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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伦理研究概况与发展趋势探讨 

陈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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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近年来我国环境伦理研究概况的分析，发现我国环境伦理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推动了环境伦理观

的普及；但还缺乏对环境伦理的实践路径研究，尤其缺乏对环境伦理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研究。这些不足之处将是

今后我国环境伦理过程中需要改进的地方，尤其是要重视研究环境伦理如何走向实践，如何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

在环境伦理研究中需要重点把握环境伦理的定义、研究对象、研究的主要内容、研究的道德范畴等主要理论问题。

我国环境伦理研究在未来将呈现出新的趋势：研究重点将逐步由“人类中心主义”转移到“非人类中心主义”，

研究范围将会逐渐扩大，环境公正问题将会更加受到重视，环境伦理学科将会越来越完善，研究将会逐渐侧重于

环境伦理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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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伦理的形成和发展与工业文明的历史轨
迹相随相伴，它是人类在对自然资源大肆开发和环
境污染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所形
成的[1]。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们对自然资源的
开发到了几近疯狂的程度，从而使得资源匮乏、土
地退化、生态失衡等全球性问题愈演愈烈，已经威
胁到了人类的生存与生活，于是部分有识之士开始
关注环境问题，并发起了各种以环境保护为主题的
运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西方的环境伦理思
想。1923 年，法国思想家阿尔贝特·史怀泽在《文
明的哲学：文化与伦理学》一书中提出“敬畏生命”
的新观点，主张把伦理的范畴由人际关系扩展到人
与自然的关系，这标志着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萌
芽，随后西方环境伦理思想迅速发展起来，各种有
关环境伦理研究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展现在世人
面前。相对于西方而言，中国的环境伦理研究起步
较晚，虽然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就有国内学者开始
介绍西方的环境伦理思想，然而国内环境伦理研究
进展缓慢。直到 1994 年 8 月，中国环境伦理学研
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全国环境伦理学研讨会在北
京召开，这才标志着我国环境伦理研究开始正式走
上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的道路。近 20 年来，

我国学者围绕环境伦理的几个主要问题进行了深
入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并为我国的环保
事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思想基础。随着党的
十八大提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的重要决策，这为我国环境伦理的研究提供了一
个新的视角，如何使当前的环境伦理研究能够更好
地服务于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这是我国所有环境
伦理研究者必须重点关注的问题。基于此，本文拟
从国内环境伦理研究的概况入手，在初步分析国内
环境伦理研究进展的基础上，重点探讨环境伦理研
究首先需要把握的几个主要理论问题，并就我国环
境伦理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简要分析。 

一、国内环境伦理研究的基本概况 

国内环境伦理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
国环境伦理学者充分吸收了西方环境伦理学的思
想理论和最新成果，并对中国古代传统环境伦理思
想进行了取舍和吸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系统理
论；不仅取得了许多独具特色、有价值的理论研究
成果，而且还形成了多个研究学派，中国的环境伦
理研究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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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内环境伦理研究的主要学派 

①“人类中心主义”学派 
“人类中心主义”学派以中国社科院的章建刚

研究员和吉林大学的刘福森教授为代表。章建刚指
出，“非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类中心主义”的观
点看成是破坏环境的思想根源；而实际上“人类中
心主义”并不一定导致环境破坏或对大自然的奴
役，自然即使不存在内在价值依然可以得到保护。
反而“非人类中心主义”存在理论缺陷，如果一定
赋予自然内在价值，就会陷入理论与实践上的困
境，走向神秘主义，甚至导致伦理观倒退；而坚持
“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就可以确立环境保护的理论
基点[3]。 

②“非人类中心主义”学派 
“非人类中心主义”学派以中国社科院的余谋

昌研究员为代表。余谋昌主张把内在价值赋予自然
界的物种和生态系统，把道德关怀的领域扩展到自
然界。并且认为环境问题的实质是文化问题，全球
环境危机的实质是人类文化的危机。牛顿、笛卡尔
创立的机械论哲学，指导了人类逐步实现工业化和
现代化。但是，机械论哲学强调人与自然对立，强
调人统治自然，为了人类价值牺牲自然的价值，最
终走到了不可持续发展的境遇。人类需要从机械论
哲学范式向生态哲学范式转变。生态哲学范式是整
体论的哲学观，它强调整体决定部分，人类是生态
系统的一部分，人类不是世界的中心，人与自然是
互相联系、和谐统一的[4]。 

