祸。据国际自然保护联合会的数
据�全世界约有四分之一的哺乳动物�八分之一的
鸟类�三分之一的鱼类、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濒于
灭绝。近些年来不断增多的飓风、暴雨、酸雨、沙尘
暴、森林火灾、严重干旱等�无不同人类过度开发大
自然密切相关；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世界上新
增传染性疾病30余种�连一些绝迹多年的传染病
也死灰复燃�几乎都是人类“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
脚” ；埃博拉病毒、禽流感病毒之类疫病的严重传
染�也都是因为人类有意无意地破坏生态系统造成
的。2003年春夏之交出现的严重的“ 非典” 疫情�同
样与人类无限制地掠夺物质资源�严重破坏生态环
境密切相关。人类的不理智行为破坏了大自然�就
必然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回顾人类历史�从农业文
明到工业文明�无一不是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来
换取物质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社会的发展。农业社
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了动植物的自然分布�加
速了土壤的侵蚀和森林、草原、河流生态的破坏；工
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短
缺、物种灭绝、人口过密等诸多恶果�造成了生态环
境恶化和人类生存的危机。而这又都是人类生态

文化价值观失范酿就的苦果。
过去我们认为“ 人定胜天” �也经常高喊“ 战天

斗地” 、“ 改天换地” 甚至要“ 战天战到天低头�斗地
斗得地增产” 的口号。实际上这些口号有着极大的
片面性。“ 天” 是什么？“ 天” 就是生态系统�就是大
自然。人类只有一个大自然。古人说�“ 获罪于天�
无可祷也” 。如果我们再不清醒�再无视客观规律�
随心所欲地破坏大自然�就将会被大自然罚出” 场”
外。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历史发展已经反复表明�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如果只关注经济的
增长而不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其社会的生存都将
面临毁灭的危险。若站在人类文明史的 望塔上

就会发现�许多拥有灿烂文明的复杂的农业社会�
都由于这种生态系统的崩溃而被削弱或毁灭了。
美国学者弗·卡特和汤姆·戴尔曾详细分析了世界
上数十种著名的古代文明的衰落�包括尼罗河谷、
美索不达米亚、地中海地区、克里特、黎巴嫩、叙利
亚、巴勒斯坦、希腊、北非、意大利与西西里�以及著
名的印度河流域文明、玛雅文明等。他们发现�文
明人主宰环境的优势仅仅只持续几代人。他们的
文明在一个相当优越的环境中经过几个世纪的成

长和进步之后迅速地衰落下去。大多数情况下�文
明越是灿烂�它持续存在的时间就越短。究其原
因�主要就是由于人们毁坏了帮助人类文明发展的
生态环境［3］ 。的确�理性的失范已经使人们的生态
文化观念在迷失的歧途上走得太远。如今�面对全
球性的生态大灾难�人类已到了迷途知返、悬崖勒
马的关键时刻。我们刚刚步入的21世纪�被世界
各国的许多人们称为生态世纪。因为累积了几个
世纪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所伴生的全球性生态灾难

已经临近地球生态系统的承载阈限。包括人与自
然的冲突引发的自然生态危机�人与他人的冲突引
发的社会生态危机�人与自我的冲突引发的精神生
态危机�人与文明的冲突引发的文化生态危机等�
使当今世界面临着一个十分严峻的危机局面�到了
整个人类都不得不高度关注并需要共同采取果断

措施的关键时刻。特别是从自然生态看�全球化地
征服自然�不仅使整个地球不堪重负�而且也危及
着地球上包括人类与动植物在内的所有生物的生

存。面对如此严峻的生态危机�迫使人们开始认识
到�如果不及时改变粗放的发展模式�重建生态文
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共同良性发展�人类
将会自绝生路�最终走向自我毁灭。客观现实决
定�重新构筑保护生态、保护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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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共处的科学的生态环境价值观�已经成为全人类
面临的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三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
斯就在《自然辩证法》中精辟指出：“ 我们不要过分
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
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起初确
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
生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
结果又消除了。” ［4］ （P383）当我们一再经历和目睹了
人类对自然的盲目开发和破坏�认识到了当前人与
自然不和谐的现状�认识到了经济社会发展因生态
环境破坏而面临的重重障碍�再来学习恩格斯的这
段论述�一定会有更深刻理解�一定会更清醒地认
识到重新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价值观的

紧迫性。
正是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近几十年来�在

全球范围内�各种生态运动、生态反思勃然而兴。
许多与生态有关的新思维、新观念开始进入全球化
语境。而生态批评更是以一种符合未来发展趋势
的全新的生态环境价值观�对人类文化发展的漫长
历史开始了新的反思。人们在这个反思中发现�人
类精神世界中价值取向的偏狭�是最终造成地球生
态系统严重失调的根本原因。看来�如今已到了对
人类长期以来奉行的种种生存模式以及生态文化

