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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系统是与经济、社会、文化系统交织在一起的，因此，生态文明建设相应地也要从公众

教育、制度建设、公众参与等多方面着手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与此同时，巨大的人口总量与巨量的产出与消

费，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本文拟从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关系角度，就生态文明

建设作一简要解读。 
  环境问题与社会之不谐音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近些年来，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系统恶化的问题日

益突显，环境与社会发展之间出现了不谐之音。比较突出的问题是： 
  环境问题影响经济发展。比如，一些“靠水吃水”的渔民，在水被污染以后，他们的生计就

受到严重影响，如渤海湾漏油事件。渤海湾石油泄漏导致 6200 平方公里的海水受污染，水质由

一类下降到劣四类，当地渔民养殖的鱼虾和贝类大量死亡，减产九成，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上亿元。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小污染事件时常发生，同样不可轻视。比如对“靠山吃山”的人来说，

一旦森林被破坏，水土保持就失去了屏障。在干旱年份，耕地因缺少水源而歉收；在多雨年份，

则为山洪所冲刷。最后不可避免会陷入到环境与经济的恶性循环之中。 
  环境污染导致健康问题。这是近年来的一个热点问题，其中以“癌症村”最为典型。虽然目

前医学上尚难认定“污染—癌症”之间确定的关系，但在现实中，因工业污染而导致癌症多发的

“癌症村”，作为社会事实已经存在并持续影响村民的生活。如我们课题组曾调查过的一些 “癌

症村”，便是受矿业开采或工厂排污的影响，饮水被污染的结果。某些疾病，如消化道肿瘤等，

发病率偏高。患者生活在苦痛之中，而普通村民也在无奈、担惊受怕中度日，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明显下降。 
  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环境冲突也急剧增加。全国环保系统受理的上访信件数量呈逐年

增加的趋势，1995 年有 5.8 万封，2000 年达 24.8 万封，2004 年激增到 59.6 万封，至 2010 年环

境上访信件蹿升至 70.1 万封。2001—2010 年的 10 年中，因环境问题而上访的群众高达 101 万人

次。2002—2010 年环境污染与破坏的事故共有 7930 起，损失惨重。因为环境而引发的大量冲突，

不仅降低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增加了居民的生活成本，也加大了政府的管理成本，甚至放大了民

众对企业、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影响了社会整体的安定与和谐。 
  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随着国家环境治理的力度不断加大，政府、企业、民众的观念和做法也在改变中。总的来说，

生态系统是与经济、社会、文化系统交织在一起的，因此，生态文明建设相应地也要从公众教育、

制度建设、公众参与等多方面着手推进。 
  首先，加强生态伦理的研究，加强环境教育。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诸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生态理念和行为规范，现代社会科学在这方面所形成的研究成果，更是汗牛充栋。政府、媒介

及社会组织要加强生态伦理思想的宣传和教育，增强环境保护，转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倡导符合

环境保护行为规范，爱护环境，节约资源，培养适度消费的良好习惯。 
  其次，加强制度建设，强化政策法规实施到位。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

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在完善的制度

基础上，重视法规的执行力度，促进环境治理工作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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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环境保护需要全民行动。环境的改善需要政府重视，需要企业勇于承担相应的环境社

会责任，需要社会组织的不断发育壮大，更需要全社会每一个人的努力。为什么会“垃圾围城”？

是因为我们每个市民每时每刻都在为“垃圾山”作“贡献”。私家车把本来已经拥挤的城市堵得

水泄不通，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去购车？这些环境问题都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没有每个

普通人的努力，永续发展就难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