③“生命共同体中心论”学派 
“生命共同体中心论”学派以中共广东省委党

校的佘正荣教授为代表。佘正荣主张环境伦理学的
道德主体依然是人，环境伦理所调节的依然是作为
道德主体的人的行为，而且道德关心的对象中依然
包括所有人类成员。环境伦理学对传统伦理学超越
的地方在于，人类的道德义务对象不仅包括社会共
同体中的人类成员，而且包括非人类的生命体，包
括人类和所有非人类生命成员组成的更大的生命
共同体整体[5]。这个生命共同体可以称为“人类——
生物”共同体，而不是人类产生之前的自然形态的
生物共同体。 

④“超越与整合”学派 
“超越与整合”学派以中国社科院的杨通进研究

员为代表。这一学派认为我国的环境伦理学还处于

实验和发展阶段，不可能提出一套体系严密和封闭
的理论体系；因此，应当建立一个由多种不同部分
组成的、开放的、非体系性的环境伦理学框架。杨
通进指出，环境伦理是一个多元化的话语体系，虽
然各派观点存在分歧，但在某些方面也有能够达成
一致的地方[6]。在法律和政策层面寻求重叠共识，
应当是“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自
觉追求的目标。寻求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
义的重叠共识应当是作为应用伦理学的环境伦理
学的一个发展方向[7]。人类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必须
从全球生态系统的利益出发，只有以全球整体利益
为出发点的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才具有更大的包容
性和安全感。 

2.国内环境伦理研究的几个主要领域 

①关于对“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
义”理论缺陷的分析 
    张纯成认为，非人类中心主义存在误区，人类
中心主义是正确的；每一种生命最终的归宿是消
亡，人能够做的，只能是延缓人类的终结，这就是
广义的“以人为本”；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是延缓
人类终结的重大举措；实现生存方式的改变，人类
才能走出生存危机[8]。孙道进认为非人类中心主义
为了实现人与非人类的价值平等性，一方面赋予自
然以主体价值，另一方面消解人的主体性，而这样
做的结果却反而凸显了人的主体性与自然的自在
性；无视实践的受动性决定了人类呵护自然的必要
性，这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内在价值论的认识论症
结；自然的价值是实践中的生成与创造，主体性与
属人性是价值范畴的本质属性；因此，为了树立人
类的环境伦理意识，非人类中心主义更应该彰显人
的主体性[9]。  

②关于对重建环境伦理的理论方面的探讨 
曾小五提出无中心主义的观点，认为人类应该

担负起对人本身和自然环境的责任，这两种责任共
同服从于对世界整体即“大我”的目的性要求，具
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无中心主义环境伦理的基本原
则是：以“大我”的目的为人本身即“小我”的目
的，以“大我”的善恶为人自己的善恶，善待自然
环境就像善待人类自己[10]。姬志闯主张用实用主义
来解决环境伦理的困境，认为基于超越人类中心主
义旨趣的环境伦理，立于传统的理性主义伦理话语
和现代生态学的语境，在两条道路上进行其伦理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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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但是，前者却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深层遗继，
后者则带来了对非人类存在伦理关怀的彻底消解
和极端的神秘主义；困境的根源在于两种话语中人
和自然、理性和非理性以及理论和现实相互间的二
元断裂和孤立，及有机统一的时间、生命和生活意
义的丧失，而这些意义正是实用主义的基本关涉
[11]。袁振辉指出，只有建立在复杂性视野下的发生
主体论，即把主体视为由自在主体、自为主体、自
觉主体发生发展的演化过程和网络系统，才是超越
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的
新平台[12]。王凤珍认为，必须从人的本质出发探求
解决环境危机的根本途径；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
过于崇拜自然而失落了人，否定人的本质；人类中
心主义生态伦理把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
价值观扩大到自然，实际上是削弱人的作用、人的
特性，也否定了人的本质；只有以类为本位的环境
人类中心主义才能真正体现人的本质，从根本上解
决环境危机[13]。刘长明认为，基于可持续发展观而
构建的环境伦理是打上了人类中心主义烙印的双
向不对称伦理，无助于人类从根本上摆脱危机四伏
的困境；基于和谐发展观而构建的和谐伦理观将促
使伦理学实现由双向不对称伦理到双向和谐伦理
的升级，彻底摈弃人类中心主义的樊篱，实现所有
存在的和谐互动[14]。 

