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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当代西方的生态研究成果十分丰富，生态环境研究的学派、领域、范围都比较广泛，涉及社会、经济、哲学、伦理、政

治、科技等多方面。这些成果为我国生态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参考依据，是中国生态文明思想渊源中必不可少的一部

分。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思想如自然革命论、生态危机理论、人化自然论，当代西方生态伦理学思想和环保主义思想，为我

们认识生态文明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环境保护主义的实践运动可以说是中国生态文明思想产生的现实依据。

当代西方视野里的中国生态文明

刘少航

（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００）

摘要：中国生态文明思想渊源于西方的生态学理论，当代西方对中国当代环境变迁的历史和中国生态意识

的变迁有着非常敏锐的观察，并在研究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质疑和建议。中国面向

西方时也有着自己关于生态文明的解读，在西方舆论界发出自己声音的同时也希望能够进行中西方关于生

态文明的对话。在西方视野里的中国生态文明是一个需要超越现有社会发展模式的先进的文明，是一个需

要跨越式发展的命题。

关键词：生态文明；西方视野；中西比较；中西交流

中图分类号：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６３９（２０１６）０１－００７３－０６

ＤＯＩ：１０．１４０９１／ｊ．ｃｎｋｉ．ｋｍｘｙｘｂ．２０１６．０１．０１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ＬＩＵＳｈａｏｈａｎｇ
（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Ｑｉ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ｙ，Ｒｅｎｍ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ｏ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ｙｋｎｏｗａｌｏｔ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ｅｃ
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ｂｏｕｔ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ｙ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ｂｕｔｔｈｅｙａｌｓｏｇｉｖｅｓｏｍｅｇｏｏｄａｄｖｉｃｅ．Ｃｈｉｎａｈａｓ
ｉｔｓｏｗｎ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ａｗｒｉｔｔｅｎｂｙ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ｎｄｐｏｓｅｓｔｈｅｉｒ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ａｓｏａｓｔｏ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ｗｉ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ｉｓｔｈｅ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ｏｎｅ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ｐａｔｔｅｒｎａｎｄｉｓ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ｙｌｅａｐｓａｎｄｂｏｕｎｄ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Ｗｅｓｔ；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ｔｈｅＷｅｓｔ

　　“生态”一词和生态学这门学科都是西方创造
的，其于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经由日本传入中国。在
中国近代很少有环境保护或者生态学的思想，因此基

本没有环境保护的行动。将“生态”与“文明”联系在

一起则是当代西方的思想，并不是中国凭空创造出来

的概念，是舶来品，虽然其汲取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的很多优秀成分，然而这一概念的提出仍然是在西方

的思想框架之下进行的理论创新，其渊源于西方生态

学理论①。当然，我们也不能闭门造车，既要低头拉

车也要抬头看路。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的了解经历

了一个过程，但是直到２０１２年伦敦奥运会还是显示
出了西方与中国的意识形态冲突，所以我们有必要关

注西方思想界与舆论界是如何看待与反应“生态文

明”这一概念的，我们又如何在里面发出自己的声音

并与其进行对话。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也许中国的

生态文明建设会从中汲取营养。在异质文化的交流

中，共同的语言文字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媒介，而运用

语言文字写就的作品则是两种文化交流与接触的重



要平台。这就意味着文化交流双方之中的一方必须

掌握对方的语言，这样两种文化之间才具备顺畅交流

的可能性。笔者以英语世界中学界的观点和媒体的

评论为主，试图初步解答上面提出的问题，即当代西

方视野里的中国生态文明图景。

一、当代西方思想界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看法

（一）对当代中国生态变迁与生态思想的研究

美国学者夏竹丽（ＪｕｄｉｔｈＳｈａｐｉｒｏ）①的著作《毛泽
东对自然的战争》（也译为《战天斗地》）［１］是她在

中国生活工作期间对中国的全面研究，是和她后来

对环境问题的兴趣相结合的结果，其从生态破坏和

环境变迁的角度，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

动对社会经济等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核心观点是

环境问题往往根源于社会政治层面。她的研究指

出，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中如火如荼的政治运
动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社会动荡和无数的人间悲