价值观念进行深刻反思的时候了。生活在这个地
球上的所有民族与人类群体�都有必要从全球的观
点出发�重新审视自己的自然观和生态环境价值
观。

自20世纪60年代环境污染开始成为一个全
球性的问题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就在寻求疗救的
药方。通过对人类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全面而深刻
的反思�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和志行的人们渐
渐认识到：不仅人与人之间应当建立一种平等的伦
理关系�而且人与自然之间也应当建立一种合理的
伦理关系；不仅人对人负有道德义务�人对人之外
的自然存在物也负有道德义务。在地球上�人类是
一个独特的存在物�但人类的独特地位赋予他的�
绝不是掠夺的权利�而是保护的义务。能够超越生
物与生俱来的狭隘的自私自利�自觉地关心和爱护
其它生命�这才是人类真正优越于其它生命的地
方�是人类所具有的独特价值的体现�是人类应当
追求的高尚境界。从这一意义上说�如果我们不能

从内部对人类以往的基本生态环境价值观进行一

场深刻的反思与变革�不能超越狭隘的人类中心
论�那么�我们就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地球生态环境
的严重恶化的命运。

人们在反思中发现�现代人类所追求的实利主
义、享乐主义、惟我主义、急功近利的生态文化价值
观是制造现代生态环境灾难的罪魁祸首。在不断
升级的所谓“ 现代化生活浪潮” 的下面�涌动着的是
日渐膨胀的反自然、反人类的倾向。一些具有远见
卓识的人已经意识到�人类正处于一个何去何从的
重要转折点。德国学者舍勒将现代社会所呈现的
种种病态称作现代社会中的“ 价值的颠覆” 。奥地
利学者贝塔朗菲将此称作传统社会的“ 价值崩溃” 。
美国学者福斯特在《生态与人类自由》一文中也指
出：“ 如果我们要拯救地球�围绕个人贪婪的经济学
和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必须要让位于更广泛的

价值观和一套立足于与地球上的生命协调一致意

义上的新的社会安排。” ［5］ （P579）在这些学者看来�人
类若无对自身本质的深刻反省�没有对自己未来目
标的合理选择�设计出无愧于人的本性的生产方式
和生活方式�遵循自然进化的规律进行目标自律�
就不可能走出今天的生态困境。因为�人类面临的
生态危机�本质上是文化单一化的危机。当今世界
的许多问题�都是源于对生态多样性和文化多元化
的失调。文化的单一化必然导致在不适应的生存
环境下靠代偿力低效运作相应的文化�正是由于这
种做法�才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要缓解和消除
生态危机�保持全球生态环境的稳定平衡�没有文
化的多样化�绝对不可能形成生态环境的良性循
环。文化的多样性可造就人类百态千姿的生活方
式�使人类在资源的利用上呈现出千姿百态的不同
取向和千差万别的利用方式及利用层次。人类必
须确立保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的文化价值观

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和社会政治机
制�才能从根本上克服生态危机。而要重新修整现
代社会的价值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如何
调整、端正自己的生态价值取向。这不仅是人类实
现与自然真正和解�从而缓解直至消除生态环境危
机的根本出路�也是人类自身逐步走向完善的必要
前提。

在这个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过程中�西方工业
国家是对生态环境最早和最大的破坏者�但西方工
业国家的一些思想家、科学家对此认识和觉醒得也
比较早。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恩格斯早在1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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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写作和完成的《自然辩证法》一文中�就比
较系统地阐述了人与自然应当和谐共处的思想。
20世纪30年代�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A．G．Tans-
ley）提出了“ 生态系统” 的概念。他认为�“ 只有在我
们从根本上认识到有机体不能与其所处的环境分

离�而是与所处的环境形成一个自然生态系统�它
才会引起我们的重视” 。因为这些工业发达国家对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问题认识得比较早�比较深刻�
所以�近几十年来他们一直注重保护生态�保护环
境�保护资源�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部分地实现了
或正在实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当然�他们也
采取了许多嫁祸于人�向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生
态危机的不道德做法。思想家、科学家和其他有识
之士们率先发起的这场生态文化的反思�是卓有成
效的。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发表的《寂静的
春天》�列举了大量令世人震惊的污染事实�引起了
全世界的震动�加速了环境保护的进程。1972年�
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组成的民间学术组织
－－－罗马俱乐部发表了重要研究报告《增长的极
限》�明确提出了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资本投资、环
境污染和资源耗竭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五种主要因

