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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三题

苗启明ａ，兰文华ｂ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ａ．哲学研究所；ｂ．马列主义研究所，昆明 ６５００３４）

　　摘　要：今天，人与环境之间已基本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生态关系，它们一般以国家的形式体现出来，形成
相对独立的人—境生态系统。生态文明建设，一是要把人与环境作为一种人—境生态系统进行建设；二是要进

行人—境生态系统的五层次生态文明建设：即生态—技术文明、物质—财富文明、制度—权力文明、精神—规范

文明和生活—行为文明建设；三是要建设生态型政府，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人—境生态系统；五层次生态文明建设；生态型政府
　　中图分类号：Ｂ８２－０５８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１９７１（２０１３）０４－０１２４－０８

　　“文明”理论在中国“历经两个文明、三个文
明、四个文明等发展到今日的生态文明并成为共

识。文明的本质不能简单理解为改造自然的成果

和进步状态，它的本质是对人的生存价值世界在

生产和分配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衡量。这种合理

性与合法性体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与平

衡”［１］。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可以深入讨论以

下几个新提出的问题。

　　一、生态文明的结构性推进：进行人—
境生态系统建设

　　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存在物“互为对象”并形
成一个生态整体的思想，实际包含着这样三大要

素：人、自然界和人与自然界“互为对象”的关系。

如果以“境”代替自然界，这种人与环境的“互为

对象”即相互作用、相互因依，就实际形成一种

人—境生态系统，这是马克思生态哲学原理中所

蕴涵的一个重要生态范畴。我们知道，在生态问

题的出发点上，有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

的长期对立，一旦从马克思的奠基性的生态原理

引申出人—境生态系统这一范畴，并以此作为生

态问题的出发点，这不仅更便于把握和表达马克

思的生态思想，也会立刻超越这种两极对立，而建

立一种“人—境关系”中心论作为生态问题的出

发点。这是这一概念的理论意义。另一方面，这

一概念也是一个事实性、实践性概念。这是由于

自古以来，一定的人们总是相对稳定地生活在一

定的地域之中，他们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实际形成

一种相互因依的生态系统，只是一直没有被意识

到罢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笔者在云南武定地区进
行田野调查时，就已经根据实际，提出“人境系

统”这一概念对其人与环境的关系进行分析，进

而发展出“人—境生态系统”这一概念。因此，这

一概念也是根据事实而形成的概念。所以，人—

境生态系统既有事实基础，又有理论根据，是可以

成立的概念。环顾世界，整个大地上存在着形形

色色、大大小小的人—境生态系统，而整个人类与

大地生物圈之间，则是一个最大的人—境生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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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抓住它，也就抓住了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出