剧，而且这个时代的环境问题也同样不能被忽视。

夏竹丽在书中介绍了这时期的四个典型危害自然的

因素：政治迫害、乌托邦式的冒进、教条和形式主义、

不适宜的工业搬迁和政府“移民运动”。本书可以

说是对中国当代生态变迁历史进行最有批判力的研

究，其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一时期在生态问题上

走过的一些弯路和付出的沉重的生态代价，也为我

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提供了参考。

除了对中国当代环境史进行研究之外，有些学

者的兴趣集中在中国当代生态思想意识的变迁上。

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的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Ｄｙｎｏｎ在《中国杂志》②发表的文章《“四个文明”和
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演进》［２］，

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提出的从“两个文明”即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后来增加了政治文明和社会

文明，到生态文明提出后的“四个文明”演变过程，

进而清晰看出“生态文明”如何成为第四个文明以

及我们党执政思路的转变，是理论界对现实社会需

求变化迅速反应的结果。也有文章对于中国共产党

思想理论中的“绿色词汇”进行了总结，认为最近二

十几年来，诸如环境、可持续性和生态这样的词汇越

来越多地出现在党的文献中，经济建设中从“可持

续发展”“循环经济”到“绿色 ＧＤＰ”再到“生态文
明”的思路是一个不断强化和重视的过程，是社会

进步的标志。

（二）对当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现状的观察和质疑

习近平主席在巴黎气候大会的演说中提到了生

态文明，对此联合国助理秘书长 Ｐａｓｚｔｏｒ认为这对应
对气候变化是积极的，中国决心应对气候变化可能

会加快能源和资源密集型的经济转型。［３］他说，生

态文明的概念，反映了中国发展政策的转变，是一个

具体的方式，可促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他还说：

“它对联合国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全球努力应
对气候变化实施有着特别的意义，这种转变是必要

的，因为及时采取通用的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是世界

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方式，以消除贫困，建立

全球范围内更繁荣的经济，更安全、更健康的社

会。”Ｐａｓｚｔｏｒ表示，中国近期的发展路径将帮助中国
解决资源环境消耗和退化压力越来越大这一问题，

这也将展现给世界其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特

别是有可能寻求新的发展路径是更可持续和环境友

好的。为了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已经从以前

的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减慢到约 ７％的年增长
率，这被称为经济的新常态的年增长率。并且，中国

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社会共识，实现了发展方

式的转变，其在环境保护和低碳发展方面的公众意

识也在不断增强。对于需要解决的环境退化问题，

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的公众意识显著在中国的过去

２０年里增强了。同时，公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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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竹丽是１９７９年中美建交后首批来中国工作的美方人士。１９７９至１９８１年，夏竹丽在长沙湖南师范大学教授英
语新闻和文学。之后，她又帮助创办《中国知识分子》杂志。夏竹丽在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如今在该校教

授环境政治学。

《中国杂志》（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ａｎｂｅｒｒａ）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Ｃｅｎｔｒ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主办，１９７９年创刊，１９７９至１９９５年期间，刊名为Ｔｈ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ｆｆａｉｒｓ，封面
名为《澳中》。主要研究１９４９年以后的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当代事务，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史研究。每年出两
期，栏目包括论文、书评（较多）。



与其中的意愿，人们已认识到保护环境对健康和生

活质量的直接影响。这种日益增强的公众关注，将

促使政府采取政策和措施。但是，我们仍需要来自

社会各界，包括政府、企业和公众的支持，以共同建

立一个真正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西方颇有影响力的媒体《赫芬顿邮报》（Ｈｕｆｆｉｎ
ｇｔｏｎＰｏｓｔ）的一位高级投资评论员 ＪｏｈｎＦｕｌｌｅｒｔｏｎ，
２０１５年初到上海参加“未来的新经济：生态经济主
导的可持续发展模型”会议期间，对中国建设生态

