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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的由来与实质(一) 
 

主讲人   钱易  
 

  主讲人名片 
  钱易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委员会委员、副

主任，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联合 实验室主任，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委员，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副主席，国际科学组织联合会理事会总务委员会委员，全国 高等学校环境

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等职，清华大学第九届学术委员会主任。我国著名环境工程专家，

我校倡导“绿色大 学”建设第一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推动者，已致力于环保研究 50 余

年，为中国环保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党的十八大再一次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并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

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这是在对我国当前经

济社会发展及生态环境形势全面分析的基础上作出的英明决策，既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更符合

我国国情，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改善人民生活、保护地球生态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 
  工业革命带来的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 
  工业革命使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个人都深有体会。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类具

备了前所未有的能力，创造了大量新产品，极大地丰富了物质生活，彻底改变了人们的衣、食、

住、行。 
  但与此同时，工业革命也带来了很多问题，造成了很多矛盾。主要问题是它消耗了大量自然

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破坏了自然生态系统，威胁着人类及其子孙的生存和地球的命运。 
  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包括水、土地、能源、矿产资源等。随着人口的剧

烈膨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世界各国都面临着资源短缺的巨大压力。能源的使用与全

球气候变化直接相关，因此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我国由于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拥有量

小于世界平均人均拥有量，水和耕地面积的人均拥有量都因人口增长连续下降，很多矿产资源，

包括油气能源的储量都不足，不得不依赖进口，已成为保障人民生活和可持续发展的一大瓶颈。 
  天然生态系统是指土地、河流、湖泊、海洋、森林、草原、湿地等人和其他生物生存的地方。

生态系统是支持人类和其他生物生命的系统，具有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传递信息的功能，没有

健康的生态系 统，就不能保证人和生物健康 的生长。地球人口的膨胀和快 速的工业化、城市

化对天然生 态系统造成了很大破坏，具体 表现为耕地面积减少、质量下 降，土壤退化，森林

面积锐减、结构简单化，草地湿地面积减 小、功能减退等方面，其中一 大恶果是地球上已有数

百万 种生物灭亡，更有很多品种正 濒临灭亡，地球的生物多样性 正在不断减少。如果这种趋

势 不加以控制，显然人类不会是 最后一个从地球上消失的物 种。中国生态系统破坏形势十 分
严峻，遍布不同地区，涉及 各种生态系统，必须引起高度 关注。 
  环境污染包括发生在我 们身边的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和酸雨等问 题，还有

全球性环境问题，比 如生物多样性丧失、臭氧层损 耗、全球气候变化、以及最近 10 年来得到

关注的持久性有 机物污染等。上世纪五十年代 以来，世界工业发达国家就开 始发现严重的环

境污染对人 类健康造成了严重危害，如著 名的水俣病、痛痛病都是重金 属污染造成的，伦敦

烟雾和洛 杉矶光化学烟雾也吸引了世 人的眼光。 
  如今，持久性污染物致 癌、致畸、致突变的危害更是 人类健康的极大威胁。大量 能源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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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造成的温室气体排 放已使全球气候发生了不可 逆转的变暖趋势，其带来的 海平面上升将使

亿万地球人 面临灭顶之灾，还会对人类 的生命健康和正常生活造成 无法挽回的伤害和影响。 
  我国在短短 30 多年的时 间里走过了工业发达国家 100 年~200 年的工业化历程，先是 只注

意发展，不注意环境；后 是边发展，边注意环境，但还 是以末端治理为主，治理跟不 上污染，

而且还是唯 GDP 至 上。如今，我国成为世界 GDP 第二大国，但同时也成了环境 污染大国，

新旧问题加在一起 形成了复合污染，情势更加严 重：江、河、湖、海、地下水等各 种水体都

受到了不同程度的 污染；雾霾天气面积扩大、时 间不断延长；土壤污染已影响 到食品安全；

垃圾包围城市现 象处处皆是……从政府、专业 队伍到广大人民，都在努力解 决这些问题，但

环境质量远未 达到标准，污染事故还是连绵 不断，离保障人民健康、促进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仍有很远 的距离。 
  工业发展带来的资源、生 态和环境问题，是人类在欢庆 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飞速发 展所

带来的好生活时，受到的“当头一棒”。它使人类惊醒，激发了人类的思考，经过长 期、反复的

争论和研究，终于 催生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生 态文明的诞生。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诞生和意义 
  人类面临日益严重的生态 环境问题，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 起就开始进行了严肃的思考，其

中有代表性的大事有：1962 年美国学者蕾切尔·卡逊的著 作《寂静的春天》、1972 年罗马 俱乐

部发表的研究报告《增长 的极限》、1972 年联合国召开“人类与环境大会”、1987 年世 界资源

和环境委员会发表的研 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 会”和 2002
年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高峰会议”等。这正巧是“三本书”和“三次会”。 
  蕾切尔·卡逊注意到了化 学农药的使用对农村产生的影 响，虽然化学农药减轻了病虫 害，

保障了农作物的丰收，但化 学农药造成的污染危害了人和 生物的健康甚至生命，她在书 里写

道：“神秘莫测的疾病袭击 了成群的小鸟,牛羊病倒和死 亡，不仅在成人中,而且在孩子 们中也

出现了突然的、不可解 释的死亡现象”；“一种奇怪的 寂静笼罩了这个地方,这儿的 清晨曾经荡

漾着鸟鸣的声浪,而现在只有一片寂静覆盖着田野、树木和沼泽”。她还十分敏锐地觉察到，这不

仅是农药的问题，更关系到经济发展模式，她说：“我们长期以来行驶的道路，容易被人 误认为

是一条可以高速前进的 平坦、舒适的超级公路，但实际 上，这条路的终点却潜伏着灾 难，而

另外的道路则为我们提 供了保护地球的最后的和唯一 的机会。” 
  《寂静的春天》问世以后，受到了以美国化工界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为中心的社会 力
量的谩骂和抨击。但它也唤 醒了不少人，当时的美国总统 肯尼迪就十分重视，曾指示对 化学

农药造成的健康危害进行 调查，并在政府层面发布了相 关规定。 
  受到《寂静的春天》的影 响，来自 10 个国家的 30 位科 学家、教育家、经济学家和实业 家
于 1968 年成立了“罗马俱乐 部”，他们在一起关注、探讨人 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在 1972 年 发
布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中，他们提出：“地球的支撑力 将会由于人口增长、粮食短缺、资

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等因素在 某个时期达到极限，使经济发 生不可控制的衰退；为了避免 超越

地球资源极限而导致的世 界崩溃，最好的方法是限制增 长。”（本文根据钱易院士 2015 年 3 月 1
日在“生态文明十五 讲”课程中所讲授内容录音编 辑整理，部分内容节选自该课 程配套教材

《生态文明十五讲》（科学出版社）。“生态文明十五 讲”课程是我校 2015 年开设的 一门面向本

科学生的通识教育 课程。课程采取大班讲座与小班 研讨相结合的方式，大班讲座由 我校在各

领域长期开展生态文 明研究和实践的 4 位院士和 10 位教授从不同领域和角度分析 生态文明建

设的有效途径和创 新方向；小班课程则致力于从学 生的兴趣点出发，通过团队合 作、相互挑

战的方式策划开展 生态文明实践和创新。该课程 由我校相关院系、绿色大学办 公室、国家大

学生文化素质教 育基地和教务处联合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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