发点。它有许多性质。

　　（一）人—境生态系统是人与境的互动结构
系统

　　人—境生态系统的核心要素一是人，即在一
定环境中生存的人；二是境，即由自然对象形成的

人的生存环境；三是由人建立的人与境的互为对

象的生态生存关系：其一，人借重技术在“境”即

在自然界中进行物质变换，创造人的生存价值物，

这是“境”中之有益物质通过劳动生产流向人的

过程；其二，人通过生产的耗费和生活消费而维持

人的生存和生命的过程，这是生成有害物质而返

回自然界即还归于“境”的过程；其三，人们在这

种人与境的物质变换中实现自己的社会性的生

活、生存、生发（发展）过程，但这是通过人的社会

共同体中的制度和权力的调控而实现的，它既形

成社会的占有和分配关系，又是在社会的占有和

分配关系中实现的。这三重关系，加上“人”与

“境”两大互动要素，人—境生态系统就是由五大

要素构成的动态生态系统。可以进行五层并举的

生态文明建设（另文讨论）。重要的是，它既是自

然系统的一部分，又是人赖以生存的生存系统。

　　（二）人—境生态系统是有自身生态原理的
系统

　　从特定的人—境生态系统出发，更便于分析
其生态原理。人—境生态系统作为通过人与自然

界的物质变换而维持的生态系统，是建立在人的

和许多自然原理的基础上的。第一，它是一个物

质的和精神的输入输出过程，它的维持就有个输

入输出相应原理。第二，任何“境”都是一种有限

的存在，有它的有限性，是个限量；而人的欲望和

其生产创造能力却是走向无限的增量，因而其中

必然随着发展而出现限量与增量的矛盾，调和的

道路是既限制从自然界向人的正能量的物质变

换，又限制从人向自然界的负能量的物质变换，这

里就存在着物质变换限度原理。第三，人—境生

态系统是人与境在社会实践中相互创生的动态生

成的系统，这种生成一方面在于人以自己的人的

尺度改变自然事物，另一方面在于自然事物以它

的物的尺度改变人、要求人，这种相互的改变和创

生，形成了人—境生态系统中的“人—物相生尺

度原理”。第四，人—境生态系统是个耗散系统，

它要通过物质、能量、信息的不断耗散而维持系统

的存在，而只有人—境生态系统的维持，才有人的

生存发展可能，等等。这些原理的存在，决定了生

态文明建设必须研究、发现和遵从这些原理。所

谓生态承载力、生态容量、生态足迹等科学分析，

都只有在一定的人—境生态系统中才有其科学分

量。不从人—境生态系统出发，就不便于发现、掌

握和遵从这些原理。

　　（三）人—境生态系统是进行生态文明建设
的责任系统

　　生态文明建设本身就是人的一种责任，是在
生态危机出现之后人类迫切的生态责任。人—境

生态系统的提出，就是为了落实这种责任。人—

境生态系统，如果按行政区域划分，都有它的权力

中枢。在生态危机的逼迫下，权力中枢都有它的

生态要求和生态意志，对其人和境都有调控能力，

是人与境的调控中心，这就可以落实本系统的生

态文明建设责任。除了权力中枢的责任外，还有

该系统中的全民的责任，人人的责任，即一定的人

们对其一定的环境的生态保护建设责任，对于一

村、一县、一省、一国来说都是如此。因此，应当以

省、县、乡、村的行政区划来划分人—境生态系统，

既能贯彻政府的生态意志和进行生态调控，又方

便责任分明地进行具体的生态分析、提出生态要

求和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同时，也便于自上而下

和自下而上地追究生态责任。当然，这种责任是

和社会制度相联系的。在由资本逻辑统治的或资

本主义社会里，是不可能把生态文明凌驾在资本

逻辑之上的。而社会主义社会，要求把广大民众

的健康生存放在第一位，这就有了制度理念的保

障。没有制度保障，只能奢谈生态文明。所以，世

界上第一个提出并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是中

国而不是其他发达同家。

　　（四）人—境生态系统划分的灵活性、相对
性、互通性与重叠性

　　人—境生态系统是客观的存在，但具体如何
划分，则是相对的、灵活的。这是由于：其一，

“人”是一种巨大的变量，“境”也是一种巨大的变

量，而把“人与境”结合成整体的社会和科技，更

是一种能动能变的力量。它决定了人—境生态系

统是个不断变化的系统。其二，整个人类与地球

生物圈之间是一个特大的人—境生态系统，它实

现着大气循环、水循环、氧循环、氮循环、温度循环

等等。但是，一旦地球上到处都被民族和国家的

利益边界划定了生存势力范围，而国家内部的省、

县、乡、村也都成了一定人们的相对独立的生存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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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这就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大大小小的人—境生