经济的现状进行了一番观察与思考后在其个人专栏

撰写了《中国：以生态文明的方式崛起？》［４］一文。

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一个

财富奇迹，但是这一经济实力累积的过程也造成了

巨大的环境消耗，尽管面临很多困难，但中国将“生

态文明”或者环境保护写入政府法案使其直接变成

政策施行是直接有效的。在他文中指出，一个反差

鲜明的事实是，虽然他从飞机场出来时看到了严重

的空气污染———这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不能回避

的问题，但是，从其投资专业领域出发，中国所谓的

“自然资本投资”带来的好处和它带来的坏处一样

多，因此，不能盲目地不加思考地进行这方面的投

资。他很赞赏中国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国民经济五

年规划的做法，而且提醒并建议美国政府学习这一

点，因为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到这样地位来施

行才能有真正的执行力。他说，如果中国能以这样

的生态文明的方式崛起，那将是在书写新的历史。

当然也有质疑的声音。一些学者抓住中国二氧

化碳排放量逐年增高这一事实，甚至略带嘲讽地说：

“如果你想生活在一个以‘生态文明’的哲学引导，

实行了有利于长远发展的政策，但是他们是以短期

内消耗更多的能源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做到的，那

么就来中国吧！”［５］他们认为，环保主义者们多年来

一直致力于推动环境保护政策的全面开展，但是发

展程度，如西方发达国家则一直在与其进行博弈，而

正在对其进行实践的中国想要反转西方的发展模式

几乎是做不到的。这一问题我们同样不能回避，不

过我们应该看到这是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必然负

面后果，也是生态文明之所以提出的客观存在，也是

世界面临的共同环境问题，所以这一质疑的基础就

是中国能否超越现有的文明发展之路，即如他们所

说的“第一个实现生态文明的国度”。

（三）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建议

当代著名的欧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代表人物约

翰·贝拉米·福斯特（ＪｏｈｎＢｅｌｌａｍｙＦｏｓｔｅｒ）撰写了
专门的文章［６］，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思想与中国

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做了阐述，并探讨中国是

否走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正确道路上。

福斯特认为，中国如此重视生态文明，是出自一

种广义的社会主义视角，同时受到马克思的分析理

论和中国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及现实语境的多重

影响。与西方不同，中国的土地仍是国家或集体所

有。这恰恰说明，“中国倡导建设生态文明是西方

式生态现代主义的直接产物”这一种说法是错误

的。在他看来，中国的这一战略首先是基于严重的

生态破坏背景下的真切需求；其次，它是中国政府对

国内诸多针对环境污染问题的抗议声音的有效回

应。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已在对规划、生产及科技

开发等诸多领域进行巨大投入。无疑，这些都是中

国共产党立志建设生态文明的力证。福斯特的结论

与建议是，中国开创性地建设一种新的生态文明，这

需要朝向一个不同以往的方向发展，进一步摒弃西

方国家那种以资本为中心的政权模式，而这种模式

恰恰要为今天的生态困境负责。

另外，在很多西方观察家与社会活动家看来，中

国的传统思想文化智慧对于我们建设生态文明尤其

是农业生态文明大有裨益，中国农业的发展不应该

重走西方的老路，他们要告诉中国“美国的工业化

农业”模式就是一个灾难。这与我们生态文明思想

的来源不谋而合，事实上生态文明思想的提出也是

我国传统生态思想的现代表现。

二、面向西方的中国生态文明解读

（一）面向西方的书写

向西方介绍真正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情

况，是非常必要的。中国英文媒体如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的
报道，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并以《什

么是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对中国意义重大》《生态

文明将会塑造国家的未来》等为题，强调了生态文

明建设非凡的意义。

《生态文明将会塑造国家的未来》一文中指出，

５７第１期　　　　　　　　　　　　　　　刘少航：当代西方视野里的中国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这个概念，它体现了最高领导层的愿景图

表国家新的发展之路，先后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

展具有深远的意义。［７］中国追求的生态文明涵盖经

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各方面，与西方的工业化不同，

不能像西方国家变得富有后开始着手解决环境问

题，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他们的高污染制造业，中国必

须杀出一条血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３０多年的经
济成就，使得环境退化和规模增长型模式等不利影

响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障碍。由于中国政府

已经从重视ＧＤＰ发展转移到全面的社会和经济发
展的评价体系，平衡经济增长和环境影响，因此追求

生态文明自然成为国家的选择。建设生态文明，突

出环保，质量为本，人与自然之间的集约型增长与和

谐，已经提升到国家的高度，并成为国家战略。正如

习近平同志指出，“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关于有

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建立生态文明将使我国既

拥有金山银山又有绿水青山的可持续发展。为了平

衡发展与自然，国家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污

染，实现绿色发展，并以低碳经济为主。环保产业和

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因此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助

