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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环境问题产生的哲学思想根源

贾凤姿

� � �摘 � 要� 中国社会经济在新时期实现了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 ,生态环境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虽然我国

环境问题形成的原因十分复杂,但从根源上看还是思维方式问题, 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不科学的发展观、不

公正的伦理观、片面的私德观、缺位的政绩观是我国环境问题产生的哲学思想根源。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指

导,落实科学发展观, 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是我们应当坚持的基本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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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环境问题是人类活动(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

所消耗掉的资源和排放的污染物超过了地球的承

载能力而导致的问题,它正在逐渐成为影响人类生

存与发展的关键因素。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

社会实现了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 生态环境也付

出了沉重的代价。虽然我国环境问题形成的原因

十分复杂,但从根源上看,还是思维方式问题,思维

方式是人类文化现象的深层本质, 对人类行为起支

配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方

面, 是人们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方式。它决

定战略目标、经济模式、技术形态的选择设定。研

究环境问题形成的思想根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哲学上讲我国环境问题的形成具有如下错误的

思想根源。

� � 一、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

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以人作为宇宙中心的观

点。在�韦伯斯特新世界大词典�中人类中心主义
被定义为: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 自然是僵死

的原料仓,是满足人的物质欲望的手段, 人的使命

就是去征服和占有自然, 使之成为人类的奴仆。人

类中心主义自工业社会以来一直十分强劲,甚至已

内化为现代社会发展模式的深层理念。这种�人类
中心主义�的世界观是造成生态危机的哲学思想根
源。人类中心主义在我国建国以后表现为�人定胜
天�的唯意志论, 我国环境问题就根源于�人定胜
天�和�控制自然�的世界观,建国后很长时间我们

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把人看做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把人类的使命归结为

控制自然,如在�全民炼钢�的运动中,烧掉了大量

森林;为了增加粮食产量, 开展了�让荒山变良田�
运动和填湖造田运动, 使森林植被遭受破坏, 水土

流失,生态环境恶化。

恩格斯指出: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
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

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 一种文明如果把掠夺和征
服自然视为自己的价值圭臬,那么,环境污染与生

态危机的出现就是必不可免的。我们必须从哲学

层面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在世界观的高度寻找环境

保护的新支点。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的把自然、环境

和生态摆在对人的优先地位的观点,走出狭隘的人

类中心主义, 倡导有机整体观。有机整体观是一种

生态主义世界观,是生态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基本主

张,它认为世间万事万物是联结在一起的有机整

体, 整个世界是一个生命整体,人在自然之中,与其

他物种的生存状况密切相关,其他物种的存在状态

关乎人类的生存质量。因此, 整体的性质是首要

的,部分是次要的,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差别是相对

的, 联系才是基本的。

� � 二、形而上学的发展观

世界观决定发展观,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受�唯

生产力论�的误导,认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就等于社

会的发展, 只要经济发展了, 就有足够的物质手段

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追求物质财富成为社会发

展的惟一目标,环境保护一直让位于经济发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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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过去的 25年里创造了 GDP 年均增长 8%的

奇迹, 然而,这种增长是以资源和环境快速度的损

耗为代价的。人口、生态、环境、资源等矛盾日益突

出,这种畸形的发展观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

形而上学的发展观根源于我国传统的直观体

验的思维方式, 直观体验的思维方式是我国传统思

维的重要特征。它以直接观察到的现象为基础,对

事物进行直接性、非逻辑性、非时间性和自发性的

把握,而不是着重以概念、判断进行分析推理。在

认识事物的深层本质方面存在难以克服的缺点,对

事物缺乏全面、系统的认识,以这种直观体验的思

维方式来认识事物, 对近期的、直接的或明显的事

物容易把握,而对长远的、间接的事物就难以全面、

深刻地认识。而环境问题又具有滞后性、累积性,

只有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表现出来。所以传统直

观体验的思维方式很难及时、全面、深刻地认识到

环境问题。在传统直观体验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下,

不少企业生产经营者和一些地方领导都把眼光投

向经济效益,而忽视环境问题,使经济发展受到很

大制约,因为经济发展取得的大部分效益都在为所

欠的生态债而付账, 为加重的社会矛盾而付账。

我们要遵循马克思的辩证发展观, 走全面可持

续发展道路,把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资源放到更加

重要的位置,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推进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科学发展之路。