态系统。因此，人—境生态系统不仅可以依据自

然生态系统如黄河流域、陕西盆地等等的差别而

区别开来，又是可以依赖于传统的行政划分或生

态文明建设的实际需要而划分的生态系统。这就

决定了划分的相对性和灵活性。即这些划分是可

以根据需要而变通的，相互之间是互通的，大（如

县）小（如乡村）之间是可以重叠的等等。例如某

县的人—境生态系统既属于某省系统，又与周边

县份交合互通等等。这种相对性、互通性和重叠

性，更便于人们的联合和层层推进，把大大小小的

人—境生态系统结合在一起共同进行生态文明

建设。

　　（五）从人—境生态系统出发，可以立体地、
全面地进行生态文明建设

　　一旦划分出“人—境生态”的责任系统，它就
要既强调“人”的建设，又强调“境”的建设，更强

调“人境关系”的建设。“人”的建设就是要把人

建设成为由生态理性、生态伦理、生态素养武装的

生态人，没有这样的生态化的人，特别是企业家和

政府官员的生态理性，就不可能进行真正的生态

文明建设；“境”的建设包括环境保护、污染治理、

资源节约、生态建设等等，没有这样的建设，生态

文明就落不到实处。“人境关系”的建设主要是

通过生态性的科学技术改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

关系，包括由自然流向社会的正的有益的物质、能

量、信息和由人流向自然的负的有害环境的无效

物质流、污染流。如何使它们都成为相对合理的

即自然界可以承受、可以降解恢复的变换，是“人

境关系”建设的关键。没有这样的建设，生态文

明中的生态问题就不容易从根本上解决，就不能

不断提高，就没有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所有这

些，都要求在生态规律、生态原理下进行。如果不

从人—境生态系统考虑，那就很容易片面化。当

前之所以会出现生态治理危机，就在于没有同时

从人出发，以至于一方面中央政府花大力在进行

生态治理，另一方面一些群众、企业甚至一些地方

政府，为了眼前利益又在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强

调层层责任的人—境生态系统建设，就是明确强

调要同时从人、从境、从“人境关系”方面进行立

体性、全面性生态文明建设，否则就不会有生态文

明的出现。就不会有“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出

现。脱离开人的文明素质的提高，就无所谓文明

不文明，更谈不到生态文明。

　　（六）“人”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复杂性
　　“人”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个最为复杂的问题。
这不仅包括人的精神理念的建设，也包括人们在

物质占有和物质分配上的相对均衡。贫困的人和

暴富的人，都不仅不会考虑生态问题，而且是破坏

生态的两种极端力量。贫富分化，是人类进行生

态文明建设的大敌。当今世界上２０％以下的人
占有８０％以上的财富，他们以异化消费破坏生态
环境；而那 ８０％以上的人只占有 ２０％以下的财
富，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过度开垦而直接破坏着

生态环境。心不平则人不睦，这种贫富对立迫使

人与人相分立，相敌对，不仅不可能团结一致进行

生态文明建设，而且都成了生态破坏的力量。任

何人—境生态系统，只要有这种异化力量的存在，

就不可能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因为这种贫富对

立，以及不同国家、不同人们的其他利益的对抗和

冲突，本身就是一种反生态的破坏力量，是社会生

态问题。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来说，只有同时解决

社会生态问题，才能解决自然生态问题。人与自

然的关系———如马克思所指出，从来都是建立在

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的。只有在这一社会

生态问题的合理解决和在合理解决的路上，人们

才能以生态要求来规范自己的生产和生活，生态

文明才能逐步实现。从人—境生态系统进行生态

文明建设，就是要从人的这种物质分配的根子上

进行建设。所以，生态社会主义者福斯特针对这

种情况提出了“既是生态的又是社会的革命”［２］，

即进行生态—社会革命来解决这一问题，这不能

不是根本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方向。

　　（七）从人—境生态系统出发，更便于把握具
体的人地生态文化特征

　　有一些地区，特别是一些相对分立的民族地
区，其地域生态特征、人文文化特征都很独特，形

成一种相对独特的人—境生态文化。因而，从他

们独特而又紧密相关的人—境生态文化特征出发

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是个有利的条件。在此基础

上通过适当的生态性技术（工业等）的引进，可以

在向现代性发展中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人—境生态

文明，等等。

　　总之，提出根据人—境生态系统进行生态文
明建设，更便于把人与环境捏合成一个整体，激发

人们的家乡情、爱国心和生态责任，激发人们为健

康生存主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特别是在广大民

众摆脱贫困而进入“小康社会”之际，人们终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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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在人所追求的一切福祉中最重要的就是生态

