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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可持续发展观的和谐本质 

邓 辉，廖志鹏① 

(湖南科技大学，湖南 湘潭411201) 

[摘 要]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和谐”的发展理念，具有内在的“和谐”本质与全新的理性视野。主要体现在：可持续发展 

观对于自然和谐发展提 出了理性思考；可持续发展观 以人的和谐发展为前提；可持续发展观以社会的和谐发展为基石；可持 

续发展观体现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据此，要 坚持可持续发展观 ，就要确立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确立生态补偿和生 

态创造价值意识，强化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生态价值信念，并实现生态伦理价值观念的普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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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新型的发展理念，它区别于近代 以 

来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以单纯的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观。 

从哲学上讲，它是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 

全新思考，具有内在的和谐本质和要求。 

一 可持续发展观对于自然和谐发展提出了理性思考 

现代西方科学技术和工业的发展给人的发展带来了积 

极的意义，但其所造成的消极后果也足以使人类走向自我毁 

灭。一方面，以经济与工业为主导型的发展观念推动了人的 

主体性发展，自由意志得到张扬，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主体的 

孤立无依，人的生存基础裂为深渊，成为马克思所讲的表现 

为对物的依赖性的人的相对独立性，人的物化现象越来越严 

重。伴随着“全球问题”特别是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问题 日益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有数据表明， 

在过去十几年中，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 2．2％，世界主要江 

河水流量大幅减少或被严重污染 ，全球 40％的人 口严重缺 

水，世界23％的耕地由于过度耕作而严重退化，土地荒漠化 

加剧危及到100多个国家和 1O亿人口，全球有 12％的鸟类 

和 1／4的哺乳动物濒临灭绝。L1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就是来源 

于人与自然的最深刻矛盾。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一文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 

想。L2 其基本含义是：在满足当代人发展的同时，还应考虑后 

代人的需要；今天的人类不应以牺牲今后几代人的幸福来满 

足 自己的需要。L3 随着研究的深入 ，可持续发展的丰富内涵 

正被揭示，其本质涉及到二个方面，其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其二是人的发展。目前，学界对前者研究颇多，并且中国古 

典哲学能够提供诸多有价值的观念。 

作为一种和谐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要求实现人与自然 

的协调，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可替代性用途的合理分配， 

要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要求我们树立以新的生态哲学为基础的生态价值观，自然界 

的任何生命存在形式有其自身的价值，值得人类予以尊重。 

为此，我们必须抛弃技术万能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物质享 

乐主义的价值观，构建一种尊重自然、尊重他人、关照后人的 

价值观，坚持代内平等原则与代际平等原则，要求国家地区 

之间享有平等权利和义务，当代人的发展不能牺牲后代人的 

生存与发展的权利。 

二 可持续发展观以人的和谐发展为前提 

可持续发展观本质上是一种全面发展观，包括环境发 

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科技发展和文化发展等，尤其是，它 

是人的发展，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肯定，对人类未来前途的 

乐观，但不是盲目乐观，而是理性的、辩证的乐观主义。人类 

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经历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以英国工 

业革命为开端的西方工业文明，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因 

破坏了赖以存在的自然和社会基础而难以为继 ，于是以人类 

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新文明便应运产生。追求人类可持续 

发展的新文 明是在对工业文 明批判、反思的基础上形成 

的。L4 工业文明为了满足其“征服欲”、“占有欲”和“物质欲”， 

在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人类中心论的思想指导下，对自然进行 

了大肆的掠夺和破坏，严重地威胁了人类 自身的生存和发 

展。而可持续发展的文明观把人类的发展和 自然界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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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起来，主张人与自然界的协同进化。在这个协同进化 

中，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离不开自然界，人的主体性有其 

自然的极限。口 同样 ，自然界也离不开人，它需要人的守护和 

创造。和谐发展的人，正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三 可持续发展观以社会的和谐发展为基石 

