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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新时代发展的辩证法

姚立新

【提 要 】 在生 态文 明新时代条件下 ， 处理好发展权利 与生 态 义务 、 可持续发展与跨越

发展 、 生产 与 消 费之间 的相互关 系是非 常重要的 ， 这是保证较快的发展速度 、 保持良好的生

态环境的重要条件 ， 这三方面之 间 的相互 关 系 是生态文明新时代发展辩证法的 重要内容 ， 关

系到我们选择什 么样的发展方式 、 方法 、 手段等问题 ， 也是发展的道路 、 动力 、 伦理等 问题 。

【关键词 】 生态 文明新时代 生态责任 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 〕
Ａ８ １

〔文献标识码 〕
Ａ

〔文章编号 〕
１０ ００

—

２９ ５２（ ２０ １ ６ ）０２— ００ ２ １
—

０ ６

党的 十八大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 都不能单独存在 ，
两者密不 可分 。 若将两者分

要求将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建设融入到经济 、 政开割裂 ， 这在实践上是不可行的 ， 在理论上是

治 、 文化 、 社会生活 的各方 面和全过程 中去 ， 矛盾的 ， 在道义上也是浅薄 的 。 发展是一个 国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就生态文 明建设作出 了家 、

一

个社会的基本权利 ， 保护生态环境也是

全面部署 ， 这既要保证有较快的 发展速度 ，
也

一个 国家 、

一个社会的基本义务 。 但在现实社

要保持有 良好的 生态环境 。 由此 ， 加快发展与会实践中 ， 有些国家与地区却没有很好地将这

生态保护成为各个地方政府执政理念中 的两个
一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统

一

起来 ，

一

味只顾加

必然选择 。 因此 ， 正确处理好发展权利与生态 快发展 ， 而忽视 了承担基本的生态义务 ；

一味

义务 、 可持续发 展与跨越发展 、 生产与 消费之只考虑到当前 的发展 ， 而没有考虑到今后以及

间 的相互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 这对保持较快发 更远的发展 。 这样的后果必然是使生态环境受

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具有重要作用 。

“

当我们对 到威胁甚
＾
是受到破坏 ， 导致

一

系列恶果 ， 比

经典作家 的原著进行深人研究后会发现 ， 虽然
如 ： 环境污染

二
资源枯竭 、

生态恶化等等 ， 极

其著作中没有哪部著作或章节 ， 甚至完整的段

落专门和雜地论胜态晒 ， 也没有使腿
‘

生态
，

这
一

词语 ， 但是 ， 马克思恩格斯 已把人
权利 、 ａ 由 、

卞
性
２
断展现的过

Ｊ
， 这

与人的关Ｍ人与 自腿絲誠 Ｊ１人雛会

自 由 、 个性没有节制地张扬 ， 这无异于使人类

―

、 把握好发展权利与生态自 杀 ， 这是十分可 怕 的 。 若任 由 发展的权利 、

义务之间的关系


① 魏连 ： 《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主旨探究 》 ， 《 中国社会科学院

权利与义务是一个矛盾体 ， 任何一个方面研究生院学报 》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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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由 、 个性无节制地膨胀 ， 那会导致
一

系列恶某些地方与群体消耗过多生态资源 ， 享有过多

果 ， 比如 ： 能源紧缺 、 空气质量下降 、 生 存环生态权益 ， 以换取高速发展 ， 以 致造成生态破

境恶化等情况将会发生 。 因 此 ， 统
一

好发展的坏 、 生态失衡 、

“

公地悲剧
”