素�这些因素呈几何式增长�使人类面临增长的极
限。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发了人们对可持续发
展的思考。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发表了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把可持续发展
定义为“ 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
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并系统阐明了可
持续发展的含义与实现途径。这也是迄今为止最
为世界各国的人们认可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和思想。
同年�联合国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郑重声明：我
们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的同时�也
承担着维护自然的义务。这样�从上古时代的屈从
和崇拜自然�到农耕社会的主动索取于自然�到工
业革命以来大规模地征服以致破坏自然�逐步发展
到当今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同走良性发展之
路�并采取了越来越得力的环境保护措施�人类从
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注和忧虑过自己的家园。保
护生态�保护环境�保护资源�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保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已经成

为全球化的共识。
在中国�1996年�党和国家正式提出把可持续

发展作为国家的基本发展战略和国策�并编制了
《中国21世纪议程》�确立了“ 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
济体系、社会体系和保持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利用
资源和环境基础” 的战略目标�并积极参与有关国
际公约�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从此走上了经济
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新征程。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
以来�我们党和国家更清醒地认识到了解决人口、
资源、环境矛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保持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胡锦
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突出强调�要牢固树立和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并专门召开人口资源环境工
作座谈会�要求全国着力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
效益�努力实现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
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不断保护和增强
发展的可持续性。胡锦涛同志要求�在推进发展中
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统筹考虑当前发展
和未来发展的需要�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自然
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为子孙后代
留下充足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空间。这就明确地昭
示世人�我们党和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上有了更科
学、更清晰的思路�把事关整个国家甚至全世界�事
关子孙后代以至千秋万代的生态环境问题�纳入了
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提到了基本国策的高度。这
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也是逐步确立科学的
自然观、发展观的重要表现。发展思路上的这个根
本转变�是中国13亿人口的福音�同时也是全世界
人民的福音�它作为一座灿烂的里程碑�必将载入
中华民族发展的史册�甚至应载入世界发展的史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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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to Penetrate into the Study of Deng Xiao－ping’s Theory---the Thinking after Deng
Xiao－ping’s 100Birthday

BAO Xin －jian
（The Association of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Jinan 250014�China）

The key t o memorialize and St udy Deng Xiao －ping is t o st udy and succeed his rich spirit herit age �
which is t he basic pledge t o develop his great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t cause ．The most precious her-
itages are Deng Xiao －ping’s Theory and his spirit ．The for mer （t he systeminfo of building Chinese charac-
teristic Socialis m）’s main content and practical value has increasing －ly been recognized and held ．The latter
has its own i mportant practical value and we should deeply st udy and probe it ．As t he i mportant production of
t he modern Chinese Communist Part y holding and developing Marxis m and t he t heory guide of Chinese char-
acteristic socialis m�Deng Xiao －ping’s Theory is of great stat us in t he process of Maxist Sinicis m．For deep-
ening t he st udy of Deng Xiao －ping’s Theory �it is an i mportant incisive dot t o deeply recognize and st udy
t his stat us ．

The Historical Evolvement of Ecological Value and Its Practical Reverse Thinking
LI U De －long1�JI ANG Fan2

（1．The Association of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Jinan 250014�China ；
2．The College of Cult ural Pro mulgation �Liaoning Universit y �Shenyang 110006�China）

True ecological value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in t he View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which also is t he ba-
sis t o build t he View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Human’s ecological value is changing follo wed by t he relation
bet ween human and nat ure ．As human and econo my are excessively emphasized and t he protection and sus-
tainable usage of nat ural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are not paid much attention �t he relation bet ween human
and nat ure is badly dishar monious ．It is very urgent t o rebuild har monious ecological value ．Under t he above
－mentioned backgrounds �ecological reverse t hinking breaks out in t he seven seas ．Nat urally �Ecological cri-
sis is t he one of cult ural si mplification ．No cult ural diversification �t here is no good cycle of environment ．On-
ly if we transfor m and rebuild t he traditional ecological value and surpass narrow ant hropocentris m�can we
t urn t he fort une of t he exasperate environment ．The reverse t hinking about ecological cult ure is fruitf ul in
bot h China and world ．It is already a co mmon knowledge to protect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 �realize t he
har mony of human and nat ure �and keep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no my and societ y ．

Harmonious Characteristic ：the Goal of Diathesis Educ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ANG Ben －fa �CHEN Yan －hua

（Social Science College �Jinan Universit y �Jinan 250002�China）
To cultivate persons wit h outstanding abilit y is t he task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ose educational

qualit y undoubtedly affect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Under t he backgrounds of pricking －up conflict be-
t ween human －and －nat ure and man －and －ot hers �higher education will t ake on t he task of settling t he
conflict ．The way is t o cultivate scientific persons wit h abilit y �whose i mportant character is har mony ．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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