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章
人类生存方式与生
态环境危机



当今国际社会经济格局正向着全球

化、多元化、信息化和生态化方向演变。

强烈的现代化需求，密集的人类开发
活动，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高物耗、
高污染型的产业发展，传统的生活方式，
给区域生态系统造成了强烈的生态压迫效
应，产生了生态环境危机，促使人类考虑
生态建设问题。



生态建设的科学含意是通过生态规划、生

态工程与生态管理，将单一的生物环节、物理

环节、经济环节和社会环节组成一个具有强生

命力的生态经济系统，运用生态学的竞争、共

生、再生和自生原理调节系统的主导性与多样

性，开放性与自主性，易变性与稳定性，发展

的力度与稳度，使资源得以高效利用，达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



生态建设的目标体系如图所示：

可持续发展

生态建设的目标应包括：

生态产业

生态环境生态文化



1、促进传统产业经济向资源化、知识化和
网络化的高效持续生态经济转型，以生态产业
为龙头，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2、促进城乡及区域生态环境向绿化、净化
和可持续的生态系统演变，为社会经济发展建造
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

3、促进城乡居民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及价
值观念向环境友好、资源高效、系统和谐、社
会和谐的生态文化转型，培育一代有文化、有
理想、高素质的环保时代的生态社会建设者。



中国真正要进入环保时代，就意味着我们要改变

传统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价值观念，进入一种新

的文明形态，叫做“绿色文明”。
我们每个人都是环境灾难的制造者，同时又是环

境灾难的受害者，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日常行为影响

着生态环境质量。例如你不注意向环境中扔了一个电

池或一个塑料制品，你就无形中给环境造成了压力。

因此说，自然界的生态环境恶化是由于人类的行为生

存方式直接导致的。



为了保护环境有些人主张恢复纸包装，因
为一般塑料包装在环境不可降解。从整个资
源环境总平衡来说，用纸来做包装也不一定
就体现了环保和资源化。因你这边减少了白
色污染，那边却牺牲了森林资源，而中国是
一个缺少森林资源的国家。另外，造纸业是
一个对环境污染非常严重的工业。



我们中国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可是
我们的生存环境却为这五千年的文明付出
了沉重的代价，说明中华文明里有很多东
西是不利于环境保护的。例如中国的食文
化，讲究吃“山珍海味”崇尚吃珍稀动物。
其实珍稀动物不一定好吃，也不一定营养
丰富，吃它就是因为那是一种社会地位的
显示。以谁能吃到珍稀动物为光荣、为享
受、为荣耀。这种思想意识对环境和资源
保护来说绝对是不利的。



另外，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现在媒体导向鼓
励过度消费，我认为这种意识导向非常不好。
因它对环境和资源保护是不利的。这是一个观
念问题，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是一个人的生
活方式和人生方向的选择问题。
我主张适度消费。一是与你个人的收入要

成比例，你有什么样的收入，就可以接受什么
样的消费；二是要和我们的社会所能提供的资
源成比例。



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向美国人那样生活，我们的

资源和环境能维持吗？

欧洲的生活方式也不值得去效仿，因为欧洲没

有原始森林，他们的原始森林在中世纪已经被他们

全部砍光了。后来欧洲人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他们的森林都是后来种植的。欧洲没有大型的食肉

类动物，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原始森林早就没有

了，他们没有在天然状态下的老虎、豹子，只有狼

和狐狸，还是在西班牙一带。有的狼还是后来引进

的，鹿也是后来引进的，所以欧洲人在这一点上没

有值得骄傲的。



他们值得骄傲的是后来保护环境做得很好。

不管怎么说，中国毕竟还保存下来一些原始的

野生动物，例如大熊猫。此外，还有野生的老

虎、豹子。在中国的西北部、西藏地区，还保

留有野生羚羊、雪豹这样一些世界上非常珍贵

的野生动物。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措施保护它

们，也许再过五十年，它们也将从地球上消失

了。

环境保护应该是群众性、社会性的工作，

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事。政府应鼓励扶持



民间的环保组织。在日本全国性绿色环保
组织有500多家，美国至少也有上千家，
欧洲就更多了。在里约热内卢的环保大会
期间，有个非政府组织大会，参加会的就
有几千家。中国的民间群众绿色环保组织
太少了。这与我国民众的环保意识、财力
及政府的支持有关。美国有很多人自愿加
入绿色环保组织，经常看到他们自发组织
维护环境的活动。例如维护公共场所环境
设施、环保宣传、保护动物、自愿喂养野
生动物等。



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从和谐变得非常紧张，
非常对立，人对大自然掠夺性的过度开采、索取，

造成了今天的生态环境状况。对于我国而言，这

个问题格外严重。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
发展，虽然中国还有很多人生存在贫困线以下，

