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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环境问题是全球性问题 ,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重大问题 , 关系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性

发展 。本文针对我国环境问题和民众环境伦理意识淡薄的实际 , 提出环境保护中要提高人们

伦理意识 , 端正环保主体的道德态度和行为规范 , 自觉选择环境治理技术 , 实现无公害化生

产;确保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落实 , 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性发展战略的实施。探讨环境保护

和建设中 , 通过汲取传统文化中环境伦理精华 , 提升环保从业人员环境伦理意识 , 加大环保

政策和法规执行力度 , 强化环保宣传与教育等途径。指出提高公众环境伦理意识 , 无须增加

多少投资 , 也能解决许多环境问题 。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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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既是人类赖以生存和活动的空间 , 又是人类寻求发展所需物质和能源的唯一来源。随着社会

经济的发展 , 环境在人类心目中的位置更加突出 , 并日益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热点 。本文从环境伦理

角度论述环境保护和建设中的伦理责任 , 建立与可持续性发展相适应的现代环境伦理价值观 。

1　环境伦理是环境保护的必然选择

综览环境保护问题的研究 , 大致可以归纳为 3个不同的层面:一是技术层面 , 即治理环境的技术

和设备;二是经济层面 , 即产业提升实现无公害化生产;三是意识层面 , 即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

然 、 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人类的长期实践证明 , 环境保护 , 需要技术 、经济和意识的协调发展 , 才有

望获得新的突破 。在这 3个层面中 , 我们认为 , 作为环境保护和建设者的主体 ———人 , 他们对待环境

的道德态度和行为规范直接关系到环境保护 , 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成败。为此 , 倡导人类对待环境的

伦理责任 , 把伦理道德规范引入到环境保护系统工程之中 , 具有重要的意义。

1.1　全球环境问题

环境问题是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过程中 , 对自然环境破坏和污染所产生的危害人类生存的各种

负反馈效应。作为与人类社会相伴相生的基本问题 , 在世界人口不多 , 生产规模不大时 , 局部的 、区

域性的环境破坏不影响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能力和正常功能。有些污染和破坏危害在时间上具有滞后

性 , 不可能引起人们普遍关注和重视。但是 ,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 人和社会对自然的影响 , 从根本

上改变了环境的组成 、结构 、 功能和发展。能源危机 , 资源枯竭 , 人口压力加重 , 环境质量降低 , 全



球气候变暖 , 臭氧层破坏 , 酸雨频发 , 生物多样性锐减 , 森林破坏 , 荒漠化加速 , 海洋污染等 , 使人

和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愈来愈恶化。从 20世纪 30年代比利时的马斯河谷烟雾事件开始 , 到震惊世界的

八大公害的相继发生 , 再到发展中国家开始工业化过程 , 那些高能耗 、高污染和高材料产业逐渐向发

展中国家转移 , 环境公害事件的出现更为频繁 。世界自然保护基金 1998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自

1970年以来 , 世界自然财富三分之一已遭破坏 。今天 , 地球上已经没有什么地方不存在生态破坏和

环境污染 。自然正无情地向人类报复 , 迫使人们思考环境保护和建设 , 要求人们理性地对待环境 , 反

省过去对待环境的道义和责任 。

1.2　中国的环境问题

我国的环境问题 , 可分为 2类:一类是发展不当造成的;另一类是发展不足造成的。这 2类环境

问题都很严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我们走上了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之路 , 拉开了大

规模发展工业的帷幕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 综合国力迅速上升 , 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但是 ,

由于我们在经济建设和发展中环境保护意识不浓 , 环保治理力度不强 , 因而生态失衡和环境污染问题

尖锐突出 。

1.2.1　生态环境的破坏　水土流失日趋严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 367万 km
2
。荒漠化土地面积不断扩

大。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已达 262万 km
2
, 并且每年以 2 460 km

2
的速度扩展 。大面积的森林被砍伐 ,

天然植被遭到破坏 , 大大降低其防沙固土 、 蓄水保土 、涵养水源 、 净化空气 、 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生态

功能 , 加重了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 。草地退化 、 沙化和碱化面积逐年增加 。全国已有 “三化” 草地面

积1.35亿 hm
2
, 约占草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 并且每年在以 200万 hm

2
的速度增加 。生物多样性受到

严重破坏 , 全国已有 15%～ 20%的动植物种类受到威胁 , 高于世界 10%～ 15%的平均水平
[ 1]
。

1.2.2　资源浪费严重　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能源和原材料消耗比国外先进水平高 30%～ 90%;矿产

资源的总回收率仅为 30%, 比世界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能源的使用效率只有 30%, 比发达国家

