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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模式转型: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路径＊

包庆德

【提　要】构建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消费模式, 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与产业结构

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有机对应的三大路径之一。而要建设好生态文明, 消费模式的生态化转型既是一

个重要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也是走向生态文明的终极支撑。为此从生态哲学维度审视以往消费模式变迁 、

现行消费模式弊端和生态消费模式选择, 以期进一步深化消费模式生态化转型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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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 “建设生态文明, 基本形成节

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 、 增长方式 、 消

费模式。” 由此, 构建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

环境的消费模式, 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与产业结构调

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对应的三大路径之一。而要建设好生

态文明, 消费模式生态化转型既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和

突破口, 也是走向生态文明的终极支撑。 为此从生态哲

学维度审视以往消费模式变迁 、 现行消费模式弊端和生

态消费模式选择, 以期进一步深化消费模式生态化转型

的相关研究。

一 、 关于消费与消费模式

消费活动是人类社会最为基本的生存与发展环节之

一, 而传统意义上的所谓消费, 首先是从经济学角度进

行定义的。一般而言, 消费是与生产相对的范畴, 是生

产 、 流通 、 分配 、 交换等社会再生产环节之一。 在马克

思看来, 从经济社会的运行机制上, 消费是作为社会再

生产的出发点和归宿。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 消费反

过来对生产具有重要拉动作用。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

当代社会消费成一种为获得利润而产生的手段。“ [ 舒适

的] 是某种完全无穷无尽的和无限度前进的东西, 因为

每一次舒适又重新表明它的不舒适, 然而这些发现是没

有穷尽的。因此, 需要并不是直接从具有需要的人那里

产生出来的, 它倒是那些企图从中获得利润的人所制造

出来的。” ①于是广告出现并诱导消费者接受他们自己当

前实际上可能并不需要的消费品并通过赊购 、 分期付款

等促销手段促使消费者进行所谓的超前消费。这就使得

消费者的消费背离自己真实的需要, 在广告的诱导下按

生产经营者设计的消费方式和消费对象进行自己的消费

活动。

这就是典型的由美国兴起的消费主义的表现, 消费

者购买商品已经不再是为了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 而是

为了满足被刺激起来的欲望所形成的所谓需求。 甚至消

费也已经不再指向具体而实体性的物的消耗, 而是演变

成甚至抽象成一种符号。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呈现的情

形是, 一个人的需要已经不是出于他自己的自然需要,

而是一种虚假的 、 被强迫的或被组织的需要。 这就是

被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批判的所谓 “异化消费” 。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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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消费的原本意义是通过对人类需求的满足而不断促