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是紧密联系着的。社会可以向每 

个人发展提供所必需的其他社会条件，以保障他们实现其发 

展目标。在人的可持续发展中要求人有主动、全面、自由、持 

续的发展模式。所谓主动，即发展将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生存 

与生活的首要意义和最高需要，每个人将主动谋求自身的发 

展并通过自身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所谓全面，即 

人的发展不再以某个方面的发展而抑制其他多方面的发展， 

而应在适合自己发展的各个方面谋求并获得发展；所谓自 

由，即人的的发展应超越传统发展模式的限制，在发展过程 

中充分体现个人的发展愿望和爱好，从而自主地、自由地谋 

求并实现自己的发展；所谓持续，即改变过去的阶段性发展 

而为持续以至终生发展。 

毋庸置疑，人的本质是其社会性，人与人的和谐、人类社 

会的协调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基石。纵观人类社会 

发展的历史，可看到，各种冲突与不和谐占据了主要部分。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造成人与自然之间不和谐的主要 

因素之一。少数发达国家消耗了世界的大部分资源和能源， 

这实际上已经侵夺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机会。如果全 

球人口都按这种模式生产和生活，人类将在很短的时间内耗 

尽一切不可再生的资源，同时使污染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自己也将迅速走向灭亡。同时，主要发达国家将消耗资源和 

能源量大、污染严重的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将一切消 

极后果转嫁到这些国家，而拒不承担应负的责任。应当看 

到，真正面临资源和生态环境危机的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而并非少数发达国家。【6 贫困和饥饿使许多国家的人民无力 

顾及资源保护和生态和谐。这些事实表明，造成全球性资源 

和环境危机的最主要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序性利益 

竞争，这也是造成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不和谐的最根本因素。 

由于人类社会的不和谐而爆发的战争，以及与战争相关 

的工业是危及自然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不管战争的目的 

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它给人们带来的伤害都是触目惊心 

的。古代的战争使人们流离失所、生活艰难，而现代战争不 

仅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许多难民，而且战争以及为战 

争服务的军火工业还大量消耗资源，减少了人类可以用于发 

展和治理环境的资金。引起战争的根源，无非是人与人之间 

的利益冲突。当然，人与人的利益冲突并不只是以战争的形 

式出现，但这是人类内部相互争斗的最极端形式。应当看 

到，正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恶 

化。现代战争中战斗的双方都可能采用一些非常规的环境 

战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尽管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 

战争，但局部的地区性战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化学武器和核 

武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致命的，这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 

注。虽然世界局势总的来说趋于缓和，短时间内不存在世界 

大战的危险，但是战争的阴影依然时刻存在，威胁着全世界 

和平、稳定的社会大环境。L7 

可见，只有实现人与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只有全人类 

社会携手同心，创造和平、稳定的社会大环境，人类生存的世 

界才能更加安全、美好，人与人之间才能实现和谐相处，从而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四 可持续发展观体现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构建和谐社会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趋势。任 

何社会都由具体的人组成，社会运行和发展离不开社会主体 

人的参与，所以从社会本体论的角度来思考，人与社会在本 

体上具有一致性和同构性，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发 

展，而人又是社会快速发展的前提、动力、尺度、目的和主体 

依托，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本质。社会的和谐程度不 

仅在于某些外在的量化指标，更在于这些量化指标对人本身 

的价值意义，在于是否有利于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发展人的 

多方面能力以及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只有以人的可持续发 

展为基础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快速发展，才能在真正意义上 

构建和谐社会。社会的和谐发展不是其自行演化的结果，而 

是人活动的结果。社会的和谐与否是由人的主体性活动所 

决定的，人是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的物质承担者和推动者。 

社会的一切物质财富产品及其他物质形式的存在，都不过是 

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是人所创造的结果。因此，社 

会的和谐发展最终就在于人的不断地超越和扬弃自身的可 

持续发展，是人以未来为向度的自身提升和发展。 

同时，人的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人类已经进 

入21世纪，正在从产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转变，以高新技术为 

核心的知识经济将逐步取代物力经济居于经济发展主导地 

位，经济是基础，相应地与经济有关的社会一切活动将不可 

避免地重视人才的建设，重视人的可持续发展。只有保障人 

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才能协调好社会 

中人与人的关系，形成社会和谐的良好氛围。 

更进一步说，社会的和谐进步是人的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要求和必然趋势。纵观人类漫长的社会发展史，传统的社会 