健康的福祉。

　　二、生态文明的层次推进：进行五层次
的生态文明建设

　　在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研究中，我们
曾经在１９８５年提出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制度文
明的三维结构。进而有学者把生态文明加进来作

为基础，即四个文明建设。然而，从把生态文明作

为人类新型文明的高度考虑，这里似乎不够贴切，

好像生态文明是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之外，而后

者也可以独立在生态文明之外。这种积木式的外

在叠加没有注意到，生态文明的提出使问题发生

了质的变化：生态文明是现代人类庞大复杂的社

会在整体上为适应地球生态有限性和生态危机而

不得不在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上的根本转

变，它将使人类一切物质的、文化的、精神的活动

都转变为生态性的，而不能简单理解为在物质文

明之外再加上生态文明。否则，就会把生态文明

停止在环境保护、污染治理等方面。这些当然是

重要的，但没有走出西方生态主义的生态改良主

张，不足以建设生态文明。现代人类世界，现代性

的生态文明，一是建立在自然生态和人们掌握它

的科学技术手段这一根基之上，二是建立在社会

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这一主体之上，三是建立

在保障这一切的制度和其权力的性质和运行方式

之上，四是建立在人作为现代人的精神规范的主

导之中，五是体现在每个人与一切人的生活与行

为之中。它是“人”和其生存“环境”之间组成的

复杂的“人—境生态系统”中的五层结构。生态

文明，作为人类自觉自为的建设，就是要自觉进行

人—生态系统中的五层次的生态文明建设。其中

“人”是关键因素，人通过技术所掌握的“境”是决

定因素，在这两大因素之间，通过人与境的物质变

换关系和社会的权力调控，形成富有生命力的、不

断发展变化的人—境生态系统。仅仅从“境”上

考虑，无所谓文明不文明。“文明”是个人类学概

念，它从来都是从人到物的通盘考虑，体现着人类

学、自然学、社会学的价值原则。它在实际上要求

这些方面既符合自然的数理、物理、生理规律，又

符合人类的心理、人理、事理规律。从生态文明的

高度来理解，这也就是要求既符合自然生态规律，

又符合社会生态规律，而这两者都要求生态人的

出现即人的生态本性的形成。因此，生态文明作

为当代人类世界被迫而主动构建的文明，它必然

要从人出发并以人为归宿进行建设。这就是说，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至少应当包含如下从人

到物又返回到人的相互因依的五个层次的建设。

　　（一）以人的精神—规范文明建设为主导
　　人在本质上是由其精神主导的存在物。人类
精神的最深刻的形态是科学和哲学精神。今天的

科学和哲学的最重要发现之一，是自然界以及人与

自然界的生态关系的规律。因此，生态精神是人类

今天最高的最重要的有关人类生存的精神。这不

仅包括对生态规律的理解，更包括它的人的、实践

的形式即生态理性、生态伦理、生态人和其实践要

求。因而，生态精神不像过去的旧哲学那样是一种

理性的直观、冷漠的审视，而是人性发展的新境界，

它要求行动，这就不能不成为一种规范。因此，就

生态文明来说，生态精神要在转化为规范中实现其

价值，而规范本身不能不是一种生态精神的实现，

精神与规范不可分割，因而不能不并提。

　　进而，生态文明不像以前的文明形态那样是
一种无限的没有约束的放纵发展的文明，它是人

类在生态大限之下不能不走的有限的、约束性的、

不能放纵而需要小心翼翼地加以建设的文明形

态，是每个人与一切人的责任文明。这样的文明

本身只能是在种种理性的规范限制下方能实现。

对于人来说，不受生态精神的规范，就会受非生

态、反生态欲望的支配。没有严格的生于内而受

于外的生态精神的规范，生态文明建设就只能流

于形式，失去实现的可能。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

中，人的精神—规范文明建设不能不起着主导作

用，因而要自觉地以人的精神—规范文明建设主

导整个生态文明建设。

　　（二）以生态—技术文明建设为根基
　　今天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是被科学技术
深深耕耘的自然界。人与自然界的生态关系不是

