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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思想渊源与含义

王书明 

（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 山东 青岛 266100） 

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思想渊源  

“可持续发展”现在已成为国际社会一个十分流行的词汇，甚至在各种场合使用“可持续发展”成为一种

时髦。学界可以追踪、研究热点问题，但不能赶时髦，学界的义务和责任是冷静系统地思考“可持续发

展”的深刻涵义。要理解可持续发展概念及其理论涵义，必须首先了解这一理论的直接思想渊源，不把握

其思想来源，就难以理解“持续发展”的思想实质，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可持续发展思想渊源主要有

三方面：一是未来学；二是发展理论研究；三是生态伦理学。 

１．未来学 

本来，可持续发展并不是人们思考和研究的对象，而是不容置疑的前提。第一次对这一前提提出质疑和否

定的是未来学派的先驱——罗马俱乐部。１９７２年罗马俱乐部提出了关于世界趋势研究的报告《增长的

极限》。该报告认为：如果目前人口和资本的快速增长模式继续下去，世界就会面临一场“灾难性的崩

溃”。该报告给人类指出了在现行政策和趋势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可能产生的灾难局面，第一次指出了经

济增长的极限。该报告给人们敲响了一记警钟，提醒人们中止这种状态，避免灾难的发生。该报告在世界

上产生了极大的返响，引起了世界各国对全球问题及其发展趋势的关注，人们就此进行了广泛的争论。 

有支持“增长的极限”观点者，如《公元２０００年的地球》一书认为，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发展，２０

００年的世界将比现在更为拥挤，污染更加严重，生态更不稳定，尽管物质产量更多，但世界上的人们在

许多方面将比今天更贫困……，世界范围的公共政策需要迅速有力地加以改变，以使复杂重大的问题得以

解决，而不致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些报告使得人们对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不协调有了清醒的认

识。“增长极限”论曾一度成为当时环境运动的理论基础，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的环境运动。 

与此相对的乐观派持相反的观点，并走向另一个极端。典型的乐观派著作有朱利安·Ｌ·西蒙的《没有极

限的增长》（即《最后的资源》）、《资源丰富的地球》和Ｈ·卡恩的《今后二百年》。他们认为：地球

上有足够的土地和资源供经济发展之所需，只有新的技术和资本能够增加生产，保护并改善环境。虽然目

前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发展趋势给技术、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带来一些问题，但人类能力的发展也是无限

的，因而这些问题不是不能解决的，世界的发展趋势是在不断改善而不是在逐渐变坏。 

然而，在７０年代建立的人口、环境与经济发展因素模型和它们所采用的线性系统技术是不可能对全球问

题的未来作出准确预见的。世界的未来既不像悲观派描述的那么悲惨，也不像乐观派描述的那么美好。到

了８０年代，人们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到人类应该怎样使自己的增长与自然取得和谐一致，实现可持续发



展。１９８０年３月５日，联合国大会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

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的持续发展。”[①]１９８３年，联合国授命挪威首相布

伦特兰夫人为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纲领，制定“全球的变革日程”。 

布伦特兰夫人领导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经过几年的努力，于１９８７年出版了报告《我们共同的未

来》。１９９２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对人类环境与发展问题进行了全球性规划，提出了可

持续发展的新思路，通过了《２１世纪议程》，使持续发展这一模式实现了国际间政府层次的共识，环发

大会后中国政府即着手编写《中国２１世纪议程》。１９９２年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是人类转变

传统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走向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会议规划的全人类环境与发展跨世纪的行动议

程，是全人类加强合作，促进经济发展，保护全球环境的新开端。会议通过的文件，特别是《２１世纪议

程》，要求各国根据本国基本情况，制定各自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对策，充分体现了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新思路，也反映了各国政府关于环境与发展领域合作取得共识和最高级别的政治承诺。未来学研究把人

类的未来纳入到现在人的活动中，力图使人类的现在发展与未来协调有序。 

２.发展研究 

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另一个思想源头是“发展研究”。发展理论最初是为解决世界贫困问题而产生的，是在

本世纪５０年代末和６０年代迅速兴起的。当时摆脱殖民统治的新兴独立国家与地区面临着如何发展的严

峻问题。对这些国家来说，是仿效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还是仿效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这不仅关系到这些国

家本身的发展和现代化问题，而且还关系着国际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前景的全局性问题。因此有关这些国家

与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政治稳定问题、社会和文化变迁等问题，自然就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课题。这

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是各种社会科学综合的交汇点。经济学、社会学、政治乃至哲学都提出了自己的发

展理论，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或分支学科。 

罗斯托于１９６０年出版了《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提出了线性阶段模型。罗斯托以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为基础，直接运用传统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五个阶

