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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世南生态文明思想研究述评

☉刘红晋

[摘 要 ]方世南教授用三十多年时间致力于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研究袁促进和引领了中国生态文明理
论研究的发展袁其主要贡献包括院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中国化袁较早提出了终止不科学的发展观而走向
科学发展观的观点袁阐述了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语境中的生态权益和生态民主思想袁提出了构建资源节约型尧环境
友好型尧人口均衡型和生态环境健康安全型野四型社会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袁论述了生态经济学尧生态政治学尧生态
文化学等新兴学科的基本原理和主要内容遥 梳理方世南教授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发展脉络袁有
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学者对生态问题的见解袁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对当代中国
绿色发展的重大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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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是随着人与自然关

系紧张而发轫和勃兴的遥因工业文明产生的环境破
坏和生态失衡等问题袁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
的关系袁寻求可持续发展之道遥 在这一寻求过程中
形成的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构建的理论学说袁以
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袁统称为生态文明遥 在
人类的生态文明理论中袁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其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然而袁人们认识和接受马克思的
生态文明研究成果经历了一些曲折袁其中既有否认
马克思具有生态思想的观点袁也有西方的生态马克
思主义学者对其的片面解读和恣意发挥遥与之相对
应的是袁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中国化相比之于其
政治尧经济和军事等思想的中国化起步晚袁步履也
较缓慢遥苏州大学东吴智库首席专家方世南教授是
国内较早进行跨学科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学者袁他
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尧哲学尧政治学尧社会学和管理
学等多种知识背景袁这使他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也相
应具有深厚的学理性尧发散性尧整合性等特点遥 另
外袁 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是方世南教授的特

长袁 他坚持了二十多年对中国 21世纪示范镇要要要
昆山淀山湖镇的绿色发展研究袁推动和促成了德国
生态工程协会对中国人工湿地尧污水治理和海绵城
市建设的工程技术等方面的支持袁在全国各地特别
是在苏州建成了许多世界一流的生态工程遥 因而袁
他对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运作有着多维度

的视角和多方面的学术贡献遥通过系统梳理方教授
三十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袁将有助于我们立足
国情袁理解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和发展脉络遥

一尧推进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化
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遥无论

是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还是实践运作袁理念是行动的
先导袁因此首先要解决指导思想问题遥 在有的人看
来袁以可持续发展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文明思想主要
是西方环境保护主义者和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话

语袁马克思主义对此无甚话语权遥 一些西方学者甚
至认为袁野马克思只有经济危机理论袁 没有生态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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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理论冶袁野只有红色马克思袁没有绿色马克思冶袁野唯
物史观是经济史观冶袁等等遥方世南教授对西方学者
的一些质疑持否定态度遥他在其承担的三个国家哲
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野时代主题与文明多样
性冶渊2002年袁编号院02AKS005冤尧野马克思环境思想与
环境友好型社会研究冶渊2006年袁编号院06AKS001冤尧
野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曳中的生态文明思想研究冶
渊2011年袁编号院11AKS001冤中集中深入地研究了马
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袁揭示了马克思恩格斯
是红绿交融的理论家和革命家袁 他们既有红色思
想袁如主张革命尧暴力尧无产阶级专政尧消灭私有制尧
砸碎旧世界等思想袁又有绿色思想袁如尊重自然尧人
与自然和谐尧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尧循环经济尧呵护
土地尧可持续发展等思想遥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
社会历史观中的最大成果袁它以社会有机体思想尧社
会全面生产理论尧社会整体性解放视野袁将人与自
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紧密地结合起来袁显示
出马克思恩格斯具有红绿交融迷人光辉的本色淤遥
方教授认为袁 马克思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超

越袁包含着对工业文明的反思袁对不可持续发展的
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袁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恩格
斯反思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理论成果遥马克
思恩格斯以绿色发展保障人民环境权益的思想袁是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学说的重要内容遥马克思早期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恩格斯在十八岁写的第

一篇文章 叶伍培河谷来信曳渊又译作 叶乌培河谷来
信曳冤袁 都关注了绿色发展和人民环境权益的问题遥
在马克思的叶资本论曳尧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叶德意
志意识形态曳尧马克思的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曳尧
恩格斯的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曳叶自然辩证法曳等著
作中袁都有内容丰富的批判资本主义非绿色发展导
致各种异化现象以及要以绿色发展保障人民环境