③关于对环境伦理实质的认识以及环境伦理
实践路径的探索 

包庆德认为，在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环境伦理”
并非是人与自然之间直接的伦理关系，亦非其它生
物与人有所谓的平等权利，更非自然界具有不与主
体发生关系的孤立的内在价值，而是由于环境伦理
把人与自然之间的价值关系有效地纳入人与人的
利益关系中，从而深刻地揭示以生态环境中介了的
人伦之理；环境伦理的实质是在现实的实践格局中
协调并规范人类多级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15]。宣兆
凯认为，以环境保护机制效能为取向的环境伦理观
的基本内容包括：以反馈机制与预防机制为取向的
生态整体利益观、以制约机制与协调机制为取向的
生态平等观、以责任机制与参与机制为取向的道德
主体观[16]。李培超认为，中国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
问题是对中国环境伦理学30年历史进程予以认真
反思获得的理性认识，从中国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
背景和前提出发，其目标指向应是：形成新的理论

范式；强化实践效度；处理好本土化的实现与超越
的关系[17]。 

综上所述，国内对“环境伦理”的研究，虽然
相对于西方而言起步要晚，但研究成果还是非常丰
富的；我国环境伦理研究在基础理论的探索、西方
环境伦理学主要理念的梳理、中国古代传统环境伦
理思想的挖掘整理等方面都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
推动了环境伦理观与可持续发展观在我国的推广
普及。但总体而言，我国的环境伦理研究仍然处于
探索阶段，还没有出现一整套非常成熟、系统、完
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伦理思想体系。我国当前
的环境伦理研究基本上还是在争论应该建立一种
“以谁为中心”的环境伦理，对于整合既有环境伦
理思想的优点而建立新的环境伦理提及的较少；即
便是国内的“超越与整合”学派也是势单力孤。此
外，无一例外的对环境伦理的实践路径研究较少；
最为突出的就是对环境伦理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
的研究。上述这些不足之处将是今后我国环境伦理
过程中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尤其是要重视研究
环境伦理如何走向实践，只有当环境伦理在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走向实践，才能获得旺盛的
生命力，并体现出环境伦理的重要价值。 

二、国内环境伦理研究需要把握的
几个主要理论问题 

正是由于当前我国环境伦理研究还存在上述
种种问题，研究还不太成熟；因此，这就需要我们
进行不懈地努力和探索。虽然环境伦理研究需要解
决的理论问题很多，但总体而言首先需要把握的是
以下几个主要理论问题： 

