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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的由来与实质(四) 
 

 钱易  
 

  实践经验表明，建设生态文明是改变发展模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生态文明

建设一定要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我国虽然已经取得一些成绩，但任

务艰巨，困难不少，建设生态文明还处在起步阶段。我们要提倡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

做起。展望未来，前途是光明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美丽中国的梦想，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生态文明建设的多种途径 
  第五个领域是文化教育领域，要加强生态文明的教育，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教育对象不光

是学生，也包括政府官员、企业高管和一般居民。应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包括小学、中学、大

学等各类学校教育，媒体、文艺等社会教育渠道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等。在加强生态文明教育

的过程中，既要继承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也要吸收国外的先进观念。最终的目的是形成热爱生

态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人人有责的社会风尚。 
  第六个领域是法制和管理领域。要加强法制建设，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相关法律；要加强政

策制定和行政管理，特别是应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的考核指标体系，改变唯 GDP 至上的观念和做

法。应该正确认识 GDP 的数量和质量———我们需要的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在关注 GDP
增长速率时，必须分析资源利用率及 GDP 发展对环境的影响。例如建筑物的大拆大建和过量包

装就是只顾 GDP 数量的增长，却造成了最大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是不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

的。很有必要研究并制订衡量生态文明的指标体系，用来作为考核、检查和比较的依据。联合国

组织和各国各类机构曾经作过大量研究，提出了很多指标，但大多还没有得到推广应用。例如生

态足迹（ecologicalfootprint）与生态承载力，是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威廉·里斯于 20 世纪 90 年

代初提出的、用来测度生态可持续发展状况的指标。它从需求方面计算生态足迹的大小，从供给

方面计算生态承载力，并通过对二者的比较，评价研究对象的生态可持续发展状况。生态足迹就

是支撑城市或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生态生产力，以土地面积表示。生态承载力是指一个

区域或城市实际提供给人类的所有生物生产土地面积（包括水域）的总和。从上述定义可见，生

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之比的增加，表明了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太大，是不符合可持续发展

战略的。 
  结语 
  自 1992 年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来，我们已经进行了很多努力，包括先后制订并实施

了一系列法律，如《清洁生产促进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可再生能源促进法》、《循环经济促

进法》等；节能、减排已成为与 GDP 增长同等重要的目标；在一批行业、企业、工业园区以及

城市进行发展生态工业园区和生态城市的示范，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大、中、小学的环境理念教

育有了加强，清华等高校正在为建设绿色大学努力，媒体舆论对环境日益关注，出现了不少公众

参与的动向等。实践经验表明，建设生态文明是改变发展模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

生态文明建设一定要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我国虽然已经取得一些成

绩，但任务艰巨，困难不少，建设生态文明还处在起步阶段。我们要提倡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

从现在做起。展望未来，前途是光明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美丽中国的梦想，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全文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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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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