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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学》

内容概要

《生态文明学》由“生态文明学总论”、“生态文明的发展基础：生态文明经济”、“生态文明的传
承：生态文化”3篇共30章组成，是著者多年研究生态文明、在总结系列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的
最新成果。第1章～第9章为上篇，主要论述了生态文明的基本概念、生态文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生
态文明学的学科理论基础、生态文明观、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理、顶层设计、主要内容、技术体系
、基本规律和原则；第10章～第22章为中篇，主要论述了生态文明经济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结构
与功能、发展过程、发展机制，阐述了生态文明经济的各种表现形态包括创新经济、循环经济、体验
经济、生态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生态文明消费型经济和传统经济改造提升的内涵、外延、本
质特征、基本功能、内在联系与区别、实践要求、发展对策等相关理论；第23章～第30章为下篇，主
要论述了生态文化产生的背景、思想理论渊源、基本要素、研究范式范畴、基本特征、发展规律，生
态文化的构建和生态文化产业的发展对策。为了体系的完整，书末还附有生态文明研究综述。

Page 2



《生态文明学》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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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5.1.1生态生产力的发展是21世纪人类财富的源泉 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财富的源泉，
不管国家、民族、企业还是个人，谁跟上生产力发展的步伐，谁创造的财富就多，谁领跑了生产力的
发展，谁创造的财富就快，否则相反。但这只是问题的—个方面。如上所述，人类进入20世纪下半叶
以后就已发现，工业文明生产力在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又对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地
球生态系统进行了巨大的破坏，导致资源枯竭、自然生态系统崩溃、温室效应强烈、海平面上升、臭
氧层破坏、环境污染严重、能源危机、人口爆炸、生物多样性骤减、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严重、自
然灾害频繁⋯⋯自然界向人类亮起了黄牌和红牌，并且必将对人类已经创造的财富与文明实行“一票
否决权”，再这样下去，人类将与自然界一起面临灭顶之灾。 因此，人类开始了反思：21世纪人类社
会财富的源泉是什么？人类社会文明的希望在哪里？世界各个国家，特别是政府头脑比较清醒的国家
都纷纷寻找新的发展之路，寻找社会财富的新源泉，寻找社会文明的新希望。2006年10月在沈阳召开
的第14届世界生产力大会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是一切社会财富产生和增长
的源泉，科学、持续地发展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目标”。可以这样说，全球性的共同危机引发了
全球性的共同反思，出现了全球性的共同认识，激发了全球性的共同行动，掀起了全球性的新一轮竞
争：这就是发展生态生产力（即科学、持续地发展生产力）。它将成为全球的财富之源、强国之本、
文明之光、和平之基。 1.发展生态生产力使人类共有的财富得到保护并增值 人类有一笔共有的财富，
那就是地球生态系统，是人类走向美好明天的重要基础。根据“1997年Costanza和Goulder在‘Na
—true’发表的文章第一次使我们认识到地球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每年33万亿
美元），远远超过人类社会生产价值的总和（每年18万亿美元）”。这么巨大的财富，人类应当保护
好，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并使它不断增值。实践已经一再证明，靠工业文明生产力只能适得其反。
所以必须靠发展先进的生态生产力来完成。 2.生态生产力发展的全球一体化是必然趋势 生态生产力发
展已在世界范围内成燎原之势。作为生态生产力微观表现形式的生态文明经济和科技如生态文明的创
新经济、体验经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及其生态化技术体系，生态文明消费型经济、用
生态化技术体系改造提升传统经济等，成为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大国抢先发展的重要战
略，我国重点发展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其集中表现。以绿色经济、低碳经济为例：绿色经济和低
碳经济作为生态文明最基本的经济形态，它的发展在世界上方兴未艾，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新引擎，
成为各个国家抢占经济科技的制高点。我国把2010年作为绿色经济年，并要进人世界绿色经济的领先
行列，以便占领世界绿色科技、绿色设备及其他绿色产品更大的市场份额，“中国的崛起一定是绿色
的崛起”，“要花几代人的时间持续建设绿色中国”①，“我们需要绿色的发展，我们需要绿色的改
革”②，有关方面正在研究制定国家绿色发展战略规划等，这些都是极具战略眼光的真知灼见；美国
把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作为后危机时代经济复苏的重要战略，希望通过发展再生新能源等绿色低
碳产业，继续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欧洲积极建设现代绿色文明社会，欧盟把未来发展的战略归纳为六
个字：知识、绿色、数字。它实际上就是创新经济、绿色经济和信息化技术，并要求以绿色经济为本
底，发展创新经济和信息化技术，形成三位一体的发展态势，以此继续统领其在世界绿色经济发展中
的领头羊地位，德国尤其如此，日本努力探索绿色富国之路，巴西努力发展绿色能源，韩国、印度、
墨西哥、南非等国家都把绿色经济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不一而足。绿色经济全球一体化已是必
然趋势：①世界绿色市场不断扩大，绿色产品十分畅销，美国的有机食品市场自1989年以来基本上是
以20％的速度增长；欧洲、日本、澳大利亚、意大利、德国等国家的有机食品销售也一路攀升，世界
各地有机农场数量快速增加。许多国家有机食品的增长率将达20％～50％②；②企业界投资已出现“
绿色低碳倾向”：欧美股市对可再生能源公司的上市颇有兴趣，可再生能源企业不断增多，市场份额
不断扩大；绿色电器与电讯产品不断问世，并将占据优势；绿色生物材料、节能材料不断涌现，颇受
市场青睐。生态型工业、生态型农业、生态型第三产业都将在世界市场上各领风骚，因而许多企业都
热衷于投资；③国际贸易的绿色壁垒更加森严，门槛在提高。一方面是利用绿色壁垒来保护民族产业
，另一方面更加说明人类对产品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它就迫使企业越来越重视绿色产品的质量，这
无疑是人类的一种觉醒和进步；④各国政府对生态化产业的扶植力度不断加大，不但在政策上扶植，
而且在资金上也通过加大投资生态化科技，从而达到扶植生态化产业的目的；⑤生态化科技的发展突
飞猛进，它成了绿色经济发展的强有力的支撑；⑥企业绿色管理的理念不断增强；⑦包括绿色标志、
绿色包装在内的绿色营销不断扩大；公众的绿色消费意识及其自觉性不断增强，他们不仅把绿色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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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与自己的保健紧密相连，而且与生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文明
的进步相连。由于公众绿色消费的实践不断扩大，也就从根本上促进了绿色经济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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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态文明学》可作为高等院校应用经济学、生态学、人文地理学、管理学、文化学和环境科学等专
业师生的教材，还可为科研机构、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相关人员提供参考，也可供关注生态文明建
设和未来社会发展的人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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