但更多的人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正在向小康水

平迈进，他们面临的实际是致富的压力，觉得自

己没有一辆车、一幢洋房，就不算“成功人士”，
而且渴望一夜暴富。这些人的心态是失衡的。与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是相搏的。



对于这样的一种思潮同学们的观点是什么？
现在又以拥有小轿车为时髦。轿车所造成的污染
和资源浪费且不说，就交通堵塞已成了城市的大
问题。
如果北京的自行车的1%变成了小汽车，那种后果
你们能想象吗？到那时北京的路还能走吗？空气还
能呼吸吗？

F欧洲推广“无车周”
1998年9月22日，法国推行“城市无车周”活动； 2002年，欧盟委
员会决定将每年9月16—22日，定为“欧洲无车周”。

F巴西、法国推广酒精、生物燃油代替石油化工燃料；
F韩国推广天然气工交车；



很多人把美国生活方式视为一个目标，在这

方面，美国人高消费、高消耗、高污染的生活
方式起了一个不好的导向。统计表明，一个美
国人消耗的能源相当于33个中国人，这就是为
什么中国不可能也不允许我们推行美国生活方
式的理由。中国的人口和资源状况不允许我们
追求美国式的生活目标。

印度的圣雄甘地说过一句名言：“地球可
以满足人类的需求，但是无法满足人类的贪
婪。”我们的祖先曾经总结出非常实际的生活目
标哲理，就是“勤俭持家，丰衣足食”，“知足者
常乐”。



这种生活哲学是中国人在既定的生态环境中产

生的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生存智慧。我们应当确定一
个有限的目标，应当有所节制，我们的社会也应当
鼓励节俭，而不是去刺激每个人积累更多的财富、
享受更高的消费、占有更多的资源。我们这一代
人，甚至在今后的几代人，都不可能追求富贵和豪
华的生活方式。

过去我们一直说，中国以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
了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是很了不起的贡献。我
们的土地资源、水资源在急剧减少和恶化，而人口
仍在不断增长。



就目前我国的人口和资源状况来说，如果我们能
够继续实现中国人“丰衣足食”的理想，将是一个非常
了不起的成就，是一个非常高的发展目标。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环境科学家布朗教授提出
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理念。他还写了一本轰动一时
的报告《谁来养活中国人》。他对中国耕地的大量减
少，以及建议中国缺水的北方地区不宜大面积种植水
稻等等建议，都是很中肯的。他最近还出了一本书，
预言全球的大水荒已经来临。他认为在20世纪，国家
之间的战争是围绕着石油资源展开的。但在21世纪主
要是围绕水资源，这一危机已经开始显现，在中国同
样显现出了水资源的严重短缺。



例如黄河断流。造成黄河断流的
原因是什么？固然有气温升高，蒸发
量增大，降水量减少等全球生态变化
的原因，也有上游植被破坏，涵养水
分能力减弱等原因；但还有一个十分
重要的原因——黄河上游对黄河水量
没有节制的开发利用。

长期以来以为水资源是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



关键是我们需要建立一种能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生活方式和生
产模式，所谓的绿色文明、绿色生活方式、
绿色产业。我们的日常行为、生活方式有很
多是不符合环境伦理的。已经造成非常严重
的环境危害。

比如在我国西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挖甘

草、搂发菜的活动，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甘
草和发菜是廉价草药和营养食品，但由于大
量采集，破坏了生态环境，加剧了西北地区
的荒漠化。



另一方面，要反思我们的机制、

体制、制度。要真正把传统的社会发
展模式扭转过来，需要放弃很多东
西，改变我们的整个生存习惯，这是
非常难的。直到现在我们的环境治
理，基本上还是一种末端治理，先污
染、后治理。



现在北京市的汽车拥有量虽然只有
西方同类城市的几分之几，但空气污
染却是他们的几倍到几十倍。是什么
原因造成的？固然有地形、局地环境
气候的原因（北京蓝天工程），也与
我们的机制、体制、制度、技术和汽
车尾气标准定的太低有关。



北京起码有两个基本问题没有解决

好。首先是城市规划。如果我们仍然采取
延续了几十年的过度开发旧城中心的战
略，使人流、物流、车流主要向城市中心
集中，汽车尾气和交通拥堵的状况就不可
能好转。最近，媒体也在讨论怎么解决交
通拥堵的问题。在三、四环路上减少出
口，增加新的规则，单双号分流等等。这
些都是末端治理，只是被动应付，绝对不
可能真正有效。



实际上，北京修的路够多的了，例如东

京、香港、纽约、华盛顿都没有北京那么宽
阔的马路，为什么人家不堵车，交通秩序井
然，原因是什么？



我们缺少另外一些东西，缺乏大思路，

缺少远见卓识。当时许多专家反对在王俯井
修建东方广场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么一个容
量巨大的商业区会进一步加剧车流人流向市
中心的集结，交通不是更拥挤么？为什么不
把东方广场建到郊区大兴去呢？当然，繁华
地段的土地价值高，商业效益大，但作为政
府规划，就不应迁就房地产商的眼前利益。
所以，根治的措施，首先是彻底改变过度向
城市中心开发的战略，将旧城之内的人口压
力和过于集中的城市功能分解、疏散到三、
四环以外去。