之类 的问题 。 利润

基本权利与生态保护 的基本义务是非常重要的 ， 留给了 自 己 ， 本地方和本群体的经济得到 了发

这样有利 于人们处理好人类与 自 然 、 地 区与地展
； 污染却留 给了 大家 ， 生态整体的非经济性

区 、 当前与今后之间在发展权利与生态义务方却得到了发展 ， 这样 ， 势必造成经济社会发展

面的辩证关系 。与生态环境保护两者之间的尖锐对立甚至对抗 。

工业革命 以来 ， 自然被人类野蛮地开发和这些表明 ， 某些地方剥夺了 别的地方的生态权

利用 ， 自 然则 以气候 变暖 、 冰川融化 、 海啸 、 利 ， 某些群体剥夺 了 别 的群体 的生态权利 ， 在

酸雨 、 雾霾等方式对人类进行报复 。 恩格斯早 生态权利上体现了人对人的剥夺 。

就告诫人类 ：

“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由 于地 区发展不平衡 ， 各地发展的程度与

自然界的胜利 。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 自 然 阶段是有差异的 ， 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在行使

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

”① 人类社会生 活表 明 ，
发展权利 与承担生 态义务方面存在着相 当大 的

人类社会若对 自 然无节制地行使权利 ， 自 然也 差别 ， 存在着不平衡等问题 。 由 于资本相对充

将会行使它
“

回馈
，，

人类社会的权利 。 人类社会 足 、 技术相对先进 ， 发达地 区在发展中 消耗 了

只有在行使发展的基本权利时 ， 同时也承担起
相对多的资源 ， 而欠发达地 区则相反 。 欠发达

保护生态环境的基本义务 ， 人类社会与 自 然环
地区 由 于资本 、 技术 、 人才 、 观念 、 体制 等方

境才能保持和谐 。滞 ＆

因此 ， 人类社会与 自 然的关系是对立
承受很

的 ， 人类在行使对 自 然 的权利 时 ， 也要对 自 然
大压力 ， 稍有不慎 ’ 雜给 本地生态环境 造成

承担责任 。 生态环境是－个整体 ， 某个地方或
破坏 。 加 上欠发 达地区本 身 由 于资金 、 技术 、

某些群体若使生态破坏 、 錢 ，
４态环境平衡

人才＿不足 ’ 在生态修复 、 治理 、 保护 上也

的整体性就不复存在 了 ， 其他地方与群体的生
缺乏雄厚实力 ， 往往出 现力 不从心 的局 面 。 同

态权利就会受 到侵害 。 地賴于全人类共有 ，

时 ， 当代 国与 国 、 躯与地区之间 生产要素的

生态资源具有公共性 ， 应造福全体人民 ， 醜 ，

度加快 ’ 产业转移更是 如此 ’ 发达 国 ＃

我们要统－艘贿利与 生态义务 ， 錢公共
欠发細雜脈■产业势头剧增 。

伦理 ， 抛弃只顾本地发展的本位伦理。
。 个％

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追求 内含着公平 ， 么
、

地区甚
？上

接就

＝＝＝
“

污染
，，

也随之转移出Ｕ是碰３甚至

口＿是
—

种犯罪行为 。 我酿加速发展西部欠发达

而

人

，ｆ
躯的时候 ，

一

定 不能 只顾投资发展 ， 把发展
Ａ在 ＂ 方面 ’

＝ 的好处留 给东 中部 ， 而把发展所 引起的 比如 生
在生心权利方面 ， 只有这样 ， 人为本

綱境恶化等
—

系列问题留给西部欠发达地区 。

峨政理
＾
才会系统而全面地贯彻落 我们

因此 ， 从国家层面来考虑 ， 东 中 部发达地区对

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臟生态环境保
的公平与不公平问题 ， 但生态权益分配上的公
平与不公平则不能以此来雛。 在头际生活 中 ，

①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４ 卷
，
人 民出版社 １９ ９ ５ 年 版 ， 第

人们在生态权益上的享有存在着相当大 的差别 。３ ８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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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要承担更多的生态义务 。生态责任两者相互关系方面 ， 社会主义 的价值

生态环境如果受到破坏 ， 其修复是 比较困理念 、 制 度优势 、 精神境界具有 明 显的 优势 ，

难的甚至是不能修复 的 ， 有些资源也是不可再社会主义在均衡地区与地区之间 、 代与代之间

生的 。 因此 ， 当代人在发展中要考虑到生态与发展权利与生态责任方面将会为人类文 明做出

资源的压力 ， 在此范围 内谋求发展 ， 否则 ，

“

寂比资本主义更大的贡献 。

“

生态问题并非不可消

静的春天
”