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 消费不过是人类生活手段

而非目的。然而现代社会中手段却变成了目的, 消费欲

望的不断满足成为做人的价值的审视范本和社会进步的

评判标准。消费的本质已被严重扭曲, 消费不再是为了

满足人的生存和自由全面发展, 而是为了满足 “虚假的

需求” , 即马尔库塞指出的为了特定社会利益而从外部

强加给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 由此使整个社会处于病

态, ① 消费成为支配人类生存的异己力量。 更何况在资

源消费与环境污染层面, 多极主体之间并不公平乃至反

差巨大。居住在工业化国家的世界 1/4 的人口占有世界

商业能源消耗量的 80%, 居住在发展中国家的 3/ 4 的人

口仅占其余的 20%, 发达国家人均消费的能源是发展国

家的 35～ 50 倍;发达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占世界总排

量的 75%, 排出的氟氯化碳占 90%, 仅美国排放废气

占 30%, 生产固体废物占 70%。②

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指出: “人的需要无穷无尽,

而无穷无尽只能在精神王国里实现, 在物质王国里永远

不可能实现。” ③ 如果人不真正了解自己真正需要而完

全沉溺于物质性消费, 就往往会以畸形的物质满足而

损害自己精神和生态享受 , 甚至牺牲长远和整体利益

而导致动物式倒退。由此, 我们看到 “消费” 已从一

个纯粹经济学概念变成了社会文化学甚至生态哲学的

基本范畴。随着现代生产力的高速发展, 宏观经济规

模越来越接近甚至超过资源环境承载阈值, 消费作为

生态 —经济系统的渗透因素使得消费与物的关系 , 在

生态哲学视界重新受到关注。人们消费什么, 怎样消

费以及这些消费给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和自然

资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如何消费才能摆脱人类现在

面临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困境等问题随之产生 。因

此, 有必要从生态哲学维度和生态文明层面对消费做

出相关的理论规范。

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演化的产物, 作为生态系统重

要组成部分的人类社会, 实际地参与了生态系统的物质

变换 、 能量转换和信息交流。承认人类的消费行为是生

态系统能量流动的一个基本环节, 与传统消费理论将消

费主体游离于生态系统之外的界定相比就显得更合理也

更为可取。思想家鲁道夫·巴罗指出, 我们应当感谢世

界范围内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和恶化, 否则, 我们肯

定会以为人类正在通过物质财富的创造与拥有走向自由

幸福的美好未来, 至少在西方社会是这样, 而不可能考

虑我们为此付出的心理精神代价:我们则要说, 应当感

谢生态主义的形成, 否则, 我们会继续以为西方发达的

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 而几乎不可能重新思考这样一个

也许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 即经济社会中人们是否

真的比前人活得更好, 或者说, 我们为了物质上的潇洒

自如究竟付出了多少不必要的代价 。④ 道理很简单:“地

球是有限的, 任何人类活动愈是接近地球支撑这种活动

的能力限度, 对不能同时兼顾的因素的权衡就变得更加

明显和不可能解决。” ⑤

问题在于, 人们消费什么又怎样消费? 这涉及消

费模式问题。 一般而言, 与消费资料相结合的方法和

形式称为消费模式。它既是人们消费关系和消费行为

规范的综合表现, 又是从总体上反映人们消费行为的

基本内容 、 消费态势及其价值取向的总体规定, 更是

指导消费者进行消费活动并对其进行 “ 社会—生态”

价值判断的基本依据。人既是社会文化的存在, 又是

自然生物的存在 , 是这两者的对应统一。由此, 其消

费观念 、 消费行为 、 消费方式等不仅受到各种社会关

系的影响, 而且还受到各种生态因素的影响。 反映的

是一定 “社会—生态” 关系中人们消费行为的主要内

容 、 基本形式 、 相关规范和根本性质的规定性 。因此 ,

不能把消费模式简单等同于个人或少数人的经济社会

生活方式, 一种消费模式往往指的是一种 “社会—生

态” 范畴, 不同的 “社会—生态” 状况具有不同的消

费模式。

二 、 消费模式类型之变迁

“人从出现在地球舞台上的那一天起, 每天都要消

费, 不管在他开始生产以前和在生产期间都是一样。” ⑥

人类社会从蒙昧时代到野蛮时代再到文明时代, 所形成

的消费模式主要有:

一是原始文明时代的消费模式。 在原始文明时代,

人们主要以采集狩猎为主 , 无力对抗天 , 只能或主要以

消费自然 “馈赠” 的 “产品” 为生。缺乏科学知识 、 生

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原始人, 凭借粗糙的技术设备和低

劣的能源利用超越了自然状态, 创造了最初的原始文

明。根据达尔文生物进化论, 人类曾经是茹毛饮血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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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 在天然的食物链中与其他动物竞争。其基本情形