第二个基本问题是城市交通——是优
先发展公共交通，还是优先发展私人轿
车。我们经常举发达国家的数字，说人家
拥有多少多少私家车，鼓励中国也应该“轿
车进入家庭”。然而那只是部分的事实。世
界上所有大城市无不是主要靠公共交通，
尤其是地铁之类的轨道交通来解决城市交
通问题。在香港、东京利用公共交通出行
的人占到了90%；在华盛顿占到了80%；
而在北京只有40%，在20世纪70年代时还
是70%，现在比那时反而下降了！



作为一个绝大多数人只能依靠公共交通

出行的发展中国家的首都，公共交通所占的
比例如此之低，导致交通系统的低效，拥有
一千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如果主要不依靠效
率更高、更加节能和清洁的公共交通，而鼓
励发展私人轿车，导致天天堵车、严重空气
污染的现象是不足为奇的。

要反思迄今为止我们的现代化发展模

式，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经常说发展是硬道理，但是，现在

看来，还有比发展更硬的道理，就是生存！



如果我们连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物质
基础——生存环境都保护不住，生活在空
气污浊、水源污染、传染病流行的恶劣环
境之中，没有干净的空气、清洁的饮用
水，健康不能保证，既是我们达到了现代
化水平，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经过了20多年的高速发展以后，我
们理应进行一场反思。



20世纪70年代，几位环境学者联合出
版了一本书《增长的极限》，书中讨论了
人类拼命追求经济增长是否合理，有没有
一个极限的问题。事实上有些国家，如新
西兰，它们采取“零增长”战略，就是在能
够维持社会需要、维持现有生活水平的情
况下，发展社会福利、缩小公民收入差
距、提高社会安定因素；不再去开采更多
的矿产资源，以保护生态环境；达到全面
提高社会和谐、文明、安定和生活质量。



对于我们这个已经千疮百孔的生态

环境状况，究竟是应该花更多的人力物力
保护、修复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还是继
续以资源的高消费、环境的高污染，换取
经济的高发展呢？值得我们深思。



事实上，单纯争取经济增长是一种世

界性的现象，大多数国家都被导入了这么
一种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从世界银行开
始，对各国的评价就是一个经济增长指
标，就是人均GNP。

现在很多人认识到这种对GNP的追
求已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破坏因素。

大家都在拼命追求GNP的时候，逐渐

忘记了我们到底为了什么而发展经济？



目前发现，单纯用经济增长指标来衡

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是很有限的，在发
展初期可以用GNP来衡量，如同对一个婴
儿，用体重、身高作为成长指标很有效；
但对一个成人仅用体重、身高的指标显然
是不合理的，必须考察他的智力、思想、
道德和对社会的贡献等等。

对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单纯的GNP说明

不了更多的问题，还要看他的生活质量、
社会和谐、公平、安定、科技水平、文化
道德素质等。



世界银行正在研究一种新的评价指
标，有人称之为“绿色GNP”。这种新的衡
量国家财富的指标中，包含了三类因素：
一是科技、生产力水平；二是人力资源水
平；三是自然资源水平。

这样，就能准确地衡量一个国家实际
的状况、可持续发展的程度。



按这种新的标准排序，中国排在世界第162位
（1998年），中国的财富来源于人力资源的比例高
于世界的平均水平；生产的财富也略高于16%的世
界平均水平。但中国最低的就是资源指标，仅为
3%，世界自然资源平均水平是20%。如果一个国家
自然资源储备很低，发展不了多少年，资源就会用
完，经济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

另外，从可持续发展来说，建立资源约束型经

济是必要的。什么是资源约束呢？例如，在华北和
西北严重缺水的地区，不应发展耗水大的企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农田被大量占
用（高尔夫球场、滑冰场等，大面积良田
用于被用于城市建设），引起了世界范围
内关于谁来养活中国的讨论。未来的中国
能否保证其生存安全，不仅取决于人口，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未来农业土地
资源、水资源等。



美国环境学家布朗教授曾经在一篇
文章中指出：“由于中国如此庞大的人口
数量，人类至今走过的所有发展道路，
对中国都不能适用，中国非得开辟一条
全新的航道不可。这个发明了造纸术与
火药的民族现在面临一个跨越西方模式
的机会，向世界展示怎样创造一个环境
上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中国如果成功
了，就能为全世界树立一个光辉的榜
样。如果失败了，所有的人都将为此付
出代价。”



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必
须、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非常规的产
业革命、环境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的
现代化道路，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可持续发展。

世界经济未来是中国的世纪，是
太平洋的世纪。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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