的悲剧就将会降临到后代人的身上 ， 除 ， 只要人类限制和 消除资本逐利性 、 与资本

我们当代人不能为了今天的发展而损害后代人利润原则相决裂 ， 就能建立起人与人 、 人与 自

生存发展的权利 ， 当代人和后代人在生态权利然之间健康合理的物质变换 ， 以及人与人 、 人

上是平等的 ， 我们 当代人不能剥夺后代人的生与 自然之间的真正和谐关系 。

”
？

态权利 ， 不能在生态权利上对后代人不公正 。

，

先人 、 当代 人 、 后人 是不 同 时期 的相 同
—、 把握

￥
可持

，
发展与跨越

“

类
， ，

的 出 现 ， 人类是作 为
“

类
，，

的存 在 ， 在发展之间 的关系

“

类
”

的形成 、 演化过程中 ， 整个人类是属于同运动 、 变化 、 发展有质变 、 量变之分 ， 这
一组合 的 ， 人类 只是不 同 时期 出现的 相 同 的

是哲学上的一个永恒主题 ，
也是整个世界包括

“

类
”

而已 。 今人是
“

據的
”

类 ’ 后人是必将 細人类社会贿棚 客娜实 ， 是客观存在 。

“

出场的Ｕ細别 、 顏 、 种膽臟丨
撤 ， 細卿把跨織獅可雜发歸作

生时间 上的差别外 ， 我们人类 ， 无论是先人 、

是
“

质变
， ，

和
“

量变
， ，

两种类型 的发展方式 ，

当代人 、 后人均是相 同 的
“

类
”

。 人类相互之 Ｉ

、

司
跨越发展类似于

“

质变
，，

发展方式 ， 可持续发
平等不仅体现在 同

－

时代 的人们之间 ， 同 时ｍ麟似于
“

量变
， ，

发展方式 。
可持续发展是跨

体现在不同时代人们之间 ， 这是人之所 以 为Ａ越发翻条件和基础 ，
没有

“

量变
，，

积累何来

的地方 ， 更是人类文明 闪光之点 。 生存发展权 “

质变
，，

发生 ； 跨越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结果和

利 、 生态权利要在ｍ 巾保护 、 传承 。

必然 ， 没有质的 飞跃何来量的突破 。 可持续发
我们当代人要ｍ人那样保护好生态环境 ’ 让

臟到一定量 的程度 ， 就会形成实行跨越发展

臟件与細 ， 可持续发腿需要—定程麵
对待我们％样对待后人 享有发展权利时 ’

跨越发展 ， 这样可持续发财能升华 ， 而不会

停滞 、 僵化 。 社会主义是
一个经常要变革的社

生态环境属于我们 ， 也属于后人。 如果我
纟 ， 如果

一

个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 、 体制
们破坏 了生态环境 ， 就等于是损害了后人的＆

机制不进行改革变化 ， 那是会停滞不前 的 ， 会

Ｂ 了 ＭｆＯ

被历史的洪流所淘汰 的 ， 苏联模式就是我们社

会主义国家贿车之鉴 。 跨越发展必然会带来
＿球来说是十分可怕 的 。

—个地区的发＿女口产业升级 、 资产重组 、 社会流动性增大 社

会发展复杂性 因素增多 、 人们思想观念的 巨大
完全合理的公平 、 正义以雜会关系贿

冲击等情膽发生 ， 義发展会雜会
一

定的
奸 自 ＾卩＃±１

震荡 ， 但是 ， 顧发展是保证可雜发展升华

ｗ方式与手段 ， 以在新的条件与基础上继续新
主义

“

先发展 、 后治理
”

的发展老路 ， 社会主
义在保护 、 发展生态权利方面应该比资本主义

① 魏连 ：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主旨探究 》 ， 《 中国社会科学院

做得更好 、 更完美 。 在对待 、 处理发展权利 与研究生院学报 》 ２０ １４ 年第 ３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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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持续发展 。 在生态文明新时代 ， 认识到这标 ， 可持续发展才是跨越发展 的先决条件与基