赤裸的动物式的关系，而是以技术为中介的生态

关系，生态与技术对人来说已经成了互动的整体。

在今天，没有技术，或不从技术上考虑，就没有人

与自然界的生态关系。而任何技术，如果不以生

态为前提，就会成为反生态的、能把人类引向生态

灾难的技术，生态与技术不可分割。今天人类要

建立的生态文明，从根本上说，建立在生态的“技

术性”呈现和技术的“生态性”深度之上。在今

天，只有生态与技术结合一体，才能构建符合生态

要求的文明来。生态与技术是个并蒂花，不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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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特别是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来说是如此。孤

立的生态考虑或孤立的技术考虑，都不能形成真

正的生态文明。

　　进而，生态—技术文明建设之所以是根基，在
于只有生态—技术文明建设到位，人与自然界的

物质变换关系，才能达到生态合理化水平，才能创

造出人类赖以生存的、符合自然生态原理的物质

财富文明来。所以，它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基。

　　（三）以物质—财富文明建设为主体
　　一般把物质文明当成文明建设的主体。但
是，所谓“物质文明”，是一个仅仅与精神相对立

的非社会、无倾向的概念，不适合描述有要求、有

意向的生态文明。例如，它无法分析人们在物质

上的不同占有和分配，而这却是文明不文明的关

键。相反，“财富”总是有主的，是对主体而言的，

是个倾向性的经济学、政治学概念，可以涉及财富

的占有和分配。“物质—财富”并提，就可以用来

分析它的占有和分配、使用和效能，从而可以分析

它文明不文明。生态文明不是要创造更多的“物

质”财富，恰恰相反，而是要看这种创造是否符合

生态规律以及它在社会共同体中如何分布和分

配，如何使用和消费。物质—财富文明就是要考

察人类世界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公

平与正义。在“生产—交换”这个环节，主要考察

物质—财富的创造是否符合“人与自然的合理物

质变换”这一自然生态原则；而在“分配—消费”