推器。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承担的国际责任更

多，我国需要一个全球性的视野，加快建设生态文明

的步骤，所以，在这方面的努力可能会被转移到新的

综合国力和新的国际竞争力上比拼。通过走“绿色

化”的道路，中国也将以身作则，为其他发展中国家

做出榜样，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而中国可能实现的

方式为世界其他国家改造传统工业文明、转入生态

文明提供参照。

《生态文明对中国意义重大》则介绍了中国共

产党的第１８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
纳入党章，该行动表明了生态文明的重要性，［８］中

国共产党努力提倡生态文明，这已被证明关系到人

们的福祉和未来中国的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是平衡

发展与自然，这是科学发展观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与以前的环境保护政策相比，这个概念显示

出了进步性，因为它让生态文明与政治、经济、社会

和文化的文明平起平坐。生态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

的福祉和生计，新概念仅仅是及时回应公众觉醒的

环保意识，人们更多的是关注身边的环境质量和污

染问题，并随时准备采取各种措施，以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它要求当局更重视环境的挑战，并始终把

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政府必须实施有效的监督和

鼓励措施，使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参与生态文明建

设。政府在环保领域还可能涉及更多的市场力量，

如污染权、碳排放权、能源购进价格等都需要购买，

因而要给企业足够的动力，激发更多的企业参与到

生态文明建设工程。

近代以来，华人英文书写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

的重要载体。与近代华人的英文书写一脉相承的是

贯穿其中的重要主题———民族主义，民族情感的流

露、民族意愿的伸张以及民族尊严的维护是中国英

文媒体书写中的重要内容。当下，中国英文媒体关

于生态文明问题对西方的书写，与近代华人英文书

写相比有了新的变化，即描绘的是更加真实的中国，

而非基于民族主义的“夸张”中国，是西方全景式了

解中国的重要窗口。

（二）在西方思想界的声音

国内相关领域的学者也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

了相关文章，或是对生态文明进行高度的理论辨析，

或是详述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做法。哈尔滨工业大

学建设性后现代研究中心的学者王治河、樊美筠在

西方哲学研究刊物上发表了较高水准的学术论文，

题为《中国生态文明的辩论：生态马克思主义和建

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角色———摆脱立法的困境》［９］，

他们认为在中国建设生态文明需要生态马克思主义

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结合，这样才能找到解决现在

面临的生态危机的方法。这实则也呼应了约翰·贝

拉米·福斯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观点，生态马克思

主义最大的贡献就是认识到了资本主义本质蕴含的

反生态性，而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化和发展的反思，

给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立法提供了哲学基

础，同时可以帮助中国人重新评价传统的生态智慧。

生态马克思主义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都承认生态危

机是当今面临的最紧迫危机；都反对孤立地看待环

境问题；都鼓励人们参与公共的环境运动。他们引

用中国古语“众人拾柴火焰高”，说明只要这两种思

想能够合作并共同努力，并与理智的环保主义者一

起建设，那么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就不只对中国有

利的，还可以惠及全世界。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徐

春发表文章详述生态文明的具体做法［１０］，把生态文

明建设和单纯的自然环境保护区分开来，向西方读

者解释这是一种超越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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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生态文明问题上的中西交流与对话

（一）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国际会议的举办

　　２０１５年６月１６日，美国普利策中心联合耶鲁
大学林业与环境研究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在耶鲁北

京中心举办了“生态文明与环境报道”国际会议。

美国普利策中心是一个屡获殊荣的非营利性学术机

构，其以关注鲜为报道的主题，以推动高质量的国际

报道为宗旨。７０余名来自中国、美国和加拿大的学
者、环境学家和政府官员应邀与会，深入讨论“生态

文明”这一由中国政府提出的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

议题。这次会议共设６场小组讨论，与会嘉宾分别
从环境视角、视觉传播、文化与宗教视角、商业视角

和环境报道记者培养视角探讨了“生态文明”与“环

境报道”这两大主题。在会议闭幕式上，中央电视

台著名纪录片导演陈晓卿发表了题为“生态与生

活”的主题演讲。在这次会议上，来自云南民族大

学环喜马拉雅研究中心的人类学家郁丹的发言很有

代表性，他说中国是世界工厂，全世界人民的消费品

上面贴的标签都是中国制造，所以世界上的每个人

对中国的环境问题都负有责任，中国的环境问题是

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要承担这个责任。

从会议发布的海报可以看出，一只代表生态环境良

好的大熊猫和背后被污染的工厂围墙，产生了视觉

对比上的强烈冲突，也隐隐表达了西方对于中国生

态问题的担忧（见图１）。

①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ｏｒｇｃｎ，“中外对话”的网站。

②资料来源于ｈｔｔｐｓ：／／ｐｕｌｉｔｚｅｒｃｅｎｔｅｒ．ａｔａｖｉｓｔ．ｃｏｍ／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ｐｔｅｒ－２５８８９６．普利策中心的网站。

