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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has brought great welfare to human and has given rise to environ-
mental pollution, degradation of ecosystem and depletion of resources as well. The solution of 
these problems cannot only rely o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he technology, but also 
needs to change the sense of nature of human, and put the sense of caring for nature into effect. 
However, China’s economy growth is just at the high speed development period, the majorities of 
Chinese have gone to the extrem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is at the expense of ecological 
destruction. They only emphasis on the human’s righ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duty of 
caring for nature have been neglected. On the other hand, theorists of ecological ethics who ad-
here to biological equality and respect the life of all types have gone to the opposite extreme, they 
claime the right of nature and do not hesitate to hinde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ven sacrifice 
human's right of survival. Both of the two extremes are disadvantages for the economic social'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golden mean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emphasis not only the 
harmonious but also the orders, this is in favor of seeking balance between two extremes and can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social. So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eth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China.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ought of ecological ethic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advantages and the di-
lemma that were confronted with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ecological ethics were concluded 
and analyzed in this paper, furthermore, the pathway to construct Chinese ecological ethics was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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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发展在提高人类福利的同时，也造成了环境污染、生态系统退化、资源枯竭等问题，这些问题不是

仅靠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就能解决的，必须从观念上改变人对自然的态度，并将关爱自然的观念贯彻到

现实生活中。然而中国当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大多数人走向了以破坏自然生态系统换取经济高

速发展的极端，只强调人类发展经济的权利，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爱被忽视；而部分持西方生物平等、

尊重生命等观点的生态伦理论者又走向另一极端，为主张自然的权利而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甚至牺牲人类

生存发展的权利。这两个极端都不利于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既强调和谐又强调秩序的中

庸之道，有利于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求平衡进而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的当代生

态伦理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总结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伦理思想的特色，并

分析了中国生态伦理构建面临的困境和有利条件，进而提出了构建中国生态伦理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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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物种

灭绝等负面影响也日益突出。在此形势下，人类应该以怎样的心态和方式对待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

即构建怎样的生态伦理成了普遍的社会关注。对于“生态伦理”的概念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认为生

态伦理是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伦理关系，另一种认为生态伦理是处理生态问题的态度和方式在人与人关

系中的伦理体现[1]。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好人与人的关系，所以多数人认为生态伦理

实质上指的是涉及生态环境问题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即生态伦理是指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关系中

价值主体之间的伦理，或者说，是指社会成员面临全球生态危机应当如何协调和合作的伦理[2]。 
伦理是一个“文化的”概念，是人文思想文化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其形成离不开文化的价值观和

信仰，也离不开社会心理、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一个民族的社会文化系统的总体性质和基本特征，决

定了该民族伦理的总体性质和基本特征。西方学者提出的“生态伦理”只能是在西方文化土壤上生长起

来的“西方的”生态伦理。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创造、继承和发展了内涵博大精深、具有鲜明民族

特色的文化，必然应具有自己民族的生态伦理[3]。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包含的生态伦理思想，往往

被看作是一些没有逻辑体系的、朴素的“思想片段”，甚至仅被作为研究西方生态伦理学的例证和逻辑

体系的“填充物”，没有发掘出这些生态伦理思想的独特价值，这就造成了在生态伦理舞台上，看不到

中国文化的身影、听不到中国文化的声音。因此，构建中国的生态伦理既是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

发展完善生态伦理理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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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当代生态伦理应有的特色及其构建 

2.1. 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伦理思想的特色 

中国当代生态伦理应该突出中国的文化特色，因而应该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伦理思想的精髓，

概括地讲，中国的生态伦理应该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以下特色。 

2.1.1. 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 
通常，哲学界把生态伦理(ecological ethics)等同于环境伦理(environmental ethics)，在实际运作中掩盖

了两种观念的本质差别，而这种差别体现了人对自然的两种不同态度。环境所指代的实质内容是“物的

集合”，环境伦理的概念使人与自然二分，使人类成为自然运行变化的旁观者、调控者或操纵者，对自

然的态度由关心变成了实用，不再理解自然本身，而是考虑如何利用自然来满足人类的欲望。因而“环

境保护运动只能是一种人类自我拯救的权宜之计，而不具有终极的理由和意义”[4]。而生态伦理概念将

人类置身于生态系统中，这样，人类与自然界其他存在物的疏离感就会日益缩小，从而更深刻地切实感

到自己真实地存在于自然中。生态伦理的独特意蕴，在于凸显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对人类社会的积

极影响。由于忽视生态伦理和环境伦理的差别，以对待环境的方式对待自然，从而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