段：①传统社会；②“起飞”准备阶段；③“起飞”阶段和成熟阶段；④大众高额消费阶段；⑤追求生活

质量阶段。这个理论的基本特征是强调资本积累，引导落后国家走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历史道路。这种

理论同传统经济学一样，是从单纯增长的角度来理解发展的。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种发展观表现为对ＧＮＰ、对高速增长目标的热烈追求。按照这种发展观的发展逻

辑，工业化国家以日益膨胀的水平维持其生活方式；而非工业化国家则以美国、日本和西欧为模式实现工

业化。人们在尝到“有增长无发展”和环境破坏的痛苦之后，开始意识到美国式的工业化代表着一种不可

持续的生产方式。１９６９—１９７３年间，美国人率先发动了一场“社会指标运动”，提出建立包括社

会、经济、文化、环境、生活等各项指标在内的新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第一次冲击了以单一ＧＮＰ为中

心的传统经济学发展观。到了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由欧洲５０多名经济学家组成的“新经济学研究

会”创立了新经济学——“生存经济学”，标志着经济学发展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生存经济

学”的经济发展观主张的是“可持续发展观”，即它的观点建立在生态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

与自身发展的决策这三个基本点之上。它所追求的目标既要使人类的各种要求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发

展，又要保护地球。 

３．生态（环境）伦理学 

生态伦理学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形成的第三个思想源头，也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最基本的哲学理论依据。他

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伦理学发展指向。发展不再是纯粹的经济活动，而是有了伦理涵义，这种伦理已不再

限于人与人之间，还有人对自然的道德权利与义务。生态伦理学为持续发展理论提供了人与自然两者协调



发展的思想，既保护自然、保护环境、发展自然的观念。 

１８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使森林资源、野生动物和荒野遭到大规模的破坏，并在一些工业城市酿成严重的

空气和水污染事件。在此背景下，美国林业局长Ｇ·平肖提出了“明智利用”自然的生态伦理思想。他呼

吁“为了人们的现实和长远的利益，必须高效、明智地利用森林。”“为了人民的永久利益，而不是为了

某些个人或公司的利益，实施林地的保护。林地保护过程中所有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将以大多数人的长远

利益为尺度调和矛盾冲突。”[②]这一思路是以后逐渐成熟起来的生态伦理学思想的先驱，也孕育了可持

续发展理论的基本思想。本世纪初３０年代，美国人莱奥波德发表的《保护伦理学》进一步揭示经济决定

论、一切向钱看是环境破坏的根源，主张不但要借助法律的、经济的手段管理自然，而且要辅之以伦理的

手段。这标志着生态伦理学的正式创立。尽管生态伦理学在其后的发展中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

心主义之争，但都是在一个前提下进行的，即保护自然、保护环境，用伦理道德的尺度对待地球、对待自

然。用伦理学视野看待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直接影响了持续发展的哲学观念。国际社会流行的公认的“布

伦特兰定义”就是一种伦理学定义。 

综上所述，未来学为持续发展理论提供了从未来看现实的视野，改变了人们以往“近视地”看待人类社会

问题的方法，未来学研究表明，持续发展是现实与未来的协调发展；发展学研究为持续发展理论提供了国

际社会必须整体协调发展的思想，即在世界范围内富国与穷国必须协调发展，持续发展是世界整体的协调

发展；生态伦理学为持续发展理论提供的思想则是人类的发展必须以保护自然、发展自然为前提，人必须

用伦理道德的规范善待自然界，持续发展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 

从思想的历史渊源看，持续发展实际上是通过在空间上横向协调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矛盾，从而实现人

类与自然双方在时间上的纵向延续和进化发展。 

二 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正确、完整地理解持续发展的涵义，是有效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前提，没有完整的正确的理解便不会有

有效的行动。 

说到“可持续发展”的涵义，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布伦特兰夫人（G·H·Brundtland）在《我们共同的

未来》中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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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被广泛引用的最流行的定义，简称为“布伦特兰定义”。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研究者都是未加

分析地使用“布伦特兰定义”，未对“可持续发展”的另一层涵义加以深究。实际上流行的布伦特兰定义

有很大的局限性：①它没有突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基础性地位，仅仅从人与人的关系定义持续发展。而持

续发展的目标之一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协调。②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它又把重点放在了上下两代人之间的

关系，而掩盖了当代人之间的矛盾。实际上，阻碍可持续发展的成因恰恰在于当代人之间的关系不协调，

说得具体些，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地区、民族等之间的矛盾。由于以上两大缺陷，使得布伦特兰

定义并没有从根本上跳出传统的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目标的发展观，并没有为解决现实的不平等的国际关系

提供有效的理论。布伦特兰定义是一种代表发达国家利益和立场的发展观。作为第三世界的公民和学者，

我们想提醒研究者注意同代人的不平等所导致的发展问题。 

我们认为，可持续发展的完整内涵是指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利共生、协同进化和发展。这就是