（二）跨国ＮＧＯ的成立与工作

“中外对话”（ＣｈｉｎａＤｉａｌｏｇｕｅ）是一个独立的非营
利性组织，其以伦敦、北京、旧金山为中心开展工作，

倡导“中国与世界，环境危机大家谈”。他们主要的

工作是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相关问题拿到世界

领域去探讨，期望得到更多的关注与交流。他们的主

要业务是其独特的完全双语网站①，通过发表精辟、

原创的中外文章、评论和分析，促进世界理解中国崛

起带来的全球性生态环境影响，进而共同寻求公平可

行的全球环境问题解决之道。中外对话网站发布于

２００６年７月３日，其在很多机构的资助下运作，这其

中包括许多慈善基金会以及英国环境、食品和农业事

物部，在国内很多主流媒体辟有专门栏目刊登他们的

文章。近日，世界自然基金会（ＷｏｒｌｄＷｉｌｄｌｉｆｅＦｕｎｄ）
国际总干事马尔科·兰博蒂尼（ＭａｒｃｏＬａｍｂｅｒｔｉｎｉ）接
受了中外对话运营副主编马天杰的采访，其谈到了他

对中国政府环境议程和“生态文明”这个热词的看

法，这一对话体现了ＣｈｉｎａＤｉａｌｏｇｕｅ的理念。

图１　“生态文明与环境报道”国际会议海报②

有几点让马尔科·兰博蒂尼印象深刻。最让他

惊讶的就是中国政府在认识和讨论环境问题及解决

措施上的开放程度，他能明显感受到中国政府的坚

定决心。他还发现，中国政府已经不再急于向西方

学习了。如今，中国社会已经了解了很多，而且也积

累了很多可以与西方国家共享的好点子，无论是

“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还是“绿色经济”，其实

讨论的核心都是一样的。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做着

类似的尝试，中国则是根据自己的文化环境和发展

阶段进行了一定的剪裁。如何使经济增长和环境退

化脱钩，是一个全球共同探讨的问题。

现有的模式无法保证可持续发展，事实上这种

模式已经遇到了瓶颈，还好我们已经找到了解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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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所以，“生态文明”就是一场关于转型的讨论。