� � 三、缺失公正的伦理观

造成我国环境问题的思想文化根源还在于我

国传统文化中的缺失公正的伦理观。传统伦理学

说大多流于论证封建等级制的�天然合理�、� 合乎
天道�,强调封建纲常的修身养性, 恪守封建道德义

务,不容许人们探求公正的社会秩序和思考社会公

正问题。在这种长期传统伦理道德氛围的熏染下,

公正性问题很难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影响了追求

公正精神的培养。尽管近年来我国各界人士开始

关注�公正�问题,但�公正�思想的真正形成需要多
年道德教化的积累, 这是一种文化观念的转型,涉

及到经济、政治、技术与社会思想意识的深层相互

作用, 是一个长期渐进的复杂过程, 不是一蹴而就

的事情。所以传统中缺乏�公正�思想的惯性不可
能在短时期内消失。这种思想局限性在环境问题

中充分暴露出来, 由于缺乏对公正的正确认识,不

公正现象制造者在生产过程中很少想到自己的行

为后果对他人是否公平、正当, 是否侵害了他人的

权益,这种损人利己行为会产生环境问题的不公正

现象,使环境问题不公正现象得以大量滋生。

我国环境问题中存在的不公正现象概括说来

主要表现为:在空间上的个体与群体间的不公正。

发达国家的一些企业以提供资金或技术为条件, 向

我国转移在国外禁止使用的污染技术、原材料、设

备和垃圾, 这是民族之间环境问题的不公正; 国内

不同区域间的一些企业将有污染的技术设备出租

或出售给其他企业,或转移到他地进行生产。表现

为从城市向乡镇、农村的转移,沿海向内陆的转移。

这种做法虽然增加了转移技术者的利益,却极大地

加剧了乡镇、农村的环境恶化。在时间上有当代与

后代环境问题的不公正。当代人为追求自身利益

最大化,只强调对已经存在的人的责任和义务, 很

少谈论对遥远后代的伦理义务,不惜损害后代人应

有利益, 使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

� � 四、重私德轻公德的道德观

�公德�是人们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基

本道德, 亦称�公共道德�,即列宁所说的�起码的公
共生活规则�。它是人们为了维护公共生活、调节
人们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道德行为准则。�私德�
是人们在私人生活和私人交往中应当遵循的道德

准则,也指个人私生活方面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品

质。社会公德同个人私德两者虽有区别,但不是绝

对的,而是紧密联系的,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

化。但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家天下,一切都是皇

帝的,无所谓公,最大的公不过是皇帝一家之私事,

这就难以产生公德意识。如�五伦�讲君臣怎样、父
子怎样、夫妇怎样、兄弟怎样、朋友怎样,都是私人

之间的关系。梁启超曾说, �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

其一端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 不可谓不早, 虽然

偏于私德, 而公德殆阙如� �。在这种几千年重私

德轻公德的传统影响下,我国公众公德意识比较缺

乏。我国的环境问题与这种侧重强调�私德�和缺
乏�公德�意识有着重要的关系。

缺乏公德意识使得生产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

忽视对社会集体应履行的义务,忽视社会集体的权

益, 对环境的损害没有产生任何负罪感。同时, 受

害者也由于缺乏公德意识,很少主动监督生产经营

者履行其对环境的保护。这种公德意识的缺乏,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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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不发达时期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不是很大,

而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由于缺乏公德的约

束就会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另外,在现代社会生

活中, 以私德为纽带的�以情代法�、人为干扰环境
保护执法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些领导干部公开为

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者说情开脱,直接妨碍了环

境执法工作的正常开展, 加大了环境治理的难度。

� � 五、以� GDP论英雄�的政绩观

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决定了以 GDP 论英雄的政

绩观。在过去的 20 多年里,我国考核官员政绩的

主要指标是当地的 GDP 的增长, GDP 至上是地方

政府的最高价值。这样的政绩观直接决定领导干

部从政的价值取向, 有什么样的政绩观, 就有什么

样的工作追求和施政行为,如果利润最大化是政绩

观的核心价值, 在这种政绩观的指导下, 就会使领

导干部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不顾一切地追求利润最

大化。因为政绩主要来自于经济增长率,而经济增

长率依赖于大规模的项目投资, 大量的招商引资,

不管是�优资�还是� 劣资�,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

来换取一时的�政绩�、�业绩�, 这种以 GDP 为核心

的政绩观带来了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

政治问题必须在政治的高度上解决。科学发

展观的实施, 是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一次战略性转

折。但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如果没有坚实的制度框

架,很容易沦为一句空洞的口号。当务之急是建立

起一整套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框架, 把环境问题作为

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作为考核一级党委、政

府和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世界观问题,世界观

决定发展观、道德观和政绩观。中国作为社会主义

国家,若要更新思想观念, 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去寻找源泉,马克思比任何生态学家都更加关注

生态环境问题。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贯穿整

个马克思学说的根本观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解

决今天被我们称之为生态学的诸多问题提供了辩

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用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指导

经济、社会、环境和谐发展,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

文明观念; 落实科学发展观; 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

环境的基本国策;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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