这一环节，主要考察它是否符合“人与人的合理

物质变换”这一社会生态原则。所有这些考察都

不是简单空洞的“物质文明”可以胜任的，因而必

须把“物质—财富”结合成一个概念，才能分析生

态文明在这一领域的要求。

　　那么，为什么物质—财富文明建设是主体呢？
这是由于，人类的生存发展不能不依赖于他所创

造的物质—财富，物质财富的合理创造与合理分

配使用（消费），决定着人们是否能够合理地生存

发展。因而，生态文明不能不以物质—财富文明

建设为主体。

　　（四）以制度—权力文明建设为保障
　　人作为社会存在物，不是以孤立个体的形式
生存的，它总是以社会共同体的形式生存发展。

共同体存，其人则兴，共同体亡，其人则伤。而任

何共同体，小到家庭，大到国家，都是以一定的体

制的形式存在着的。因而，在任何足够大的共同

体中，都有它的支配共同体的制度—权力机制。

一般来讲，制度为体，权力为用，一个共同体才能

有其形，成其态，才能运转和生存发展。“制度和

权力不可分割，只讲制度不讲权力，就抓不住关

键；只讲权力不讲制度，就抓不住本体”［３］。所

以，笔者在１９８５年提出“制度文明”时，很快就有
人提出“权力文明”。通常所说的政治文明，就是

制度—权力文明。而今天看来，必须“制度—权

力”并提，才能完整地把握住主导社会共同体的

关键因素。

　　进而，由于在任何社会共同体中，制度—权力
因素都是该共同体的调节控制因素，而其调节和

控制的主要对象，就是“物质—财富”的生产和交

换，分配和消费，生态与技术的建设与发展，没有

制度—权力的保障，生态文明就不能依生态规律

和生态要求而活动。因为生态文明不是自发的文

明，而是自觉地根据生态规律和要求而构建的文

明，它需要强大的制度保障和权力调控，以保障社

会在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上的生态公平和生态

正义。因而，对于整个生态文明建设来说，它不能

不建立在制度—权力文明的保障体系的基础上。

所以，物质—财富文明也好，生态—技术文明也

好，甚至精神—规范文明建设，都需要强有力的制

度—权力文明的保障，才能有效地走向每个人与

一切人共享的生态文明方向。

　　更深一层看，制度—权力文明作为生态文明
的构成要素，它不是无选择、无方向的。那种为少

数特权者服务的、那种让资本逻辑任意践踏自然

和民众生存的、搞两极分化的制度和权力，与文明

是背道而驰的，那种高内耗（争斗内耗、贪腐内

耗、结构内耗、浪费内耗等）、广征服（如帝国主

义）的制度和权力，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可能是

文明的。马克思指出的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

种发展方向，即作为一种社会体制，它应当是一种

“自由人”的民主与共和体制。而作为一种符合

生态原理的体制，它应当是能量消耗最小而社会

功能最大的体制，是没有内耗的优化体制。所以，

制度—权力文明不是自发的，任意的，而是必须根

据自然的与社会的生态原理加以自觉构建的。只

有制度—权力文明本身建设好了，它才能支配整

个社会共同体及其各个环节的生态文明建设。

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制度—权力文明建

设为保障：既保障自身也保障整个共同体的生

态文明建设，而这也就是“生态型政府”的建设

（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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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以生活—行为文明建设为归趋
　　人是一种行动的、实践的、生活的存在物。生
活，其丰富性可以包含人的一切，它形成人的“生

活世界”。而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生活。而生

活，又是通过人的行为实现出来的。生活是行为

的名词，是存在性概念，人总是在生活着；行为是

生活的动词，是实现生活的功能性、活动性概念。

不讲生活，行为便无所根、无所据；不讲行为，生活

就无法体现出来。所以，单讲“生活文明”或“行

为文明”不行，“生活—行为”是一个整体，形成人

的生活—行为世界。生活—行为世界不仅仅是指

人的衣食住行用的文化形式，还包括人们满足衣

食住行用的行为方式，人的精神生活方式等等。

在这个意义上，人的劳作和生产也是为他的生活

服务的，是生活—行为世界的组成部分。这是一

方面。另一方面，人的一切都是为了生活，因为生

活是生存的形式，无生活也就无生存。生态文明

建设也是为了人们能够长久健康的生活。在这个

意义上，它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归结点，即它要归

结在人的生活—行为之中，否则一切都是空话；而

人的生活—行为文明又必须趋向生态文明方向，

否则一切都会落空。例如，不可想象，当前世界上

的富国和富人的异化消费，这种巨量耗费物质财

富从而巨量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的生活与行为的

存在，能够奢谈生态文明。因而，生态文明建设必

须以每个人与一切人的生活—行为文明为建设的

归趋，实现人的生态生活、生态行为与人的生态实

现，才有可能把生态文明落到实处。

　　这就是说，对于今天的复杂社会来说，要建设
生态文明，必须同时从五个层次或五个环节上进

行“五层双质结构”的生态文明建设，才是全面

的、各环节互相促进的生态文明建设，这应当是生

态文明建设的全面性和结构性方法。生态文明建

设愈向深处发展，愈需要同时从这五个环节进行

建设。当然，任务艰巨复杂，但为了民众的健康生

存和全人类的持续生存，势在必行。

　　三、建设生态型政府，推进生态文明
发展

　　在生态危机的逼迫下，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在发
达国家兴起了“绿色政府”思潮。中国学者受此