当然，这不是说我们要定义一种理想模式，而是如何

尽快摆脱这种危机四伏的现有模式。本来经济增长

应该是提高人们的生活标准，但是现在这种增长模

式显然已经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标准。北京现在日

益增长的呼吸系统疾病病患数量就是最明显的一个

例子。这不仅会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而且会影响

我们的经济和财政，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最

快什么时候可以完成这种转型。我们看到的是很多

西方经济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期

进行了这种转型。这并不是摆脱工业化。未来全球

人口可能还要增加２０亿，不依靠工业生产真的足以
支撑这样的社会发展吗？所以说，关键在于让工业

生产变得更具可持续性，减小各方面的“足迹”，从

碳排放到自然资源使用都要如此。虽然目前已经出

现了这方面的积极改进，但是规模还远远不够。以

纸浆造纸为例，目前该行业已经开始采用再生纸和

认证纸了。这都是在往正确的方向上走。

显然，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

目前，主要有两个重要的推动力：一个是民众对于环境

改善方案的迫切需求，一个是政府显示出的前所未有

的决心。此外，新技术发展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作为

世界领先的新兴经济体，中国有足够的动力进行大规

模的创新投资。当然，仅仅依靠科技拯救不了地球，但

是科技结合了政策和行为变革就一定能产生巨大的推

动作用。中国不应该只把可再生能源当作一种贸易产

品，更应该把它当作一种解决国内问题的有效方案。

解决碳排放、尽快实现经济去碳化都会产生巨大的可

再生能源需求。马尔科·兰博蒂尼说，至少在近代之

前，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是以土地为基础的经济模式，

每个地方的居民都与当地的土地紧密相连。在早期实

现工业化的国家，人与地的联系可能的确没有中国那

么高，但是即便在如今的某些欧洲农村地区，当地居民

的生活还是与土地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必须学会

适应这种农业与荒野毗邻交错的“马赛克式”环境。当

然，中国面临的挑战肯定是人口问题。与美国和俄罗

斯相比，中国必须在保证人均适宜居住空间的情况下

保留足够的空间给大自然，使它能够可持续地提供生

态服务，这意味着在进行规划设计的时候要更加谨慎

周全。中国政府的“生态红线”政策就很值得研究，这

个政策超越了单纯的“荒野”模式，而是同时从荒野和

生产两方面对土地进行考虑，希望在自然、工业和城市

土地利用中找到一种平衡。

马尔科·兰博蒂尼对生态文明的建议：首先，一

套基于科学的方法是极为关键的。平衡地管理社会

和政治的考量虽然是必需的，但它们不应破坏来自

科学的指导方针。科学对政治做出的妥协已经够多

了，这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其次，就是要注重整

个过程的系统性。“红线政策”的确很好，但是如果

没有完善的治理体系与之匹配，不能保证严格的执

法措施，不能为人们遵守这一规定提供有效的激励

措施，只画一根“红线”恐怕只是徒劳。

中外对话这一ＮＧＯ组织的存在，正是在西方视
野里的中国生态文明和中国建设的生态文明之间的

绝佳沟通平台，正如此名称一样，在生态文明中外对

话方面其做了很好的工作。

四、启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对西方视野里的

中国生态文明进行初步了解后，需要更加清醒地认识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并且在与西方的交流和对话中

得到建设性意见。笔者在考察过程中发现，西方最主

要的一些主流媒体除了对生态文明建设做简单报道

外，并没有单独的评论，究其原因应该是我们的生态

文明建设并没有在实践上有飞跃的发展变化，然而西

方观察与审视中国的目光是不断变化的，但是，当我

们真正的实现资源节约型、生态友好型经济之时，自

然会得到全世界的真正认可。从生态文明的思想梳

理中可以感觉到，中国所要建设的生态文明是一个跨

越式的发展，是一个超越现代文明的文明，需要利用

我们现代化发展中的后发优势去缩短生态文明建设

的时间。然而，正如许多观察家所担心的一样，中国

仍存在是否在用建设现代化的思维方式建设一个后

现代色彩的“生态文明”的问题。或许在这一点上，

我们应该转变思维方式。当然，也不用过于悲观，“中

国模式”、中国道路自有我们强大的生命力，改革开放

３０多年的经济奇迹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因此我

们自信可以成为第一个生态文明的国度。

（下转第８９页）

８７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６年２月



天之“屈君”通过两种方式：一是郊祭理论中的人化

神形式，天直接传达自己的主观意志；一是同类相动

的感应方式，表现为物理机械的客观化进程。①

两种方式本质上是同一的，共同源出于天不可违

逆的神圣意志：善善而恶恶。天通过奖惩强制性地将

这一意志贯彻到人世，并使他们明白顺之者昌，逆之

者亡。这使得董仲舒哲学带有强烈的神学色彩。

但从根源上讲，天的神性权能来自于天是生生

之本的始祖神。虽然在郊祭理论中，董仲舒一再强

调天是百神之君，但天子祭天真正的强制性在于父

事天而尽孝。《立元神》谓：“何谓本？曰：天地人，

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郊祀致

敬，共事祖祢，举显孝悌，表异孝行，所以奉天本

也。”天人的相感则是天生人时赋予人以阴阳五行

之气（董仲舒有时称之为人身中之“天气”），这为同

类相感奠定了前提。正如丁为祥所说：“既然董仲

舒主要是通过高扬天的神性主宰义来发挥其对大一

统专制政权的讽谏与规劝作用的，那么天的这种神

性主宰功能究竟应当如何落实呢？这就必然涉及天

的另一种属性：自然生化义。正是在自然生化的过

程中，天的神性主宰义与道德超越义，才一并通过自

然生化的过程得以落实，得以显现出来。”［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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