1.环境伦理的定义与研究对象 

随着环境伦理研究的逐步深入，环境伦理学也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登上了历史舞台，而这门新兴学
科的发展必须是以自己学科的准确定位和研究对
象为前提的。这就直接涉及环境伦理的定义与研究
对象问题，关于环境伦理的定义学术界主要有两种
看法：一种是“关系说”，一种是“义务说”。关系
说认为，环境伦理是研究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理论
体系。美国环境伦理学者戴斯·贾丁斯在其著作《环
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导论》中指出：“环境伦理学
是系统而全面地说明和论证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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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关系的学说。环境伦理学认为，人与自然的行
为是能够，并且可以用道德规范来调节的。因而一
种环境伦理学理论必须要做到：第一，说明这些规
范是什么；第二，说明人对何人何事负有责任；第
三，证明这些责任的合理性”[18]。美国另一位学者
泰勒在其著作《尊重自然：一种环境伦理学理论》
中认为，“环境伦理学关心的是存在于人与自然之
间的道德关系。支配着这些关系的伦理原则决定着
我们对自然环境和栖息于其中的所有动物和植物
的义务、职责和责任”[19]。义务说认为，环境伦理
应当是关于人们对待自然界各种事物的道德态度
和行为规范的理论学说。美国学者罗尔斯顿认为：
“环境伦理学既不是关于自然资源使用的伦理学，
也不是关于利益和代价以及它们的公正分配的伦
理学；只有当人们不仅仅是提出对自然的审慎利
用，而且是提出对它的恰当的尊重和义务问题时，
人们才会接近自然主义意义上的原发性的环境伦
理学”[20]。这两种学说各有优劣，“关系说”看到
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伦理关系，“义务说”揭示
了调节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规范与原则。这两
种学说都承认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
系，即伦理关系，并且应该调节和规范人与自然之
间的关系，这就将传统的人际伦理范围扩大到了人
与自然之间，毫无疑问，这两种学说都促进了环境
伦理的发展。 

然而，上述这两种学说对于环境伦理的定义都
存在着理论上的不足。“关系说”的缺陷在于，它
注重的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环境伦理则应当
是重点探讨用来调节这种关系的具体规范与实践
原则。“义务说”的缺陷在于，它容易使人认为，
人对自然环境的义务与人对人的义务毫无联系，似
乎可以离开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来谈论和处理
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这显然是欠缺的，因为人类
对自然资源的大肆开发利用和对环境的破坏，这些
都与人与人之间的不合理的利益关系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所以对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调整离不开
对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基于此，笔者认
为，环境伦理是用来调整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规范
体系，它是建立在一定环境价值观基础上的、以自
然环境和环境权益为媒介的人类环境道德的行为
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总和，环境伦理蕴含着作为主体
的人类热爱自然、善待自然、尊重自然，且善待自

身的生态良心和自然情怀。环境伦理应当是为了给
环境保护提供一个适当的道德依据，而专门研究与
环境保护有关的伦理问题的思想理论体系。关于环
境伦理的研究对象，笔者认为应当包括三个方面：
（1）当代人与自然环境直接的道德关系；（2）受
人与自然环境直接关系影响的、以自然环境和环境
权益为媒介的当代人与当代人之间的道德关系；
（3）以自然环境权益为媒介的当代人与后代人之
间的道德关系。其中人与自然环境直接的道德关系
主要是人类的自然价值观问题；而受人与自然环境
直接关系影响的、以自然环境和自然环境权益为媒
介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主要是指代际环境伦
理和代内环境伦理。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
影响和相互制约的[21]。 

2.环境伦理研究的主要内容 

①关于自然环境的价值 
自然环境的价值是环境伦理理论的基本范畴

之一。一般而言，我们把价值看成是客体的属性与
主体需要之间的关系，是客体对主体的某种特殊意
义。罗尔斯顿将自然环境的价值分为八类：经济价
值、消遣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历史价值、
文化象征价值、塑造性格价值及宗教价值。这些价
值又可分为两类：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工具价
值）。我国学者一般把自然环境的价值分为四类：
资源价值、科研价值、审美价值、生态价值。总体
而言，所谓自然环境的价值是指自然环境存在的内
在的本质属性以及对人来说具有某种用途属性的
描述，从自然环境所具有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属
性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大自然是必须受到尊
重与保护的。人类应当与自然环境和平共处、和谐
共生、永续发展。 

②关于自然环境的权利 
自然环境的权利是环境伦理得以成立的又一

因素。因为“权利”与“价值”是紧密相联的，对
自然环境价值的确认，也就是对其权利的确认。一
般认为自然环境的权利是指生命体和自然界的生
存权，是自然界的利益与权力的统一。也有学者认
为自然界的权利就是指生物和自然界的其它事物
有权按生态规律持续生存的权利，主要表现在生物
生存权利、生物自主权利与生物生态安全权利三方
面。严格地说，自然的权利包含了两方面内容：（1）
权利所有者与人类具有同等的生存权，这种生存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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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应当受到人类的尊重和保护。（2）这种权利要求
是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权利所有者有权对
侵犯自己利益的行为提出抗议。 