的恶化[4]。 
尽管生态学及生态伦理等概念是近年来才从西方借鉴来的，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与现代生态伦理

思想相一致的思想成分非常丰富[5]。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被称为天人关系。道家和儒家

对这一命题都有极为精辟的解说，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中国古代

生态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例如道家指出了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组

成自然系统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并且认为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也应该服从这个规律；儒家认为人是

天地生成的，人与天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而不是敌对关系，人与万物是共生同处的关系，应该

和睦相处。对自然要采取顺从、友善的态度，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最终目标[6]。“天人合一”思想强调

人类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一方面人类出于生存目的改造和利用自然，另一方面意识到在终极和最高

存在的意义上人与自然同属一体，故将追求人与自然之统一作为价值目的。 

2.1.2. 承认并维护等级秩序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一个“差序格局”，这里的差序包括社会地位的等级和社会关系的亲疏。“差

序”就表示有轻有重、有近有远、有亲有疏、有高有低。 
从社会地位的等级来看，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是指人们在社会上处于不同的社会层次中，各层

次是不具有平等地位的。等级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秩序稳定性的保证，特别是 3000 年的封建社会中，

社会各阶层等级严明，在这种不平等的“差序格局”中，人们之间是领导与服从的关系。把这种社会等

级推广到自然界中，就形成了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之间的等级观念，而现代生态学中食物链和营养级的

概念正好与此相符，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健康发展需要维持这种生物之间的等级。 
从社会关系的亲疏来看，“差序格局”表现为中国人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总是以自己为中

心，按亲疏远近的关系来将社会关系划分“层次”。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从己到天下是一圈一圈推出去

的。在这个次序中波纹最深、与每个人最切身、而且最被看重的是每个人“己”的利益，其次是他的“家”，

然后是他所在的更大一个范围的团体，这样一层一层推出去，最后到“国”和“天下”。中国人就是在

维系这个“差序格局”和遵循其所要求的“一套关系”中被认可并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人们在相处时也

依据这套规则而对彼此的行为有一个明确的期待[7]。中国传统文化里有“天人合一”意识，但更强调“人

是万物之灵长”[8]。中国人注重血亲关系，而人类之间比人与宠物之间的亲缘关系更近是现代生物学常

识，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很早就有“以人为本”的理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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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构建中国生态伦理面临的困境 

中国当代特色生态伦理的构建面临着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困境。 

2.2.1. 理论困境 
刘福森把构建中国人自己的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困境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伦理学具有民族性，不同

的民族文化背景下形成不同的生态伦理，但是，民族文化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文

化的影响，从而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因而构建中国生态伦理应该吸收西方生态伦理学中有益的、能够

融入中华文化的东西。那么，西方的生态伦理中哪些是有益的、能够融入中华文化的思想成分需要进一

步明了。二是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但是，生态伦理要具有明显的“时代性” 
[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主要产生于早期农业文明时代。经过了工业社会的发展，在自然生

态环境遭到了毁灭性破坏的今天，中国当代的生态伦理与产生于农业文明时代的传统生态伦理应该有所

不同，这就面临着解决对传统生态伦理的传承和现代生态伦理的创新的关系问题。即如何构建一个既能

保持生态伦理的民族文化传统，又能适应 21 世纪人类保护自然生态需要的生态伦理。 

2.2.2. 实践困境 
在构建中国特色的当代生态伦理实践中，中国也面临着一些现实困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如何协调生态中心平等主义与爱有等差的社会现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认识到亲亲、

疏疏之“爱有等差”社会现实的存在，所谓“爱有等差”，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爱是分等次有差别的。

“爱有等差”的基本前提是以血亲之爱为基础的，对父母兄弟之爱就不同于对路人对旁人之爱，此乃人

之常情，无可厚非，因此也应当受到尊重和肯定。当代社会“爱有等差”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仍表现突出，

且在很多方面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爱有等差”经常成为人们撇开规章制度的原则性而行使假公济私

的所谓“灵活性”的内在动因，因而阻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10]。从构建中国生态伦理的角度看，

“爱有等差”的观念是与生态中心平等主义原则相矛盾的，并且将会成为构建中国生态伦理的主要障碍

之一。生态中心平等主义是深层生态学的主要原则之一，是指生物圈中的一切存在物都有生存、繁衍和

充分体现个体自身，并实现自我的权利，它们的内在价值是平等的。把生物平等原则建立在所有存在物

都拥有的这样一种权利——即生存免遭过度的人类干扰的自由及追求其幸福的“与生俱来的”、“内在

的”、“天赋的”权利的基础之上，把权利拥有者的范围不仅扩展到了所有的生物，而且扩展到了河流、

大地和生态系统[11]。在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物之间的关系时若总是从爱有等差出发，就不可能遵从真