是:不断采集自然界 “提供” 的现成的诸如植物类果

实, 或尽可能狩猎动物类产品。 其消费模式应该说是相

当 “原生态化” 的, 几乎与其他生物成员平等参与了生

态系统物质循环 、 能量流动和信息交流, 因而在客观上

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很小或影响较少。当然这种所谓的原

生态消费是以极为低下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普遍缺

乏基本生存保障为代价的。

二是农业文明时代的消费模式。 农业文明时代 ,

虽然人们能够种植或畜牧, 但却仍然受制于天, 生产

仍以人力和畜力为主。 农民和手工业者利用有所进步

的技术和能源加工初级自然物, 促使生产力提升而缔

造了农业文明。这里的重要变化在于, 人类对自然的

认识已由史前神秘崇拜变为相对主动的改造活动 , 开

始利用自身力量改造局部地区自然生态系统, 通过简

陋的生产工具向自然界索取物质生活资料, 以求得自

身的生存与发展。 在这一阶段, 人们开始用生产的产

品进行简单的交换和消费活动 。不可否认, 农业文明

条件下的消费仍是一种内容单一 、 结构简单 、 水平低

下的模式。也由于生产方式落后 、 生产工具简陋以及

由此导致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相对迟缓 、 发展水平相对

低下 , 这样的消费模式对生态环境的负效应并不显著 ,

但却已经开始初步显现。

三是工业文明时代的消费模式。社会生产力的极大

提高和自然资源的重要性乃至巨大功用性激发了人类征

服自然的需求欲望和勃勃野心。然而当人类以最为 “先

进” 的科技手段向自然界进行雁过拔毛 、 竭泽而渔甚至

杀鸡取卵式开发而陶醉于 “胜利” 时, 自然界以资源短

缺 、 能源枯竭 、 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态势 “报复” 与

“惩罚” 人类。其 “线性消费” 模式特点是经济系统致

力于把自然资源转化为产品, 以满足人们生存 、 享受和

发展的需求, 用过的物品则被当作废弃物被抛弃。显然

这是一种资源耗竭型消费和环境污染型消费。 “我们庞

大而多产的经济……要求我们使消费成为我们的生活方

式, 要求我们把购买和使用货物变成宗教仪式, 要求我

们从中寻找我们的精神满足和自我满足……我们需要消

费东西, 用前所未有的速度去烧掉 、 穿坏 、 更换或

扔掉。” ①

正是由于人类片面征服自然, 急功近利, 单向改

造自然唯利是图的理论与实践作祟, 当不适当的消费

模式引领生产模式并带来环境污染和资源紧缺危及人

类的生存之时, 人类开始追问工业文明形态及其物质

消费主义的弊端并着手自觉更新和有效转换文明范式 。

从 1962 年卡逊的 《寂静的春天》 、 1972 年罗马俱乐部

的 《增长的极限》 、 英国经济学家沃德和美国微生物学

家杜博斯为 1972 年联合国环境会议提供的背景资料

《只有一个地球》 , 以及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

议到 1992 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再到 2002

年南非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 可持续

发展思想成为全人类的共同选择和发展战略。 于此相

对应 , 人类对消费领域的观念革新和理论创新也进行

了持续不懈的探索。

四是可持续性消费模式 。实际上, 绿色消费 、 生

态消费 、 循环消费和适度消费等可持续消费概念的出

现就是这一消费模式革新理念的具体表征 。联合国环

境署在 1994 年于内罗毕发表的报告 《可持续消费的政

策因素》 中提出可持续消费的权威定义:“提供服务以

及相关的产品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 , 提高生活质量 ,

同时使自然资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最少 , 使服务或

产品的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废物和污染物最少, 从而

不危及后代的需求。” ② 在该定义中, 比较密集地关涉

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需要 、 提高生活质量及自然

资源利用率 、 自觉减少这些服务或产品对环境的影响

和对人体的危害 。也就是说, 绿色消费或生态消费等

之所以可持续, 是因为它解决了生产与消费 、 需要与

限制以及物质与精神的对立格局, 为我们理解可持续

消费提供了全新的视角。③

综观人类历史, 文明进程所付出的代价正是自然

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历程。 而就其实质而言, 原始

文明时代的消费 , 由于只有人类顺应自然, 对自然界

施加的影响程度不大;农业文明时代的消费 , 由于生

产力工具水平的制约 , 人类活动虽然产生了一些生态

环境问题, 但总体上没有被觉察或是虽然有所觉察,

但鉴于人类有限的认识能力往往又认识不到人类自身

的真正原因 , 人与自然的关系总体上仍维持其大体的

动态平衡;工业文明时代的消费, 人类对自然的作用

与影响极大改变了自然界的本来面貌:一是生态严重

退化;二是环境空前恶化;三是人与自然关系普遍紧

张化。④ 历史与现实都表明 , 任何一种文明形态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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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都只是一种历史现象与历史过程 , 最终都会被新的