点 ， 对于欠发达 国家与地区如何选择发展道路 、 本前提。 这样 ， 跨越发展才是真正有效的跨越 ，

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否则 ， 跨越发展难 以实现 ， 没有客观的 自然与

我国到 ２０２０ 年要基本实现工业化 ， 到 ２０５０社会条件等力量支撑的跨越发展 只能是短期 的 ，

年要基本实现现代化 ， 我 国的现代化事业还处稍有不慎就会形成
“

盲 目 冒进
”

的态势 。 这样

于中期发展阶段 ， 这个阶段一般重化工业 占了的跨越是不可持续的 ， 只能是
“

昙花
一

现
”

， 甚
一

定 比重 。 因此 ， 我 国选择可持续发展与 跨越至导致
“

发展倒退
”

。 这点对于我国这种追赶型

发展两种道路 、 方式都非常重要 。

“

发展是硬道现代化建设的国家特别是西部欠发达省份地区

理
”

、

“

在发展 中解决问题
”

，

？ 这些论断是中来说 ， 要特别注意 。 因为 我 国相对西方发达 国

肯的 。家来说 ， 发展愿望是十分强烈的 ； 我 国 西部欠

西方很 多发达国 家已 经完成 了现代化 ， 进发达地区相对于东 中部地区来说 ， 发展愿望也

人后现代化时代 ， 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仍然是在是十分强烈 的 ， 这就不可避免地会 出现跨越发

西方发达 国家主导下进行的 ， 在这样的时代背展与可持续发展方式的艰难选择 。

景下 ， 我国只能选择跨越发展方式 ， 不断推动欠发达地区有强烈发展愿望对发展是十分

经济社会发展几年能上一个台 阶 ， 迎头赶上甚有利 的 ， 选择跨越发展道路与方式更应考虑到

至超过西方发达 国家 ， 实现我 国的复兴 、 振兴 ， 实现跨越的条件 、 因 素及结果 ， 在全球生态 、

走 向繁荣富强 ， 实现我们 中 国人的梦想 。 否则 ， 资源 、 人 口等严峻形势下 ， 我 国 相对落后的地

我们将难以发展甚至生存都会受 到挑战 。 我国区应处理好可 持续发展与跨越发展两种 方式 、

西部欠发达众多省份 ， 在各方面条件上 ， 都不手段 ， 交替采用两种方式与 手段 。 不能奉行粗

如东中部省份这些年发展迅速 ， 存在不少
“

短放式的发展方式 ， 而 片面追求跨越式发展 ， 而

板
”

， 西部欠发达众多省份面临加快发展与生态应以科技 、 人才 、 创新为支撑 ， 进行产业结构

保护的双重压力 。 比如贵 阳市作为贵州 省会城转型升级 ， 走内涵式跨越发展道路 。
只有这样 ，

市 ， 要作 为全省经 济社会发展 的
“

火 车 头
”

、 欠发达地 区才能在生态文 明新时代 ， 发展与生
“

发动机
”

， 加快发展与生态保护的任务更加艰态两条红线都能守住 ， 做到发展与生态的双赢 ，

巨 。 在这样的条件下 ， 我们只能选择跨越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 ， 发展效益与生态

道路与发展方式 。环境 良性互动的局面 。

西部欠发达众多省 份和全球 、 全 国
一样 ，

＿％＼％

经过多年的发展 ， 同样面临生态 、 资源 、 人 口三、 把握好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

等严峻形势 。 因此 ’ 我们在选择＿发展方￥細来说 ， 生产与 消费是相互联 系 、 相互

的同 时 ，
也要考虑到生态 、 资源 、 人 口 等方面

作用的 ， 生产起决定作用 ， ？肖费对生产具有反

作用 。 与此同 时 ，
生产与 消麵者互为媒介 ，

每一方表现为 另
一

方的条件与手段 。 生产出 消

細产品 、 服务 以及条件与手段 、 方式与方法
越发展给经济社会带来不少欠帐 ’ 这是经验＃

等 ， 因此 ， 消费是由生产创造 出細 ，
生产 内

ｉ 若长期 地选择跨越发展方式 使资源 、

含着消费 。 同 时 ， 生产的新需求 、 新动力 、 新
能源及生态难以承受 ， 以至可能会使原本取得



的发展成就付出沉重的代价而得不偿失 。

①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 （上 ）
， 人民出版社 １ ９ ９ ６ 年版 ，

因此 ， 可持续发展才是我们终极追求的 目第 ５ ６ 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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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等也是 由 消 费 提供 的 ， 因此 ， 没有消费 ， 是内需 、 出 口 和投资 ， 其中 内需主要是扩大消