我们给可持续发展所下的定义。 

在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两对矛盾中，人与人的矛盾占据主导方面。其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分为当代人之

间的关系和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两个方面，其中主导方面是当代人之间的关系，是当代人之间的关系影

响决定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关系，代内协调是我们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代内协调是代际协调的关键。 



我们之所以把自我与他人的矛盾、自己的现在与未来的矛盾也列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内容，是因为阻碍可

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念正是从个人眼前利益出发的利己主义，而不是通常说的人类中心主义。利己主义的思

维方式，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以最大限度谋取和占有眼前物质利益为关注和思考对象的一种思维方式。在

利己型思维方式的支配下，人们普遍采取了一种永无止境追求和占有物质利益或物质财富、金钱等的基本

价值取向。在这种思维方式看来，人的利益主要是物质利益具有唯一性和绝对性。因而，现实生活中的一

切思维活动及其在思维活动指导下的人的实践活动，都是围绕着如何最大限度地攫取和占有物质利益或物

质财富、金钱等进行的。 

这种思维方式的行为后果就是利益由个体获得，损失由他人和群体承担。在这种思维中，集团、国家都是

个人的放大。用利己主义的思维方式处理问题，就象牧民与公有草场的关系一样：从个人利益考虑，增加

牛的数量对个人有利；从草场保护角度来看，最好不要增加牛的数量。到底增加还是不增加？牧民面临两

难选择的境地。由于牧民是从利己的有限理性出发，总是选择增加牛的数量，于是草场必然面临被毁灭的

危险。 

一个国家、一个公司、一个家庭，甚至一个人，在他们面对生态、环境、人口、资源与持续发展等至关重

要的问题时，就会面临类似牧民一样的境遇。如从国家、公司、家庭或个人的利益出发，他们自然选择是

到公海上捕鲸、砍伐林木、使用氟立昂冰箱等，从而得到暂时的个体利益。而由此产生的后果是鲸的数量

骤减，森林遭到破坏，大气臭氧层变薄。这些后果不是由某一国家、公司、家庭和个人来承担，而是由全

人类来承担。这与牧民增加牛的数量，个人获利而草场损失却由所有的牧民承担一样。 

正因为如此，可持续发展才要求任何地区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能以损害别的地区和国家的发展为代价，特

别是要注意维护弱发展地区和国家的需求。而目前在代内关系中，解决富国与穷国的矛盾的关键是克服富

国的利己主义的环境观和行为。 

“布伦特兰定义”撇开这些现实的代内问题不讲，却大谈对后代人的责任，实际上是避重就轻，有意回避

问题，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真正的敌人是贫穷和社会不平等。怎么能让饥饿的人们

在生存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来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以及为后代创造财富呢？” 

在代际之间，持续发展的目标是一代更比一代和谐。为此当代人必须为后代人提供至少和自己从前辈人那

里继承的一样多或甚至更多的财富，因为当代人对后代人生存和发展的持续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可持续发展要解决的第二大问题就是促进人与自然双方的协同进化，互利共生。人类在与自然的交往中，

不应随心所欲，必须关注生物圈整体对人类行为的选择和制约，必须尊重生态系统内各层次的协同性质。

人类必须把自身置于生物圈的相互依存的关联网络中，在自身的生存发展活动中促进生物圈的生存与发展

中，达到人与自然的互利共生，协同进化。自然是向着活的生命有机体进化的，整个自然本身是有生命

的，这绝不是诗化的文学的笔法，而是必须承认的科学事实。因此，我们可以说没有自然的生存，就没有

人类的生存；没有自然的发展，便没有人类的发展。人类无权剥夺大自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人类必须与

大自然一起生存、一起发展，因此必须保护自然进化的持续性。总之，自然进化的持续性是指维护健康的

自然过程，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生产潜力及功能，维持自然秩序。 

总之，可持续发展所要解决的问题绝不仅仅限于上下两代之间的矛盾，它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持续发展

要求人类在空间上应遵守互得互补的原则，不能以邻为壑（包括人和自然两类邻居），利他利己均衡合理

发展；在时间上应遵守社会的理性分配原则，不能在赤字状态下发展，保证代际协调发展；在伦理上应遵

守“只有一个地球”、“人与自然互利互惠、协同进化”、“人与人和衷共济、平等发展”的原则[③]，

以生态学的智慧和泛爱的道德责任感规范人类自己的行为；在总体上体现发展的高效和谐、循环再生、协

调有序、运行平稳的状态。（原文发表于《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6(6).这里有改动。） 



-------------------------------------------------------------------------------- 

[①]王书明等.从增长有限到发展文化—联合国发展观的演进历程[J].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2). 

[②]叶平.生态伦理学[M].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4.2. 

[③]牛文元.中国式持续发展战略的初步构想[J].管理世界.19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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