③关于环境公正理论 
所谓环境公正，就是人对自然环境的公正问

题，它一般包括代内环境公正与代际环境公正。联
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对“可持续发展”界定时
用“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
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如果从环境伦理角度
看，它实质表达了坏境的代际公正与代内公正问
题。代际环境公正是指代际间，当代人的环境行为
不应危害后代人的生存环境，应遵循公正原则。代
内环境公正实质上是人际公正、区域公正与社会公
正在环境伦理领域内的特殊表现，因为环境伦理的
调节范围不仅仅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它还直接
或间接地影响着以自然环境和环境权益为媒介的
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代内环境公正主要
包括区域公正和国际公正，要求某些地区与国家在
自身发展时放弃所奉行的环境利己主义观念，反对
向其它地区与国家推行生态殖民政策。当然还有学
者提出“男女公正”的原则，即在保护自然环境的
过程中应当实行男女平等，男女应当享有同等的环
境权利，并承担相同的环境义务。从某种意义上讲，
“男女公正”应当属于代内环境公正的范畴。 

④关于“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
问题 

环境伦理的出发点是坚持“人类中心主义”，
还是奉行“非人类中心主义”，这是当前环境伦理
研究中争论最激烈的领域。“人类中心主义”是随
着工业文明的发展而产生的，人类一味追求经济利
益的最大化，对自然资源大肆开发，对生态环境任
意破坏，从而形成了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
伦理。“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包含三层含义：
（1）把人看成是自然界进化的目的，看成是自然
界中至高无上的主宰。（2）认为自然界中的一切都
是为人的存在而存在的，它们应当受人随意驱使和
利用。（3）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和需求来
安排宇宙，为自然立法。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
环境伦理观强调了人类在自然界中至高无上的主
体地位，肯定了人的主体性、创造性、能动性的本
质力量，具有积极的价值意义。但是它过分强调人
在自然界的主体地位，这必然产生以下问题：首先，

它只关心人类自身利益，不顾其它生命的生态环境
利益。其次，它只把自然环境看成人类的资源，只
讲究利用的合理与否。实质上自然环境不仅是人类
的资源，也是一切生命体的资源，应当尊重非人类
生命体的利益与内在价值。再次，“人类中心主义”
是从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角度考虑人与自然环
境的关系，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最后，“人类中心
主义”是不科学的，其伦理是人类主观的，它漠视
自然环境的内在价值，这无异于自欺欺人。基于以
上认识，人们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了批判，认
为应当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的藩篱。关于“非人
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它是在人们反思“人类中
心主义”环境伦理的缺陷后而产生的，“非人类中
心主义”在西方国家又分为三种类型：即动物权利
论、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 

3.环境伦理研究的道德范畴 

①环境伦理的权利范畴 
环境伦理的权利范畴包括三个内容: （1）当代

人要维护当代人生存的权利；（2）当代人还要自觉
维护后世人生存的权利；（3）当代人还要尊重并维
护自然环境的权利。所谓环境权，就是指自然环境
中的一切生命体和非生命体所组成的生态系统都
按照生态学规律持续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传统伦理
观认为，人是地球上唯一的权利主体，只有人享有
权利，而环境伦理认为，一切生命体和非生命体都
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发挥着功能与作用，因此，人类
和大自然应该和平相处，人类要自觉维护自然界的
权利。 

②环境伦理的义务范畴 
义务与责任是伦理学一对互为对应的道德范

畴。传统伦理学主要是从人际之间的关系来看待义
务与责任。环境伦理则将义务和责任所适用的范围
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展到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
以及由环境权益中介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
要求人类承担更多的、新的义务与责任，维护生态
平衡，节约使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自觉地
承担起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永续发展的义务。 