生产也就失去 了 前提条件与 内在要素 。 另外 ，费 ， 让更多的人消费更多 的产品及服务 。 在生

生产行为要持续地再进行 ， 就必须使生产主体态文明新时代 ， 通过扩大 内 需促进发展 ， 我们

的再生产也要持续地再进行 ， 消费使生产主体所需要的
“

内需
”

是一种文 明 的 、 理性 的 、 适

的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 ， 并产生出生产者的新度的消费需求 ， 而不是相反 。 因此 ， 我们在刺

需要 。 因此 ，

“

没有生产 ， 就没有消费
”

，

“

如果激消费时 ， 也要引导人们走生态 化消 费方式 ，

没有消费 ， 生产就没有 目 的 。

”① 由此可见 ， 生树立起生态 消费理念 ， 充分考虑到资源 、 能源

产与消费是相互联系 、 相互作用的 ， 两者在推及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 。 不文明 、 不理性 、 不适

动生产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度的消费方式及观念来源于多种因素 ， 但主要是

在生态文明新时代 ， 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来源于生产方式及观念的不文明 、 不理性 、 不适

的变革能相互促进 ， 两者之间 的协调才能促使度 ， 这些生产方式及观念均多是掠夺式的 、 疯狂

发展健康地 、 稳定地 向前进行下去 。 消 费对生而野蛮的 ， 因此 ， 我们要对生产方式进行变革 ，

产的作用有两种情形 ， 既包含正作用 ， 也 即积引导消费方式逐步走向理性的消费方式 。

极的促进作用 ；
也包含负作用 ， 也即消 极的阻在生态 文明新时代 ， 发挥好资本的积极作

碍作用 。 因此 ， 消 费的方式如何对生产反作用用是非常重 要的 。 资本的本性是不变 的 ， 它始

也就不同 ， 有时可能起促进作用 ， 有时可能起终以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为 己 任 ， 而人们消费

阻碍作用 。

一

定 的资源 、 能源和环境等要素与条的扩大及多样化又是增加剩余价值的重要方面。

件是进行消费 的基本前提 ， 因此 ， 消费时首先资本要实现 自 己的 目标 ，

“

第一 ， 要求在量上扩

要考虑到资源 、 能源和环境等要素 与条件 的承大现有的消 费 ； 第二
， 要求把现有的 消 费推广

载能力 ， 这样的 消费才是文 明 、 健康 、 积极 、 到更大的范 围来造成新的需要 ； 第三 ， 要求生

合理的消费 ， 也是具有道德责任 的消费 。 当前产出新的需要 ， 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 。

” ？

社会上有 不少消 费 行为 、 方式 、 观念 ， 比如 ：因此 ， 资源 、 能源及生态环境只有不 断被开发 、

讲排场盛行 、 浪费成风等 ， 这些消费方式是与被利用 ， 新的物品 即商品才能不断被制造出来 。

生态文 明 建设相左 的 。 这 些 消 费 主体宁愿做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的 消费被 刺激 、 被扩大 ，

“

信用卡的奴隶
”

，
也不愿文 明消费 、 理性消费 ， 进而产生出众多消费亮点 ， 甚至出现一些不文

他们的消费价值观、 人生观就是
“

更多 、 更快 、 明 、 不理性 、 不适度的 消费现象 ， 比如 ： 奢侈

更贵就是更好的
”

、

“

我买故我在
”