低10个百分点;森林资源综合利用率为 40%, 比发达国家低 50个百分点。此外 , 还有大量可利用的

资源被作为 “三废” 白白地浪费。我国每年产生的工业固体废弃物中 , 可以利用而未被利用的价值已

超过 250亿元;每年可再生利用而未回收的废旧资源价值已达 250 ～ 300亿元
[ 2]
。

1.2.3　乡镇企业的污染　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一大创举 , 也是中国农村经济的一块基石 。乡镇企

业在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 , 也带来了诸多的问题 。由于我国乡镇企业数量多 , 分布

广 , 技术力量差 , 尤其是防污设备及管理更差。它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与破坏 , 已成为我国环境保护的

一大难题 。特别是 90年代以来 , 乡镇企业的持续发展 , 其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率 , 由 1989年

的23.8%上升到1995年的 42.5%。但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也急剧增长。1996 ～ 1997年国家有关部门

的调查表明:1995年 , 乡镇企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占全国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 28.2%, 烟尘排放量

为54.2%, 粉尘排放量为 68.3%
[ 3]
。乡镇企业的污染已占居 “半壁江山” , 成为环境污染的主要因

素。国家环保局主要领导解振华先生指出:“如果对这种情况不给予足够的重视 , 不及时采取切实有

力的措施 , 很有可能在环境问题上重蹈 50年代人口失误的覆辙。”

1.3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性发展

环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保护和建设环境 , 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 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坚

持的一项基本方针。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将 “可持续发展” 定义为 “既满足当代的需要 , 又不对后

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
[ 4]
它包括 2个主要的概念 , “需要” 概念 , 尤其是世界上贫

困人民的基本需要 , 应将此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限制” 概念 , 环境对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

的能力施加的限制。换言之 , 人不仅要考虑自身的需要 , 也要考虑自然的承受力和限度 (即自然的需

要), 考虑社会与它的自然条件之间的协调关系 , 社会之间的物质 、 能量和信息交换。可见 , 对人具

有优先地位的外部世界的依赖 , 是为了满足人的复杂多样的需要;而人对世界的掌握 , 既然以对世界

的依赖为绝对前提 , 就必须爱护和保护外部物质世界的再生能力 , 使之能与人的发展持续地保护一种

和谐协调关系 , 社会可持续性发展也就有基础和条件 。

总之 , 我国的环境问题与发达国家面临的环境问题不同 , 具有特殊性 。由于我国是在人口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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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 人均资源少 、经济和科技还欠发达的条件下实现经济快速发展 , 这就决定我国不能走 “先污染 ,

后治理” 或 “高技术 , 高投入” 的路子 。我国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和经济承受力 , 探索一条投资少效

果好的新路子———提高公众的环境伦理意识 , 把环境保护变成共同的大众行为 。

2　关于提高环境伦理意识的几点思考

环境伦理是伦理思想在当代的新发展 , 它突破了传统伦理仅以人伦为对象的思考 , 从生存理性的

高度 , 思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 , 人类对待环境的道德责任 。在环境问题上 , 企业的唯利是图 , 地方政

府的漫不经心 , 社会成员环境伦理意识的缺乏 , 难以形成和推动环境保护的氛围。人类文明原本是为

了丰富和改善人类的生活 , 却破坏了作为人类生活场所的环境 , 进而破坏了自然所赋予的人类健康。

为了缓解人类文明与环境的矛盾 , 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 我们就提高环境伦理意识提出几点思考。

2.1　汲取传统文化中环境伦理思想的精华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有许多论述。道家的 “天人合一” , 强调人与天地万

物相统一 。儒家的 “天人和谐” , 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 人与自然万物同类 , 肯定人为万物之灵。

佛学中的 “万物平等” , 强调人与自然 , 生命与环境的不可分割 , 主张善待万物 , 关怀生命。中国的

传统文化剔除它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一面 , 存在着丰富的给人以启发的思想 , 都是人类环境伦理智

慧的一部分。我们要尊重 、珍视 、 发掘传统文化中环境伦理的思想资料 , 把它转化为今天提高环境伦

理意识的文化底蕴 , 肯定有助于环境保护和建设事业的进步和发展 。

2.2　提高环境保护从业人员的伦理意识

加强环境保护机构建设 , 提高从业人员环境伦理意识 。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起步于 60年代 , 发

展于 70年代 , 直到 80年代初 , 环境保护机构才正式纳入国家政府建制 。目前 , 我国许多省市设立了

环境保护委员会 , 全国有 2 000多个县(市)建立了环境保护局或办公室 。据 1987年统计 , 我国各级环

保部门和环保监测站已发展到 1 700多个 , 从业人员 2.4万人
[ 5]
。初步形成了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大

气监测网络和水系 、 海域为中心的水质监测网络 , 在环境保护和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 但与日趋恶