文明形态的消费模式所取代, 取代工业文明消费模式

而引导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的文明形态的消费模式, 乃

是生态文明的消费模式。

三 、 现行消费模式之反思

在当代社会 , 人们生长在一个热衷于过度消费的

文化环境里。产生于 19 世纪末美国新兴富豪的消费主

义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从美国扩展到西欧, 并在跨国

公司和大众传媒 、 电子通信业推动下迅速发展到美国

之外 , 世界一体化的商业将距离遥远的生产者 、 消费

者 、 制造者和投资商联系起来, 这一前景也意味着我

们谁都无处可藏 。 “经济学家说消费是 `好的' , 可以

解决各种各样的 `坏的' 问题 ( 饥饿 、 寒冷 、 无聊

等) , 这种袖手旁观的态度使得经济学在这一领域远离

了消费的社会意义和象征意义。” ① “你是世界上最重要

的, 所有的一切都以你的欲望为中心” 成为消费社会的

口号。我们骄傲地把自己定义为消费者, 创造了一个真

正的消费社会, 也创造了一种消费文化, 消费一切可能

的东西, 包括我们的未来。然而这种消费真的给我们带

来幸福了吗?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 “ 唯发展主义” 作祟。 唯

发展主义作为一种思潮, 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爱德

华· 艾比。 20 世纪 50 年代, 在大多数美国人正在为

“美国梦” 而打拼的时代, 生态思想家艾比就指出 “为

发展而发展” 已经成为整个民族 、 整个国家的激情或

欲望 , 却没有人看出这种唯发展主义是 “癌细胞的意

识形态。” ② 这种思潮渐渐从朴素认识论演变成社会价

值系统, 最终在上世纪 60 年代逐渐成熟, 并在 70 年代

罗马俱乐部首先对 “增长癖文化” 提出深层质疑和尖锐

批判。

问题在于, 经济发展中的 “环境问题” 不只是资本

主义社会的痼疾, 中国现代化同样面临严重的生态环境

问题。我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在初级阶段经济快

速增长过程中面临的生态压力比任何一个大国在工业化

过程中所遇到的都更加严峻而紧迫, 面临生态环境先天

不足 、 自然资源相对短缺与加速实现工业化 、 城市化和

现代化的双重压力。

近年来我国消费模式的改善表现在消费水平逐步

提高 , 消费结构快速转变, 消费观念积极变化, 消费

者权益保护逐步加强。 但消费模式仍是以线性消费为

主, 消费主义等不良消费文化影响广泛和深重。少数

人的奢侈和多数人的浪费 , 少数阶层甚至民众存在着

向西方发达国家仿效奢侈型消费的态势以及被艾伦 ·

杜宁称之为 “炫耀性消费” 等消费模式正侵蚀着人们

的消费走向。

《BP 世界能源统计 2006》 的数据表明, 全球石油探

明储量可供生产 40 多年, 天然气和煤炭则分别可以供

应 65 年和 155 年。 在我国,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更导致

了能源消费需求急剧扩大, 使得能源供需矛盾日益突

出, 而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所造成的环境影响 、 安

全形势也日趋严峻。鉴于传统能源消费模式在环境与安

全等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 中国应花大力气尽快实现能

源消费模式的转换。能源作为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先决

条件, 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 其消费模

式选择对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具有深刻影响。为此我们

必须重视与能源相关的消费结构的研究。

急剧增长的人口是造成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之一。

增长过快的人口之所以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 关键是

越来越多的人口形成了一股越来越大的消费压力。 “只

有人口增长能与高消费相匹敌成为生态恶化的原因, 但

至少世界上的很多政府和人们已经把人口增长看作是一

个问题;与之相反, 消费却几乎一直被普遍看作是好

事———确实, 消费增长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首要目的……

他们体现了一种盛行的人类社会新形式:消费者社

会。” ③ 实际上, 深层本质问题在于 “消费问题是环境危

机问题的核心, 人类对生物圈的影响正在产生着对于环

境的压力, 并威胁着地球支持生命的能力。从本质上

说, 这种影响是通过人的使用或耗费能源和原材料所产

生的。” ④ 也就是说, 人口压力最终是通过消费压力来曲

折地威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的。

为转变不合理的消费模式, 有必要构建有利于节约

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消费模式, 在全社会形成崇

尚节约 、 合理消费 、 适度消费等可持续消费理念, 用节

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消费理念引导消费方式的

生态化变革, 逐步形成符合生态文明时代需要的新型的

健康文明消费模式———生态消费模式。与此同时我们也

注意到, 消费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 消费是生产的目的

同时也是再生产的起点, 消费需求增长对于生产的拉动

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 我们应倡导适度健康消费。

这里所谓节约型的消费模式重点导向的应该是我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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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资源的消费。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全球范围绿色