， 他们迷恋什消费 、 炫富消费 、 讲排场消费 、 掠夺式消费等 ，

么丰盛、 昂贵 、 时尚之类的消费方式 。 这些消这样更多剩余价值才能被资本所获得 ， 从而实

费方式从不考虑到资源 、 能源与环境方面 的限现资本的本性 目 的 。 因而 ， 资源 、 能源及生态

度与压力 ， 必然导致这些消费方式依赖于一种环境等就成为资本保值 、 增值的手段与原料。

掠夺式的 、 极其野蛮的生产方式 ， 而这样的生对资本而言 ， 它们本身不再具有什么
“

内 在价

产方式必然是 以资源的巨大浪费 、 环境 的 巨大值
”

， 只有成为实现资本本性的 目的时 ， 它们才

破坏 、 生态环境 的污染甚至退 化 、 恶化为 代似乎具有
“

价值
”

。 由此可知 ， 资本主义生产方

价的 。式与生态文 明建设具有 内在矛盾 ， 在资本主义

在生态文明新时代 ， 我们要加快发展 ， 同

时又要保护好生态 ， 就必须大力提倡文明消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第 ２ 卷 ，
人民出版社 １娜年版 ， 第 ９

理性消费 、 适度消 费等生态 消费方式与 观念 。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 第 ８ 卷 ， 人 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 第

众所周 知 ， 推动我 国经济发展的
“

三驾 马车
”
８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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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条件下 ， 整个 自 然界不可 能会受到公正 、 们也要克服其给人类社会 、 给生态环境带来的

文明的对待 ， 诚如马克思在 《论犹太人问题 》 中消极作用 ， 比如 ： 核燃料污染 、 化工污染 、 太

指出的那样 ：

“

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空垃圾等对人类社会及生态环境 的影响 。 在生

的 自然观 ， 是对 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态文明新时代 ， 我们必须进行科技创新 ， 大力

贬低 。

”①发展生态化的科学技术 ， 发展低碳经济 、 绿色

十一届 三中全会 以来 ， 我 国 社会主义建设经济 ，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

事业取得 了举世瞩 目 的成就 ， 在这个时期的 发总之 ， 科 学把握好发展权利 与生 态义务 、

展过程中 ， 资本是 比较活跃的 生产要素之一 ， 可持续发展与跨越发展 、 生产与消 费这三方面

我们不仅通过改革大力发展非公经济 ， 壮大 了之间的相互关系涉及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发展伦
私有资本 ， 而且通过开放 引进了大量 国外资本 。 理 、 方式 、 动力等 问题 ， 而这些 问题是我们需

因此 ， 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 ， 在生态文明新时要什么样的发展辩证法的重要 内容 ， 科学处理

代 ， 加快发展过程中 ， 我们要坚决防止
“

资本好以上三方面的相互关系 ， 在生态文明新时代 ，

崇拜症
”

， 科学认识资本的本性与生态环境之间我们才能更好地坚守发展与生态两条红线 ， 实

的相互关系 ， 克服资本本性的扩 张可能对生态现加快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贏战略 。

环境的不利作用 ， 发挥资本的积极方面 ， 同时

对资本进行引 导 、 管理 、 监督 ， 把其消极方面本文作者 ： 中 共贵 阳 市委党 校副 教授 ， 中

限制 、 约束到合理的限度内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马研 系 ２０１ ２ 届 法

在当今时代条件下 ， 科学技术与社会全面学博士

发展的关系 日 益 紧密 ， 诚如邓 小平同 志所言 ：责任编辑 ： 周 勤勤
“

科学技术是第
一生产力

”

，
？其也成为最活跃的

生产要素之
一

。 在生态文 明新时代 ， 加快发展

过程 中 ， 我们也要辩证地把握好科学技术 的作 ０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３ 卷
， 人民 出版社謙 年版 ， 第

用 。 我们要发挥好其解放生产力 、 发展生产力１ ９ ５ 页 。

的积极作用 ， 为社会带来更多财富 ； 同时 ， 我② 《邓小平文选 》 第 ３ 卷
， 人 民出版社 １９ ９ ３ 年版 ， 第 ２ ７ 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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