启发，于本世纪初提出了“生态型政府”［４］这一重

要概念。这是世界生态保护思潮、生态经济思潮、

生态政治思潮发展的产物，有其世界历史进步性。

它不仅要求政府组织本身符合生态原理，更要求

政府在主要功能上从政治型政府、经济型政府转

化为生态型政府。当前的问题是：如何把２０世纪
的生态觉醒，上升为生态智慧；如何把生态理论转

化为生态实践；如何从经济合理性的支配，转向生

态合理性的支配，把发展建立在自己的生态创造

力和生态生产力的基础上等等，这些都是经济型

政府不可能考虑的。在资源越来越紧张、环境问

题越来越严重、气候越来越变暖并导致生物大量

灭绝这种严重生态情势面前，无论从中国还是从

世界上看，都要求把构建生态型政府提上日程，以

便推进人类向生态文明方向发展。生态型政府要

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决不是简单的资源节约、环境

治理问题，它必须推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发生

革命性变化。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

　　第一，把首先追求经济增长（资本与 ＧＤＰ）、
福利增长和政治安全的发展，转变为追求人与自

然的生态平衡与生态福利、生态安全的发展。在

认识到人类只能在自然界的生态承载力这一大限

之下生存发展这一生态现实之后，任何一种坚持

传统发展模式的行径，都将是一种生态罪过。这

就是要求把以资本增值为动力而又没有生态约束

的传统工业文明这只破坏生态的野马，换上以人

的基本生活需要为核心的并套上生态约束的缰

绳，即在生态资源限定的“生态门槛”下生产，把

追求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与人们的生态福利、生

态安全作为发展的目标。

　　第二，把为财富增值而无限扩大的生产活动，
转变为受生态容量约束的、为满足马克思所说的

“每个人与一切人”的基本生存需要的生产活动。

在一定的人—境生态系统中，当人们的生态足迹

高于系统的生态容量和生态可供时，生态系统就

向恶性转化，经济增长通过生态门槛的限制就转

化为负增长。它不仅不能增长人们的经济福利，

反而破坏人们的生态福利，这就是“福利门槛”的

限制。违背生态的经济福利必然破坏人们的长远

生存。这就要求人们根据一定环境的生态承载限

度以及人们的创造可能性进行生产，从而克服追

求资本无限增值、经济无限增长的生产异化，使任

何生产都只是为了人们的基本生存与合理发展而

生产，正如中国计划经济时代所说的，是为了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即脱贫）

而发展生产一样。

　　第三，把发展生态创造力、生态生产力放在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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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推动经济的生态化发展，从而把传统的资本现