化浪潮兴起不能不说是人类关于生态意识的自觉醒悟,

表现在现代 “商品—经济” 中生态含量的日益增强, 现

代 “企业—技术” 中绿色导向的日趋强劲和现代 “产

业—经贸” 中生态价值的日渐加强等, 凸显生态文明的

时代导向。①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

的成就, 中国的迅速崛起正在成为全球关注焦点之一。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 党中央高瞻远瞩, 在明确提出科学

发展观, 以及发展循环经济 、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 建设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等一系列方针政策, 又从

科学发展观的高度, 进一步把建设生态文明确定为我国

发展目标之一, 并提出到 2020 年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

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 、 增长方式 、 消费模式和

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的具体要求。要建设好

生态文明, 应该而且必须转变不合理的消费模式, 构建

可持续生态消费模式。

四 、 生态消费模式之选择

自党的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以来, 国内

学界已对此进行多维度 、 多层次研究, 而消费模式理论

研究就显得更加迫切。与生态文明建设相适应, 学者普

遍提倡选择生态消费模式。

在人类各种消费中, 生态消费是人们最基本 、 最

普遍 、 也是最重要的消费形式之一 。它深度体现人与

自然生态环境有序协调与和谐发展的内在深层逻辑关

联 。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消费已非狭义纯生态学概念,

而应是建立在 “ 人—自然—社会” 和谐统一基础上的

一种更高层次 、 更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现代消费模

式 。生态消费对人类消费方式提出的基本限度, 是对

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系统的利用及其消费应该而且必

须控制在其有序运作和自我恢复 、 有机清除和自我净

化与有效承载和自我循环所允许的范围内! 换言之,

生态消费应该而且必须符合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平衡的

时代要求, 并有助于建立消费者身心健康的一种状态

积极 、 调控自觉和规模适度的现代消费模式 。它所力

主倡导的消费观念 、 结构和模式不仅有利于自然资源

的合理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增殖 , 而且体现人们良

好的生态文明素质和较高层次的精神文化内涵 。这

就要求人们深入探索和通晓生态环境的演变规律 ,

在认识其结构与功能, 维护其生产能力 、 恢复能力 、

循环能力和补偿能力的前提条件下 , 积极培育并不

断引领生态消费行为规范 , 自觉开创并持续提升生

态文明建设格局 。

第一 , 生态消费为我们全面深刻地把握消费的实

质提供了科学视角。消费的真正意义在于满足人的基

本需要。现代社会消费至上的价值倾向则把消费者引

向欲望的满足和物的崇拜, 让人陷入了消费的异化 ,

忘却了人类追求幸福的初始目的 , 不断诱发和催化人

们膨胀的物质欲求, 人类已经为此付出了巨大而惨重

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代价。我们认为, 正是由于人

们对物欲无限度的放纵和追求, 不顾一切疯狂地攫取

自然资源, 并且肆意加以挥霍浪费, 才导致了当今世

界人类所面临的能源环境危机。美国学者唐纳德· 沃

斯特 1997 年在为其 《自然的经济体系》 所撰写的中文

版序言中指出:“对于下个世纪的世界来说, 没有比人

类同自然界的剩余部分的关系更为重要的了。 没有什

么事比改善这种关系更能影响人类幸福了。” ② 这就需

要 “发展一种使用物质资源的新道德, 这应导致产生一

种与正在到来的匮乏时代相适应的生活方式。这要求有

一种新的生产技术, 其基础在于最低限度地使用资源,

同时生产寿命长的产品, 而不是建立在最大限度生产量

的生产制。人们应当以节约和积储为荣 , 而不是以花钱

和弃旧为荣。” ③

第二, 生态消费符合人与自然关系的本来法则。从

传统消费活动到生态消费活动的改变是我们将人与自然

的关系当成了人类消费行为的基础。生态消费客观上要

求人类的消费活动和经济活动应该而且必须在生态伦理

的基础上有序运行。传统的消费方式已经使地球生态环

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全球变暖到物种灭绝, 消费者

都应对地球的不幸承担巨大的责任。生态消费价值观将

生态伦理高度统一在人类消费活动中, 重新恢复人与自

然的内在本真关系, 其目的在于直指未来, 从而在更为

合理的层面上规范人与自然的本真关系。对于整个自然

与人类而言, 科学的发展并不只是意味着人类掌握了一

个单纯的工具。我们还有更多责任去理解人—科学—自

然之间的复杂关系。 18世纪以来 , 我们将一切都生硬地

绑定在 “机械的链条” 上加以认识, 自然失去其丰富内

涵和色彩, 重新构造科学的自然观特别是和谐的生态观

才是我们处理好一切的基础。值得欣慰的是, 我们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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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了科学对人类发出的 “严肃的警告” 。 人与自然

