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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道德是规 范人 对环境的观念 和行为 ，调整人 与人之 间和 人与环境之 间相关利 益关 系的行 为准 则。经 

过多年的环境教育．我国公众及各级领导者掌握了一定的环保知识 ，但在环境保护行为上参与意识薄弱，“知”和“行” 

严重分离。环境道德缺乏。加强环境道德建设是实施西部大开发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前提 ，其 目标是提高公众特 

别是各级领导者的环境素养和环境道德意识，实现“知”和“行”、他律和自律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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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环境道德及其内涵 

环境道德是人类道德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的发展。是伦理观念在生态环境领域的深 

化 、扩展和具体运用 环境道德是规范人对 

环境 的观念和行 为 ．调整 人 和人之 间及人 与 

环境之间相关利益关系的行为准则。环境道 

德与一般道德 的共同之处是它所关涉的是 

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不同之处在于环境 

道德是主体通过行为的合 目的性之外的结 

果(如我国西南一些地区土法炼硫造成酸雨 。 

大河流域砍伐森林导致水土流失。生产硫和 

木材是主体的 目的，酸雨和水土流失是主体 

行为目的以外的结果 作用于环境而间接地 

与客体发生的道德关系。 

环境道德一是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必须树立“人是 自然之友”的新观念。建立人 

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道德关系。二是探讨 

人对环境的责任 。明确人在 自然界中应扮演 

的角色 。以及人对环境行为所承担的权利和 

义务。三是确定环境道德价值 目标 ，制定人 

类对待环境的行为规范。 

2 环境道德建设的薄弱环节和成因 

环境道德 的目标是为了保护人的生存 

和发展，因而环境道德建设正越来越受到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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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重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环境道德 