正的平等原则，也不可能尊重其他生物生存免遭过度的人类干扰的权利。而当“爱有等差”发挥到了极

致，成了社会成员奉守的最高原则甚至唯一原则时，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盛行就不可避免。当然，

要求人与其他生物甚至非生命自然物的绝对平等也是反人类的。这就要求协调“爱有差等”与生态中心

平等主义的原则，合理把握“爱有等差”与生态中心平等主义的“度”。 
二是如何在社会地位垂直分化中淡化财富的作用而摈弃消费主义。社会分化是社会发展的一定条件

和结果，社会分化包括两种基本形态：即功能性的水平分化和地位性的垂直分化。从社会学的角度看，

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一般认为是由下列因素决定的：收入(财富)、权力、身份、教育程度、职业及声望、

家庭背景等[12]。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贫富差距(财富占有量)已经相当严重，并将进一步扩大[13]。
财富在社会地位垂直分化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富人能够利用所拥有的财富提高其社会地位(利用财富换取

权力、身份、声望等)，进而获得更多的财富。这就造成了拜金主义的盛行，并引起社会成员对财富的疯

狂追求，诸如国家公职人员以权谋私的贪污受贿，私营企业家不惜以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浪费资源来

追求更高的利润等。 



郑昭佩，宋德香 
 

 
503 

贫富差距的拉大使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助长了消费主义。所谓消费主义，也称“消费主

义文化”(culture of consumerism)，是兴起于二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有关消费的价值观念和生

活方式，以对物品的绝对占有和追求享乐为特征。近 20 年来，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这种盛行于

西方的生活方式开始对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造成显著的影响。在经济发达地区首先出现了以追求时尚、

品牌、品位为目标的消费热潮，消费者越来越注重商品的符号意义，消费也更多的具有了“享受”与“浪

费”的意味[14]。莫少群认为，中国当代社会贫困、温饱、小康、富裕的共存，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追

求炫耀性消费、奢侈性浪费的“共时性”是中国社会消费领域的一大“特色”[14]。中国消费主义主要存

在于“精英”阶层，这个“精英”阶层主要有三类群体：第一类群体是各级党政机关中的高中级官员和

重要行业中的国企管理者，其家人、亲属及与之有亲密关系的人。其消费包括直接用公款奢侈消费和用

公权获利进行奢侈消费。第二类群体是处于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行业中的私企所有者、管理者以及投资

者。对这一暴富“精英”阶层中的很多人而言，炫耀性消费、奢侈性消费和浪费性消费已是习以为常的

生活方式。这一中国富豪群体格外热衷于奢侈消费，而且这类暴富群体中的一部分常常与“权贵资本”、

“裙带资本”相结合，大量进行排他性的过度占有和消费。如在一些发达城市占用大量土地建造豪宅，

违规建造高尔夫球场等等，这种典型的排他性占有和消费往往具有侵犯公众利益、浪费社会财富、加剧

社会不公的特征。第三类群体是被称作“新兴的高收入白领阶层”的国企、中外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中

受雇的会计师、职业经理人，律师、医生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士，他们是中国目前规模还不大的中产阶层

的主要构成者。由于具有文化资本的优势，以及出于身份区分的需要，他们在消费观念上更容易接受西

方的消费主义价值观。白领阶层身份的认同更多的是依凭符号消费而不是对社会资源的真正占有。 
消费主义是一种被制造出来的欲望，它使人们总是处在一种“欲购情结”之中，造成普遍存在的焦

虑、不安、烦躁、困惑的情绪，并造成人际关系的紧张与不和谐[15]。 

2.3. 构建中国生态伦理的有利条件 

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有利于生态伦理构建的内容，是构建中国特色的当代生态伦理的有利条件： 
从思想方面看，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文化思想，朱凤琴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一是“天

人合一”的自然本体思想，“天人合一”是儒家生态伦理的哲学基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对自然

的改造和利用，这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分离，但是，人是天地生成的，人与天地之间是共生共处而非敌对

关系。因此，人与万物应该和谐相处，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16]。二是“仁民爱物”的生态伦理思想，

在对待生命问题上，儒家传统思想提出了尊重生命、仁爱万物的生态伦理原则。把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

作为评价行为善恶的标准。在孔子看来，自然界中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各有其生长规律，有其存在的价