③环境伦理的责任范畴 
环境伦理认为当人类做出了违背环境伦理原

则的行为时，应自觉承担责任和后果。这就需要我
们确立新的责任观念：（1）人与大自然是平等的朋
友关系，不是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人类应该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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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2）当代人对后世人的生存和发展负有义
不容辞的责任，当代人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决不能严
重影响后世人的生存与发展质量。（3）世界上一切
国家和民族都有维护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责任。一
方面，发达国家疯狂消耗资源，这既影响了发达国
家的持续发展，也使发展中国家持续发展的条件恶
化。另一方面，落后国家的目标只能满足其最基本
的生活需要，为力求温饱而不得不掠夺性地使用自
然资源。自然资源的疯狂开采违背了人与自然关系
和谐的环境伦理，其根源在于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
济秩序，使发达国家享有的环境权利远远大于其所
承担的责任；因此，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时要坚持
权利与义务严格对等原则，以实现全球范围内的环
境权利与环境义务相统一。 

④环境伦理的公正范畴 
环境公正原则是指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

坚持代内公正和代际公正。目前，国际关系中资源
环保方面不公正的现象比比皆是。发达国家从发展
中国家购买最廉价的资源，使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
源遭到疯狂开发，然后又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危害性
最大的污染废弃物，形成环境污染的迁移，这实际
上是一种环境利己主义，更为甚者已经演变为了环
境霸权主义。环境伦理倡导代内公正，当然也包括
代内的区域公正，而发达国家的环境利己主义是严
重违背代内公正的，鉴于其给全球环境带来的破坏
程度要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而其所掌握的技术和
财力又远远多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发达国家需承担
更多全球性环保责任。 

三、我国环境伦理研究的未来发展
趋势 

尽管我国环境伦理研究起步较晚，各研究学派
之间也存在很多思想理论上的分歧，但大多数环境
伦理研究学者都认为，环境伦理学作为一个新兴学
科一开始就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国内建设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美丽中国、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等一系列国家大政方针的出
台与实施，为我国环境伦理的创新与发展营造了良
好的社会氛围，环境伦理研究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
践过程中将会取得更大进展。总体而言，未来我国
环境伦理研究将呈现出如下发展趋势： 

1. 环境伦理的研究重点将逐步由“人类中心

主义”转移到“非人类中心主义”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
相对于现在而言还较低，生产力发展较为缓慢，人
民生活水平也不高，国家的工作中心是首先解决人
民的温饱问题，为了解决最基本的衣食住行，我们
只能是充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不可能将精力完
全放在生态环境的保护上，这种社会现实情况也必
然会影响到学术研究领域。以社会现实的需要为出
发点，环境伦理的研究重点必然定位在“人类中心
主义”。当然，“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对于发
展我国的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对环境保护也起到
了一定促进作用，但还是存在许多理论上的缺陷。
尤其是当前我们提出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型社会、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这要求我们必须转变过去那种一切以人的利益为
中心的观点，要注重保护生态环境，既要维护人类
自身利益，又要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人类要自觉
地承担起保护自然界一切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的责
任与义务。这种现实的需要就决定了我国环境伦理
研究的重点将会逐步由“人类中心主义”转移到“非
人类中心主义”。 

2. 环境伦理的研究范围将会逐渐扩大 

自20世纪七十年代末环境伦理引入我国以来，
由于受国外尤其是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影响，我国
环境伦理研究的重心主要是围绕人与自然环境之
间是否存在伦理关系这一问题来展开的。20世纪九
十年代以来，随着国外大量环境伦理著作被翻译介
绍到中国，这为国内环境伦理研究提供了新的思想
源泉，如国外的环境正义、生态女性主义、生态社
会主义、生态社会学、生态马克思主义等学说纷纷
传入中国，这促进了国内各种环境伦理研究学派的
形成与发展，增强了国内环境伦理研究的实力，扩
大了国内环境伦理研究的范围。尤其是国外有关自
然的价值、自然的权利、环境道德等内容也被纳入
环境伦理的研究范围，这更是开阔了我国环境伦理
研究的视野[22]。随着环境伦理研究范围的不断扩
大，环境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地位也将逐渐
稳固。 