进步方式和人的发展模式具有极大的片面性，并导致了许多 

危害。人的可持续发展要求社会的进步方式要进行根本的 

转变。即切实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子孙后代的生存权利和长 

远利益，实现生态环境资源的持续利用和人类社会的持续发 

展。社会进步应以物质财富生产和精神财富生产的协调发 

展为目标；实现社会的和谐进步与发展，使人的物质生活与 

精神生活并重。人的可持续发展还要求人的发展模式实现 

嬗变，即不但要求社会为每个人提供必要的生存资料、享受 

资料，更应该提供丰富的发展资料，为每个社会成员的全面、 

充分发展打好基础。【8 经济增长如果不能同人民物质、文化 

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整体提高结合起来，不能促进普遍的社会 

公正与社会进步，就可能加剧社会矛盾。同时，这种社会进 

步和发展方式也是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均衡的根源。只有在 

社会发展理念上发生全面创新，真正确立并强化可持续发展 

观念，构建和谐社会才有思想观念上的内在基础。 

五 坚持可持续发展观，就要确立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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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要确立生态补偿、生态创造价值意识。资源是有 

限的。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就要求人们不仅要合 

理地运用。并且要节约地使用现有的资源，而且要补偿破坏 

了的生态，更要利用先进的生产力进行生态补偿和创造。 

如，科学家利用生物技术可让微生物和植物生产出有利于环 

境的化学物质以及制造药物和燃料的生物原料。绿化造林 

则应成为全民的生态创造活动。而农业可以广泛采用遗传 

工程技术培育抗病虫害能力很强的作物，来减少对杀虫剂的 

使用。同时也能减少对水和肥料的需求。【9】因此，在各行各业 

中强化生态补偿和生态创造意识是时代需要和社会要求。 

其二。要强化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生态价值信念。生态 

伦理，即“环境伦理”，是关于人与自然的道德问题。马克思 

高度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方面讲人与自然的对立性。另 
一 方面也讲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性。由此可见。建立人一社 

会一自然的协调发展系统，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的重要任务，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马克思指出： 

“自然界，就其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 

人靠自然界生活， ‘人是 自然界的一部分。”【圳马克思对于 

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既承认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也肯定了 

自然的客观制约性，既克服了只承认人的目的价值，认为其 

他物种若有价值也只是工具价值的人类中心主义论，又克服 

了认为物种、生物个体都有其内在价值的生态中心主义。这 

两种价值观各执一词的偏见。为建构一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 

与生态中心主义之争。立足于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生态伦理 

提供了哲学依据。 

其三，要实现生态伦理价值观念的普及化。生态环境治 

理的好坏，总是使全社会受益或受害，这就使生态环境治理 

中的许多道德准则在不同国家和阶层都可共用，具有社会公 

德的性质。人的行为准则如果能逻辑地普遍化为人人可遵 

守的原则 。这准则就可能成为道德准则。生态环境的伦理道 

德具有全民性与普遍性。Ll̈生态伦理道德必然是一种全球 

道德。它要求生态环境理念成为自然法则，要求每个人关怀 

环境。这种伟大的情感，有助于冲淡人们对自我利益的过分 

关注。 

综上所述。人类只有认识自然规律、尊重自然规律、按自 

然规律办事。自然才会向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发展，人类 

才能坚持可持续发展。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以人类的可持 

续生存为最高目标，来确立我们的伦理价值取向。这一伦理 

价值取向应当成为我们的最高伦理价值取向，以此为最高行 

为准则，共同创建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和谐社会。 这 

也正是可持续发展观的核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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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Harmonious F-~ence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iew 

DENG Hui，LIAO Zhi—peng 

(Hunan￡ of Sc 删 and 由l咖 y，Xiangtan 411201) 

Abstrac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a harmonious development idea．It has intrinsical“hal'~ OUS”t?K~gllce and completely— 

new theoretical horizon，which embodie$in the following aspects：it proposes s锄e rational tlloI咖 on the nature’8 hal'~ OUS development； 

it sets the human’8 harmonious development as its prerequisite；it IlSeS the society’s harmonious development as its cornerstone；it reflects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to constructthe harmonious society．So，ifwe want to keep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iew，we should set llp the val- 

Ue’8 view on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establish the serlse ofthe ecdIo cal compensation and the ecology producing values，曲【eI咖 the 

ec0一value beliefin the CO—evolution ofthe human and the nature and realize the popularization ofthe eco—ethics’value views． 

Key W01"dS： the sustainable develolm~ent view； harmon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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