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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时代生态危机的
应对与消除

生态文明是生态危机应对与
消除的必然选择

哥本哈根世界气候会议全称《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15 次缔约方会议暨

《京都议定书》第5 次缔约方会议，于2009

年 12 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来自

192 个国家的谈判代表出席峰会商讨《京

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

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的

协议。这是继《京都议定书》后又一具有

划时代意义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协议书，

这个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

的会议，对地球今后的气候变化走向产生

决定性的影响。面对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危

机，我们必须以长远的眼光看待人与自然

的关系，调整原有、已有、固有和现有的

思维和发展模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

一和可持续协调发展。

（一） 人类发展的同时伴随着生态危机

新技术革命以来，人类逐渐掌握了强

大的科技和物质力量，改造着旧世界，创

造着新世界。跨入 21 世纪以来的头十年，

综观全球发展，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

质财富；与此同时，人类的生存环境也为

此做出了过多的牺牲，而使其千疮百孔。其

中人口激增、生态失衡、自然资源短缺等

引发的“生态危机”，已对人类的生存发展

内容摘要：本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以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为切入点，阐明

了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应对和

消除生态危机与工业文明道路的路径

冲突，提出应构建与生态危机相呼应

的生态文明，并尝试绘制了相应的生

态文明蓝图以探究生态文明的实现途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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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了严重威胁。

人口激增导致了生态系统的压力增加。

人类在地球上生活了三百多万年，在开始

的岁月里人口发展非常缓慢；第二次世界

大战之后，人口增长速度越来越快，迄今

已超过 60 亿。人口增加必须要开发更多的

土地、森林、草地和渔场，开发更多的水

资源、能源和地下矿藏，从而加剧人类对

生态系统的压力。人口问题反映出的人口

数量与环境容量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自然资源枯竭性消耗导致生态系统不

可逆的“空洞”。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和生

活资料的来源，作为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

的物质基础，自然资源构成人类生存环境

的基本要素。自然资源按其物质属性可分

为再生性和非再生性资源二类，而 “资源

危机”主要表现在非再生资源的污染、短

缺、枯竭以及可再生资源的锐减、退化、濒

危，其中土壤资源、森林资源、生物资源、

矿物资源等问题尤为突出。人类对植被的

消耗加速了土壤沙漠化速度，土壤退化和

土壤资源流失导致世界人均耕地面积急剧

减少。据统计，目前全球大约有 30% 的陆

地发生沙漠化现象，平均每年有 600 万公

顷的土地沦为沙漠，因沙漠化和土壤退化

而丧失生产力的土地每年就有 2000 万公

顷（黄顺基等，2004）。当前，全球森林面

积每年正以惊人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人

类大规模砍伐热带雨林，加速了生物物种

的灭绝。据资料记载，石器时代物种灭绝

速度为每1000年1种；19世纪工业革命时

代，物种灭绝达到每年 1 种；20 世纪中叶

发展到每天一个物种灭绝；现在每 6 小时

就有一个物种灭绝。1850 年以来，人类已

使 75 种鸟类和哺乳动物绝种，使359 种鸟

类和 297 种兽类动物面临灭绝的危险；目

前全世界有 2500 种植物和 1000 多种脊椎

动物濒于灭绝的危险。生物遗传的多样性

即所谓基因库，对人类的长远利益有着不

可估量的重要意义，每消失一个物种都将

是一个无可挽回的损失（黄顺基，2004）。

人类对矿产资源的大量开采已使矿产储备

近于枯竭。现代工业国家消耗的矿产资源

主要是燃料矿物和金属矿物。矿物资源是

属于非再生性资源。这些矿物是经过千百

万年的地质运动在地壳中形成的，其数量

有限，在人类生产发展的短暂历史时期，它

们不能恢复。

工业化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导致了生

态系统的急剧恶化。目前，全球最具规模

的环境污染主要为酸雨蔓延、臭氧层耗损

和温室效应。酸雨不仅腐蚀建筑物和文物

古迹，加速金属、石料、涂层等风化，降

低林木抗病虫害的能力，还造成湖泊、河

流酸化，导致鱼类等水生生物数量减少甚

至灭绝；臭氧的减少使更多的紫外线射入

地面，导致人类非黑色素瘤皮肤癌增加，

降低人体免疫系统的保护功能；温室效应

引发全球变暖，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

和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据有关部门研究

称，如果温度升高超过2.5度，全球所有区

域将遭受不利影响，发展中国家尤为严

重；如果气温升高 4 度，全球生态系统则

将遭受不可逆的损害，造成全球性的经济

重大损失。

（二）应对与消除生态危机必须走生

态文明之路

生态文明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

界的过程中，不断地克服负面效应、完善

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协调、有序

的生态运行机制与和谐的生态环境所取得

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刘

延春，2003）。只有生态文明才能够彻底应

对与消除生态危机。

第一，生态文明不同于工业文明，它

能更有效地应对与消除生态危机。生态危

机是工业文明的“衍生物”，工业文明只能

使生态危机加剧，人类社会的发展受到生

态的制约。生态文明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它追求人、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而

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它追求的是生活的

质量而不是简单的满足，它所实现的是人、

社会、经济、环境的和谐与全面发展。生

态文明代表着新的文明形态，它意味着社

会生产、生活方式及价值、结构的重要转

变，与工业文明相比，生态文明显然更能

有效地应对和消除生态危机。

第二，生态文明不仅能应对与消除生

态危机，而且还能促使生态系统实现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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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旨在实现人、经