建设尚未引起我国广大民众的充分注意 。人 

们的环保意识还相当薄弱。经济利益的驱 

动．“有水快流”的政策导向使破坏生态平 

衡 、污染环境 、浪费资源的行为屡禁不止。 

有关部门的调查表明，经多年的环境教 

育，我国公众掌握了一定的环境保护知识 ， 

对环境状况的严重程度有较深入的认识。虽 

然多数公众在主观上建立了有利于环境保 

护的价值观念，但是在行为上表现出环境参 

与意识淡薄 ，多数人对公众在环境保护中的 

作用缺乏认识 ．在生活和工作中采取不负责 

任的环境行为 。不能积极依法制止破坏环境 

的行为，即“知”和“行”不统一。值得注意的 

是各级领导者特别是西部省区领导干部的 

环境意识更令人担忧。参照环境意识的综合 

评判方法，笔者近两年来对云南省领导干部 

的环境意识进行 了随机 的问卷调查 。问卷的 

内容包括环境知识 、基本价值观念 、环境保 

护的态度和环境保护行为4个方面。调查人 

数为145人，皆为县(处)以上干部 ，包括了主 

要行业和部门。其主要情况是 ：9o分以上的 

有 11人 ，占7．6％；80—89分 的有21人 。占 

l4．48％；70-79分的有45人 ，占31．o3％；60—69 

分的有46人 ，占31．72％；60分以下的有22人。 

占15．17％。最高分是93分，最低分是31分 。平 

均得分71．42分。“环境知识”达标率68．41％； 

“基本价值观念”达标率82．75％；“环境保护 

态度”达标率92．5％：“环境保护行为”达标率 

57．36％。以上数据说明．各级领导干部的环 

境意识与中央对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及西 

部大开发战咯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有 

一 半左右的人急需得到相关的教育和提高 ； 

虽然他们具有一定程度的环境保护科学知 

识 ，关心环境问题 ，对环境状况的严重程度 

有一定认识 。但对有关环境保护的政策法规 

了解不够 ；多数干部基本上建立了有利于环 

境保护的价值观念 。有明确支持国家有关环 

境保护规定和做法的态度。但是 。有少数人 

在基本价值观念上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甚 

至是错误观点 ，如果得不到更正 ，将直接影 

响他们的行为取向；在环境保护行为上领导 

干部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有相当一部分干部 

在行为上表现出环境参与意识薄弱．“知”和 

“行”严重分离的倾向，这将是影响可持续发 

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一个重要 

因素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 

一

，经济利益的诱惑。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 

争中，只有低成本和高效益才能使企业在竞 

争中取胜。正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人们 

竞相开发“免费”的自然资源和使用无价的 



环境容量 。因而引发环境灾难。其二 ，环境影 

响的间接性 、非 即时性所致 。如黄河 上游 对 

森林的砍伐 ，当地人当时并没有感到对他们 

的生活有什么不利的影响 ，甚至认为这是摆 

脱贫困、走向富裕的捷径。但是 ，这种破坏性 

的砍伐行为导致黄河 中下游的断流和洪水 

暴发 。正 因为环境破 坏所造成 的不 良后果不 

是当事人即时即地所能感受到的，也就难以 

产生环境保护的紧迫感，更谈不上形成自觉 

保护环境的道德意识了。其三 ，长期形成的 

陋习使然。这在个人 的不良行为中尤为突 

出。不讲环境卫生 、浪费资源的习惯是长时 

期形 成的 。没 有强有力 的道德 自觉 性是难 以 

克服的。其四，观念问题。与环保相悖的观念 

有如下几种 ：一是受过去“人定胜天”观念的 

影响，人们仍把 自然视作人类征服的对象。 

这种观念所产生的结果是无节制地开发 自 

然．造成对环境的破坏。二是资源、环境无偿 

论的思想。认为使用环境最为经济，谁都可 

取 用 ，不 用 白不用 。三是 环境与 己无关 的思 

想。虽然现代人也希冀生活在 良好的环境 

里，但总认为环境的好坏是政府的事情 ，不 

是个人所能左右的。现实中有这样的现象： 

自己家里干净无 比。对周围脏乱环境则视而 

不见、无动于衷。其五，制度保障机制不健 

全。由于在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绩效评价各 

方面的制度不健全 ，对环境行为失去制约机 

制 ，陷入了一种矛盾的困境 ，即贪图个人或 

局部利益的人获利，顾及社会和整体利益的 

人倒霉。只有形成生态环境政策和相关法律 

等制度保障机制．使人们的环境行为与实际 

收益成正比，才可能使人们在实践中自觉履 

行生态道德义务 。 

3 实施西部大开发和可持 续发展 战 

略必须加强环境道德建设 

西部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处 

于长江、黄河的上游和中亚荒漠区的边缘 ． 

是 目前 我国生态环 境形势 最为严 峻的 区域 。 

生态环境趋于恶化，水土流失严重 ，水资源 

短缺 ，土地沙化和地质灾害频发不仅妨碍了 

西部 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对 中下游地 

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 

此 ，生态环境 建设是西部 大开 发的根本 。 加 

强环境道德建设，提高公众特别是领导者的 

环境素养是实施西部大开发和可持续发展 

战略的基本前提。如果没有公众特别是领导 

者环境素养的提高，环境道德意识没有成为 

全民深层的 自觉意识 ，那么尽管《中国21世 

纪议程》是一个非常好的可持续发展纲领， 

也很有可能只是作为一种理论存在。难以变 

成全民族的实践行动 ；西部大开发也很有可 

能带来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大破坏、大浪 

费 ．最终难 以达到促进 发展 的 目的 。只有提 

高全民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环境素养，使经济 

与环境 、社会协调 发展 的观念深入 到社会 经 

济、政治、科学文化及 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 

中去 。才能克服各种急功近利、破坏资源和 

环境的短期行为，为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 

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结合创造条件。 

3．1 加 强环 境道德教育 

环境教育的目标是提高人的素养和加 

强环境保护。其中人的素养是最根本的，只 

有通过素质教育才能提高人的环境道德意 

识 ．并最终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因此环境 

教育要把现代科学和环境知识作为教育 的 

基础内容．同时必须把环境道德方面的教育 

作为环境教育的核心，以此来提高人们 的环 

境科学素养。人的环境素养是一个综合性的 

质量指标 ，环保知识是其基础 ，环境道德则 

是核心。从伦理的角度看，人们急功近利所 

造成的与环境的冲突，涉及的是个人或个别 

企业的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经济行 

为过份急功近利 ，只顾及眼前利益、本位利 

益．而不顾及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是 

不符合现代伦理要求的。环境伦理并不反对 

人们对环境的经济利用，但它同时认为无论 

是资源还是空间环境都是有限度的。对其的 

利用都应以资源的再生和环境的 自净或 良 

性循环为前提，并着眼于人类的长远发展。 

这就是说．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们应当具有这 

样的环境道德观念 ：使用环境时，应当兼顾 

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局部利益与社会 

整体利益，保证 自然环境长期持续地造福人 

类。此外，还包括对 自然环境应有价值的肯 

定和尊重 ，热爱 自然与亲和自然的道德态 

度，以及保护 自然、维护生态平衡的道德责 

任感等。环境道德教育除了环境道德观念上 

的培植之外，还需要行为规范上的指导。 现 

实告诉我们，人们的环境道德素养与他们的 

行为习惯有密切关系，比如生活中不讲卫生 

的行为习惯 、大手大脚浪费资源的行为习 

惯，以及各种损坏环境的行为习惯。 要提高 

人们的环境道德水平。道德教育应当帮助人 

们扭转上述不 良行为习惯，指导人们养成符 

合环境道德要求的良好习惯。环境道德教育 

的目标是提高公众特别是各级领导者的环 

境意识、 环境素养 ，实现环境保护 “知”和 

“行”的统一。 

建立制度保 障机制 

环境道德从观念的确立到自觉的践行 ， 

还需要建立完善的制度保障机制。在环境保 

护方面立法、执法和施行政策导向的过程，同 

时也是培养人们的环境道德意识的过程，是 

环境道德由他律转化为自律的过程。为此 ，应 

制定和实施导向性的政策法规：一是加大应 

用利益导向机制和价格机制调节可持续生产 

和消费的力度 ．制定实施资源补偿和捧污收 

费政策，切实改变掠夺 自然的不合理的生产 

方式和消费方式 ，逐步完善有利于可持续发 

展的产业政策。加快绿色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倡导无公害、无废料的清洁生产；二是建立严 

格的重大决策和环境规划、生态评估制度，制 

定环境影响评价政策，对涉及资源、环境的建 

设项 目要坚持保护第一和可持续发展的原 

则，认真贯彻执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 

例》，严格履行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建设 

项 目环 境影 响评 价审批 制度和 。三 同时”制 

度 ：三是建立有利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干部选拔、考核和政绩评估制度 ，把资源、环 

境质量列入政绩考核标准。制定资源、环境保 

护目标责任制，把干部抓资源 、环境建设的实 

绩纳入政绩考核的范围，逐步实施行政首长 

离任时的资源环境审计制度。 

只有公众特别是各级领导者具备 了较 

高的环境素养和环境道德意识 ，做到。知”和 

。行 ”、他律和 自律的统一 ，生态环境建设才 

能取得实效。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可持续发展 

战略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李锦，罗凉昭．西部生态经济建设[M】．北京：民 

族 出版社 ．2oo1． 

[2】洪大用．公民环境意识的综合评判爰抽样分析 

[J】．简报导报，1998，(9)． 

【3】盛世兰．增强领导干部的环境意识是时代呼吁 

[J】．生态经济，2001，(1)一 

任编辑 ：高建平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