值，人应该对这些东西仁爱、珍惜。三是“取用有节”的生态保护思想。古代生态文化的核心在于尊重

自然规律，所以在利用自然赐予的各类资源时十分慎重，主张人类必须认清事物固有的限度，不能随心

所欲、为所欲为、贪得无厌。还提出要保持资源再生能力的思想，反对采取灭绝性的方式开发利用生物

资源。四是“以时禁发”的环境管理思想。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不能不利用资源。儒家倡导仁爱万物

并不否定人类的合理需求，而是主张“以时禁发”，主张按照自然的节奏、生命的节律来“取物”[6]。 
从社会实践看，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节用爱物的传统，中国人的节约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从天

地自然万物所具有的再生性与有限性规律得出了人事行为要“有节”的结论，要求人类对自然资源在爱

护和珍惜的前提下有度地使用，不能使物种灭绝，才能保持其持续存在和永续利用[5]。 

2.4. 中国当代生态伦理构建的途径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生态伦理首先要转变观念，建立可持续发展观，即超越于生物中心论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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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中心论的整体主义价值观和适度消费的理念，促使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互动。其次要通过教育、法律

等手段，使生态伦理观念深入人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2.4.1. 建立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的整体观把人和自然看成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整体。超越人类中心论要求摒弃认为

人类至上，自然要服从人类的意志的观念，不能只把自然当作人类借以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超越生物

中心论要正确认识人在自然中的作用，人虽然能破坏环境，但也能改善环境。因为在自然的诸组成部分

中，只有人有意识、有理性、有自由意志，因而具有从根本上改变环境的能力[17]。 
可持续发展观在消费方面主要是要建立适度消费的理念，杜绝消费主义。由于消费主义的盛行，将

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导致全球资源紧张；并引起社会心理的不平衡感，加剧社会底层的仇富心理，不

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必须抛弃无限度的物质性的消费主义伦理，以科学合理的消费理念为指导，

重新选择自己的消费方式和消费活动，从而实现由消费主义向适度消费的转向[18]。 

2.4.2. 落实生态伦理的现实内容 
可持续发展生态伦理观的实现途径，关键是处理好公正和公平问题，包括建立平等的国际秩序，解

决国际环境公正问题；促进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平均分配和合理利用

自然资源，个人和组织、各地区公平承担环境责任和成本等；保证当代人与后代人具有平等的发展机会，

促进资源(包括社会资源、政治资源、自然资源、资金，以及卫生、营养、文化、教育和科技等人力资源)
的合理储存问题。 

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观的实现更需要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例如通过引导社会舆论、建立良好的

习俗、信念等方式来调节人类的生存秩序，通过教育培育人们的道德责任感，使人们树立自觉爱护环境

的道德信念，养成自觉保护环境的道德习惯。在当代和未来世界中，借助一定的社会结构，对既有的不

合理的道德伦理产生抵消作用，进而推动人类行为和生存方式的转变。 
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最强有力的措施是法律措施，即建立严格的、良好的法治环境，制定有利于可

持续发展的生态保护法律法规并严格执行，以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尤其是在保护自然方面的守法意识。

国家和政府采取法律措施，大力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维持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保护物种的多样性和生

态平衡的目标。 
因此，通过教育、法律等手段，调整人们的生活态度和观点以及一些环境伦理的道德行为规范，帮

助人们建立新的价值观念，形成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扩大人类的道德责任范围，要求人们

承担起保护自然环境的责任。同时，需要控制人口增长，减轻人口压力，并在人类世代延续的过程中把

这种责任和义务传递下去。 
另外，为了落实生态伦理，保护生态资源，还必须从科学技术方面努力，发展新能源和新的资源替

代品，以合理利用现有资源，减少资源的浪费。 

3. 结论 

构建中国特色的当代生态伦理，是解决中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枯

竭等问题的实践需要和提高中国在国际生态伦理领域话语权的现实要求。但是中国特色的当代生态伦理

的构建既面临着选择性吸收西方文化中合理成分和将中国传统文化当代化的理论困境，又面临着避免爱

有差等绝对化实现合理差序格局和摈弃消费主义淡化财富在社会地位垂直分化中的作用的实践困境。只

有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合理思想内容，借助中国生态伦理构建的有利条件，并通过教育、

法律等手段，转变人们的自然观和行为方式，才能使中国特色的当代生态伦理得到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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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观念的转变任重道远。首先，消费主义、极端利己主义在近代社会以来受到过度渲染，其影响

极难消除；其次，西方文化中宣扬的人与自然物绝对平等观念与以人为本的思想相矛盾；所以，在对待

人与自然态度上把握适当的“度”而贯彻“中庸”之道，是构建中国特色的当代生态伦理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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