济、社会、环境的高度统一、协调和可持

续发展，它能实现生态系统良性可持续发

展。首先，人类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不

断推进生态系统的更好更快发展。其次，人

类的和谐、可持续的生态观已日臻完善，并

自觉实践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总而言之，依靠工业文明应对与消除

生态危机是不可能的，生态文明建设才能

使生态危机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三）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生态文明

蓝图

生态文明是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

科学发展观强调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与自

然生态的保护相协调，在社会经济的发展

中要努力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

不能以破坏生态平衡为代价，发展不仅要

与现存的自然条件相适应，也要顾及子孙

后代的利益，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科学

发展观不仅要求我们保护好自然环境、维

护生态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且要求

我们通过发展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

社会环境与生态环境的平衡，实现更高层

次的“天人合一”。简言之，科学发展观要

求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即生态

文明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义，是其组成

部分（俞可平，2005）。

科学发展观为生态文明提供了根基。

科学发展观强调人、自然、经济、社会的

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

为指导，构建生态文明的制度保证，为生

态文明提供法律支持；实现全面、协调、可

持续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的物

质支持；加强生态道德建设，使人们的生

态道德水平和生态意识不断得到提高，自

觉走生态文明之路，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

智力支持，这就构筑了生态文明的“硬件”

和“软件”条件。换言之，科学发展观为生

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根基，只要我们在根基

上施加有用的“肥料”，就一定能使生态文

明“开花”、“结果”。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绘就生态文明蓝

图。纵观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的关系，我

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绘就一幅多彩

的生态文明蓝图。这幅蓝图追求更高层次

的“天人合一”，使人、经济、社会、环境

真正达到平衡、统一、和谐，人类文明的

内涵将更加丰富。人类把追求和平、和谐、

发展、生活的质量、环境的质量作为人生

的目的。人类自觉尊重自然，保护环境，基

于自然的承载能力和净化能力，平等地进

行有效的生产活动，更加重视资源的代际

公平、代内公平，构建全球共享已有资源

的道德体系和观念体系。人类在与自然的

和谐中实现全面发展、自由发展；实现人

与自然高度和谐统一与生态可持续发展。

生态文明的实现途径探究

生态文明的实现，需要我们坚持不懈

地努力，而要实现生态文明，应当着重从

以下途径入手：

构建高品位的生态社会。要着眼于人、

经济、社会、环境和谐统一，铸造出人类

的环境保护意识和“天人合一”的生态追

求。不断推进社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

生态良好的道路，逐步树立生态文明建设

理念，构建支撑整个生态发展的格局与模

式，逐步提高生态系统整体水平，加强人

类社会服务功能，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及生

态产业，激发生态系统的整体活力，培育

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强人文环

境建设，提高生态及文化品位，形成人居

环境优美、安定祥和的生态文化氛围；启

动智能化生态管理系统，加强生态保障设

施建设，建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经济

高效、生态文明、环境优美、人与自然高

度和谐、健康安全、社会永续发展、适宜

创业及生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品位生

态社会（吴凤章，2006）。

构建生态文明的制度保证。只有用制

度才能使生态文明的道德与法律地位得到

充分的保障。其一，为生态文明立法。发

挥立法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约束作用，

形成系统性、法规性的文件，为生态文明

建设提供相应的法律依据和保障。其二，要

出台相应的政策，用宏观调控手段引导生

态建设。其三，设立生态与环境保护基金，

加大环保资金投入力度。其四，构建全民

参与、监督、评价的舆论体系。

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低碳经

济。“低碳经济”代表了未来经济发展的新

的产业模式与经济增长点。低碳经济不仅

涉及技术革命，还会影响和牵动经济社会

变革，并且将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结构调

整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推动力。发展低碳经

济需要我们对现有的低端制造产业和产品

通过技术改造、产业升级以及新技术的采

用，减少污染排放，提高利用率，提高经

济效益；同时，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高

新技术产业、新型产业，达到用新技术、新

材料、新能源、新产业取代传统低端制造

业的目的。

构建有序有力的生态恢复系统，实现

生态系统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

的一个基本内涵就是代际平等。我们要自

觉进行生态恢复，以保持生态环境与人居

环境的自然和谐。积极构筑生态恢复系统，

使生态及时得到恢复，以构建和谐、有机

的生态氛围（叶进等，2008）。

构筑通力合作、共同承担生态责任的

观念与措施体系。现有的生态环境已不再

是一个人或一个国家所能改变的，为此需

要与国际通力合作，构建生态综合治理的

“生态链”，从而相互制约，互相合作，共

同促使生态环境优化，从而实现高度的

“天人合一”。我国率先提出了到 2020 年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届时我国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40%～45%，并将此作为约束性

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

划，制定了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

办法。

加强生态道德建设，培养正确的生态

价值观和自然观。在全球生态危机下， 生

态道德教育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生态道

德建设，必须破除“人类中心主义”。首先，

要培养崇尚自然，热爱生态的道德情操。采

取有效措施将人们的爱美情操转移到生态

自然方面，从而使人们逐渐形成崇尚自然，

热爱自然的道德情操。其次，在人们的道

德良知中增添关爱生命，善待生命的内容。

保护生物，不乱捕滥猎、乱采滥挖、乱杀

无辜，不断培养“仁爱”情操，使生物的多

样性得以保存。再者，要节约资源，勤俭

节约，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汲取传

统文化的精髓，继续发扬勤俭节约的优良

传统，使资源最大限度地得到利用与发挥

（刘延春，2003）。

面对生态危机的严峻挑战，依靠工业

文明是不能彻底应对与消除生态危机的，

只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生态危机

相呼应的生态文明，才能实现生态系统良

性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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