代化改造成为生态现代化，以生态合理性为基础

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发展，走向生态文

明。所谓生态生产力，不仅是指自然生态系统本

身的自然生产力，本身的生态恢复能力和趋向平

衡的自生产、自调整能力，更是指人为的科技生产

力的生态化发展。所谓生态现代化，就是人与自

然、人与人的生态关系的合理化与现代化。整个

科学技术和人类活动，都要建立在生态现代化的

基础上。它要求从人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的生

态化，到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的生态化；从自然科

学技术的生态化，到社会活动、政治行动的生态

化，即从人的生态意识、生态理念到人的活动方

式、行为方式的全方位的生态现代化。只有生态

现代化的实现，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

发展，才能有生态文明的生成。

　　第四，在社会的物质分配与物质消费方面进
行变革，既要革除导致两极分化的异化分配，又要

革除不断膨胀的异化消费，建立相对均衡的分配

制度和只满足基本生存发展需要的消费制度，实

现生态性分配与生态性消费。这是由于，生态社

会不仅要坚持生产正义，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合理

物质变换，同时要坚持分配正义，实现人与人的合

理物质变换。没有分配正义，社会就不可能有公

平正义，就必然出现两极分化。任何人与人的、国

与国的贫富两极分化，都是与生态文明相对立的，

都只会导向人类的生态死亡。同时，分配正义是

消费正义的前提。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的分配，也

必然导致贫富分化的两极消费。如何抑制超高消

费、异化消费，是公认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大问题。

因为任何消费归根结底都是对生态的消费，都有

生态责任。任何过度消费，都是对他人的生态侵

犯、生存侵犯。这就要通过生态政治理性，既抑制

分配异化、两极分化，又抑制消费异化，使任何个

人、任何组织的消费，只能是满足其基本的生存发

展需要的消费。一切消费都要受生态安全的框

定。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生态平衡。自然生

态平衡与社会生态平衡，是人们合理生存与健康

发展的双轮。

　　第五，把生态作为一切发展的前提，构建生
态—经济—社会—精神的生态发展模式。它要求

在一定规模的经济社会活动中，都要从一个地区

的生态容量出发，都要计算其生态足迹对生态的

消耗量，把这种生态容量作为其不能动摇的生态

底线、生态红线。任何生态负债都应当成为革除

的对象。这也就是要求在人的生态安全的基础上

发展经济，改进社会，特别是它的合理分配，以建

立一个公平合理的、革除了“欲望需要”而只满足

基本生存发展需要的社会生态体系，使之适应自

然生态的基本要求。牺牲生态健康，任何丰裕的

物质生活都将失去意义。一个健康的生态环境，

是每个人与一切人健康生存与合理发展的首要

条件。

　　第六，针对被资本异化了的世界观、价值观进
行变革，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然界是同一个

生态整体的同生共存的生态世界观和生态价值

观。这就是要从传统工业文明的一整套思想价值

观念中解放出来：从直接性上说，走出资本逻辑对

精神的控制，走出经济主义，走出拜金主义，走出

以经济发展论英雄的单纯经济思想，即从世界观、

价值观上发生生态变革，构建人与人、人与自然界

是同一个生态整体、生态系统的同生共存的生态

价值观、生态世界观，这就是要从改变人们的思想

精神做起。

　　总之，人类今日要走出生态悖论、生态困境，
克服生态危机和生态治理危机，就要通过实施这

些基本变革而开辟生态文明的建设之路。中国更

是这样。只要我们能把经济型政府转变为生态型

政府，就能在中国这个人—境生态系统中进行生

态文明建设，就能开创世界历史的生态发展时代。

　　第七，通过不断的生态—社会革命推进生态
文明发展。生态型政府的生态变革，不是轻而易

举的，它作为一种对人和其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

的变革，本身是一种革命，是一种“既是生态的又

是社会的革命”，即生态—社会革命。所谓生

态—社会革命，就是其生态革命同时又是社会革

命；而其社会革命同时又是生态革命。从长远来

看，生态型政府，就是不断通过生态—社会革命推

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政府。

　　其一，进行生态革命，即革除人对自然的任何
掠夺，找到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的发展道路，而这

只有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才能实现。

　　其二，进行社会革命，革除人对人的掠夺，要
求对分配与消费有严格的控制，克服贫富两只手

对生态的双重破坏，构建社会生态平衡，而这同时

也就是生态革命。

　　其三，进行经济思想、发展思想的生态革命，
即必须放弃对资本或总体ＧＤＰ增长的追求，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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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追求能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生态和谐

关系。

　　其四，进行生态技术革命，大规模地推进生态
科技的发展，实现技术的生态化和生态的技术化，

把发展建立在生态技术的基础上。

　　其五，生态—社会革命的总体要求，是转变生
产目的和生产方式，把传统的经济增长这种最高

追求，让位于对生态平衡的根本追求，让生态系统

规定生产系统，生产系统规定分配系统，分配系统

规定消费系统，实现生态—生产—生活的生态逻

辑要求。

　　其六，生态—社会革命，要求人类在根本价值
观念方面发生革命性变革，把全人类连同其自然

界的生存价值原则作为最高价值原则，并以这种

价值原则重估一切价值，重新确立人们的生产方

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因此，生态—社会革命，

从大的方面说，是一场“为了人类平等而斗争和

为了保护地球而斗争”的生态政治革命。社会主

义可以借重这种生态—社会革命而实现生态的与

社会主义的双重发展。

　　以上这些环节，都是对人、对社会的艰巨的改
造，它既是一种生态主义的社会革命，又是一种社

会主义的生态革命。只有通过这种双重革命，国

家的生态目标才能实现。而这反过来要求有坚强

的生态型政府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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