3. 环境公正问题将会更加受到重视 

随着全球性环境危机的凸显，发达国家与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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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自然资源的占有和使用上的不公平现象越

来越明显；代内环境公正逐渐引起人们极大地关

注，这也引起了国内环境伦理研究领域的重视。代

内环境公正实际上是人际公正、区域公正在环境伦

理领域的反映。例如，我国的南水北调、西气东输、

西电东送等都涉及区域环境公正问题，这些问题如

果不妥善处理，不仅会影响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

还会影响到地区之间的和谐与稳定。因此，环境代

内公正问题将会受到更加重视。此外，随着可持续

发展理论的提出，它要求人类在使用自然资源时，

既要满足当代人的生存与发展需求，又不对后代人

满足其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构成危害；这就使环境代

际公正问题也逐渐引起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这些充分说明今后我国环境伦理研究的范围将会

逐步扩大，环境公正问题将会越来越受到重视。 

4. 环境伦理学科将会越来越完善 

普通环境伦理学或一般环境伦理学、理论环境

伦理学作为环境伦理学的核心基础学科，探讨环境

伦理领域的各种普遍性、一般性、共同性问题，为

环境伦理学的各分支学科奠定了理论基础。目前环

境伦理学的研究内容大体上都属于普通环境伦理

学的范畴。今后，普通环境伦理学将会进一步派生

出比较环境伦理学、计量环境伦理学等方法性分支

学科。还会分化出环境科学伦理学、环境经营伦理

学、环境伦理思想史、环境伦理心理学、环境伦理

教育学、城市环境伦理学、农村环境伦理学等各分

支学科和研究领域[23]，我国环境伦理学科体系将会

越来越完善。 

5. 环境伦理研究逐渐侧重于探讨环境伦理的

实践路径 

环境伦理开始关注动物福利、环境保护等实际

问题，一些国家还制定了“动物福利法”、“濒危动

植物保护法”，并出现了“自然的权利诉讼”运动；

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环境伦理开始为消费

者的行为、循环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实践提供相

应的理论支持。环境伦理还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

供了思想基础。今后我国环境伦理研究也必将从关

于抽象的自然环境的价值、自然环境的权利、人与

自然的关系等纯理论的研究，逐渐走向将环境伦理

理论付诸于实践的道路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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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Gardening Elements of the Humble Administrator's Garden  
GUO Yang1,  ZHUO Li-huan2 

（1.Harbin University, Harbin 150040,China;2. Northeast Forestry University, Harbin 150040,China） 

Abstract: The Humble Administrator's Garden, one of the four famous gardens in the region south of Yangtze 
River in China,, is a model of Chinese classical private garden and a comprehensive art of architecture, landscape 
and plan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sign layout of the Humble Administrator's Garden, including rocks, waters, 
architectures, plants, roads and other gardening elements. It is out of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creation of the 
Humble Administrator’s Garden that we can appreciate the exquisite art of Chinese classical private gardens and 
explore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of literati garden and the spirit world of those owners. 
Key words: the Humble Administrator's Garden; gardening elements; artistic con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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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f the Stud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Ethics  

CHEN Jun 

(Zunyi Medical University，Zunyi 563000，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f the recent environmental ethics research in China shows that the resulting achievements 
popularize the ideas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However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weakness like the lack of 
the research of the practice approaches and especially the lack of systematic and holistic research, which should 
be improved in the process of future environment research.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 environmental ethics study 
focus on the practice, the service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 theoretical issues such as the 
definition, the subjects, the main content, the moral categories, etc.. The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future research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in China will present a new trend: the transfer of the research emphasis from 
"anthropocentrism" to "non-anthropocentrism", the gradual widening of research scope, and more notice taken to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so as to complete the environmental ethics with particular interest in putting 
environmental ethics in practice.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ethics；review of research; the development trend；Environmental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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