的关系微妙而复杂。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 当我们把一

个最小的小卵石投入到有机生命的海洋中时, 我们在和

谐的自然中所造成的干扰范围有多大。①

第三, 生态消费作为一种全新的消费模式, 它的提

出意味着良好的生态对于人类消费活动具有基础性意义

和根本性价值, 意味着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状况直接决定

人类消费活动的运行状况。人类消费活动能否健康 、 永

续进行, 这从根本上取决于人类是否能够正确认识和处

理其自身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类永远都是地球生态系

统中的一员, 良好的生态是人类消费活动乃至人类生存

和发展的最为根本的依托。人类消费活动的正常开展是

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为前提和基础的。这就需要如艾

伦在 《多少算够》 最后一章所指出的那样, 联系人类和

自然王国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消费者的手中, 为此特

别需要艾伦倡导的持久的文化运动了。而所谓满足持久

文化的社会, 就是一个量入为出的社会;在友谊 、 家庭

和有意义的工作之网中寻求充实的社会;也就是提取地

球资源的利息而非本金的社会。②

总之, 地球已无力承受人类的错误, 任何对有限资

源的疯狂掠夺都如饮鸩止渴。我国国情也不允许我们继

续传统消费模式。我们必须认识到生态消费并不是反对

消费, 我们不是禁欲主义者, 不反对随着经济发展提高

消费水平, 但要反对一味迎合消费欲望的挥霍和浪费。

生态消费倡导摒弃享乐主义的消费观。须知满足人们真

正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改善生态环境, 提高人民生活质

量是它的题中之义。在我看来, 消费问题是自然资源和

生态环境问题的核心问题, 资源环境的合理分配与适度

消费, 涉及代内与代际两个重要维度和层面, 当代人类

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问题是资源占有与消费的代内不公

平。③消费也是我们社会生活的重心, 2008 年以来我们

已经深切感受到由于投资消费问题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

对人类社会生活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我国为应对危机已

再次启动扩大内需方针, 由此经济危机时期的消费有着

特别的意义, 而引导人们理性的消费更加依赖于我们建

立健康合理的生态消费模式, 生态消费势在必行。因为

“人类各种已知的宗教和哲学都认为获得幸福不能靠无

限的物质需求” 。④艾伦·杜宁以宗教为切入点总结不同

区域的文化中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对于简单生活的

认识。⑤而在我看来, 这应该成为生态文明时代消费模

式生态化转型的最为基本的时代本质要求和内在价值

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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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ption Pattern Transformation:The Important Path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Bao Qing de

Abstract:Constructing a consumption pattern, w hich save s resource and pro tec ts ecolog ical environment, is

one of three co rr esponding path o f industrial structur e adjustment and development mod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co lo gical civiliza tion construction.To build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co lo gical transfo rmation of

consumption pattern is no t only an impo rtant dimension and approach to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ut also the

ultimate suppo r t.Therefo re, in order to deepen rela ted research of the eco lo gical consumption mode transfor-

mation, this paper examined the past consum ption pattern change s, the drawbacks of curr ent consumption

pattern and ecological consum ption pa tte rn choice s fr om the eco lo gical philo sophy dimension.

Key words:eco log ical philosophy dimension;eco lo gical civiliza tion construction;consumption pa tte rn trans-

formation;ecological consumption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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