化的环境相比 , 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要求。究其原因:一是环保机构及从业人员 , 由于多方面的原

因 , 在参与经济活动时 , 特别是产前和产中 , 对环保问题的考虑不够主动 , 一旦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成

为事实 , 工作也就被动;二是受经济利益的驱动 , 某些环保部门 , 仅仅履行罚款收钱的职能;三是环

境伦理意识有待提高 。我们的环保机构中 , 有少数从业人员对环保的认识与理解 , 仅仅停留在 “工

作” 的层面上 , 对环保工作的认识远末上升到人类生存和可持续性发展的高度 。我国的环保工作起步

迟 , 但发展快 , 为我们的环境保护和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和组织保障 , 如果再能从环境伦理意

识的层面上上一个台阶 , 那么 , 国务院关于建设 “祖国的秀美山川” 目标
[ 3]
一定能尽早实现。

2.3　加大环保政策及法规的力度 , 提升环境伦理意识

环境伦理意识的高低与环保政策及法规的执行力度成正比 。我国关于环保政策及法规的制定 , 起

始于 70年代。根据周总理的指示 , 我国不仅参与了国际人类环境会议 , 而且在 1973年召开了第 1次

全国性的环保会议。此后制定了一系列的环保方针 、 政策及法规 ,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第五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环保政策及法规的制定 , 使我们的环保

工作有据可循 , 有法可依 。但是 , 众多环保政策及法规的制定 , 并没有遏制环境的恶化 , 其中一个重

要的原因 , 是政策与法规执行的力度不大。特别是在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发生矛盾冲突时 , 环保政策

及法规只能让位于经济发展。经济是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 , 环境质量评价制度被遗忘 , 发展

经济中的破坏性和掠夺性和不可持续性被忽略 。80年代在北京召开的第 2 次环保工作会议庄严宣布

“环保是一项基本国策” , 党中央 、 国务院对发展经济和环境保护作出若干规定 。但环境保护仍没有在

发展经济过程中得到普遍地执行 , 有些地方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在这种背景条件下 , 党和政府下决

心 , 取缔 、 关闭和停产小纸厂 、小制革 、 小染料和土法炼矿等 15种污染严重的企业 7.5万个
[ 6]
。太

湖流域采取 “零点行动” ,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实践证明 , 只要我们上下一致 , 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

思想统一 , 就能够解决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矛盾 , 使人和自然和谐持久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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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加强环保教育 , 提高国民环境伦理素质

环保教育是提高环境伦理素质的有效途径。《环保法》第5条规定 “国家鼓励环境保护科学教育事

业的发展 , 加强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 提高环境保护科学技术水平 , 普及环境保护的科学

知识 。” 我国的环保教育与环保工作同时起步 , 随着环保事业的发展而成长 , 两者亦步亦趋 , 相辅相

成 , 在我国的环保事业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但不可否认 , 环保教育与环保事业的发展 , 与环保的迫

切要求 , 还有相当的差距 。环保教育形式化和表面化的东西多 , 特别是远离城市文明的乡镇农村 。人

们只意识到对外部世界的绝对的无条件的依赖 , 没有意识到外部世界为人类提供的现实环境是有条件

的相对的 , 是有限度的 , 因而很难培养人们自觉自愿符合环保要求的行为意识和行为习惯。环境恶化

在农村 , 尤其是贫困地区没有得到遏制 。

人掌握世界只能并必须以不破坏自然界的自然再生能力为前提 , 而自然界正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繁

衍的最合适的世界。否则 , 人便会通过自己的活动毁灭或破坏自己赖以存在的对象和生存基础。

十五大提出了 “科教兴国” 战略 , 现在我们又迎来了教育事业的大发展 ,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素质

教育 。只要我们充分利用现有的教育资源 , 突出重点 , 狠抓落实 , 就能够逐步地让公众明确环保是每

一个人的责任和义务 , 使公众养成良好的环境道德习惯 , 那么 , 我们无须增加多少投资 , 也能解决许

多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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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ical reflections on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U Yun-jiang , ZHANG Min-sheng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 , Zhejiang Forestry College , Linan 311300 , China)

Abstract:The problem of environment is a serious problem ,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economy in the whole world , especially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Directed at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

existing in our country and the weakness of ethical awareness of the pepole to the environment , the paper points out

in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eoples ethical awareness and moral attitudes should be raised and the technique of

bringing the environment under control should be selected to achieve the production without social effects of

pollution;the implementation of basic state policies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hould be ensured to carry ou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social economy.During the discuss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constructions , by absorbing the essence of environmental ethic 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 the paper puts forth

that the executive intensity of the polic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ust be increased , and its

instruction and propaganda should be enhanced.At the same time the paper points out improving the publics

environmental ethical awareness can solve many environmental problems without any additional inves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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