权益的思想遥 其中包括院以绿色发展促进人的自由
而全面发展的理论袁社会有机体通过物质变换新陈
代谢而发展的理论袁社会全面生产理论袁人与自然
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复合系统理论袁绿色生产力和绿
色科技理论袁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合理调节的可持
续发展理论袁 人的双重属性要要要野自然属性与社会
属性冶理论袁人的双重特性要要要野能动性与受动性冶
理论袁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野两大和解冶要要要野人
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自身的和解冶理论袁两大主
义要要要野自然主义的人道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自然主
义冶理论袁野自然解放尧社会解放与人的解放有机联
系冶理论袁等等遥 马克思尧恩格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
上袁 从环境权益视角系统地阐述了环境人口理论尧
环境经济学理论尧环境政治学理论尧环境教育学理
论遥 这对于我国把握绿色发展真谛袁注重人民环境
权益袁建设资源节约型尧环境友好型尧人口均衡型社
会和环境安全保障型社会袁保证人们在优美的环境
中工作和生活袁意义重大于遥
方教授在 叶马克思主义研究曳2008年第 4期上

发表的叶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系
统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曳一文中指出袁党的十七大报
告中首次提出野生态文明冶概念袁这是对马克思主义
文明系统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遥物质文明尧精神文明尧
政治文明尧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都是马克思主义文
明系统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遥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
明理论博大精深袁必须认真地加以梳理尧总结和传
承袁以便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袁推动当代中国的
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中国在
不同时期面临的不同历史任务而各有侧重遥当下中
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

论宝库中寻找智慧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
理论的中国化袁以积极应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

淤参见方世南院叶马克思的环境意识与当代发展观的转换曳袁叶马克思主义研究曳2002年第 3期遥
于参见方世南院叶践行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课题曳袁叶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曳2012年第

1期曰方世南院叶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整体性逻辑曳袁叶思想理论教育曳2014年第 11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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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矛盾袁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袁建设好
资源节约型尧环境友好型尧人口均衡型以及生态安
全健康保障型社会遥

二尧提出终止传统发展观袁确立科学发展观
针对发展理念偏颇导致生态危机和发展难以

持续的态势袁方世南在叶马克思主义研究曳2002年第
3期发表了叶马克思的环境意识与当代发展观的转换曳
一文遥该文以醒目的标题提出必须终止当代非绿色
的发展观袁被认为是在学术界较早提出必须终止传
统发展观而转换为科学发展观思想的论文遥方世南
认为袁必须终止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尧一味追求发展
速度的不科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袁 坚持以人为本尧
统筹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科

学发展观遥 这一思想的提出袁是在深入地研究马克
思环境思想和批判继承西方马克思学者的观点后

提出的遥 文章首先批驳了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者袁如本窑阿格尔渊Ben Agger冤尧鲁道夫窑巴赫罗渊Rudolf
BaheLuo冤和威廉窑莱斯渊William Leiss冤等人对马克
思缺失生态文明思想的质疑遥 他们认为袁马克思的
著作中缺少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思考袁因而没有
生态文明思想遥 方世南则认为袁马克思的生态和环
境意识建立在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科学解答的基础

上袁马克思阐明了人与自然双向依赖和双重建构的
对立统一关系遥 第一袁野自然界的客观性尧对人的先
在性和制约性决定了人类必须尊重自然和善待自

然冶袁构建了人与自然共存共荣的生命共同体淤遥 第
二袁马克思指出了自然异化的原因是人类不适当地
改造和干预自然以及在私有制条件下出现的劳动

异化遥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灾难是不尊重和不善待自
然造成的必然结果遥 第三袁马克思在叶资本论曳中提
出尊重和善待自然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发展的可持

续性遥 马克思倡导土地的永续利用袁并且认为只为
了增加财富而不考虑可持续发展的劳动是有害的尧
造孽的于遥第四袁马克思在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曳
中提出优美的生态环境构成了人的生活和人的活

动的一部分袁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盂遥
方教授揭示了传统发展观的弊端院一是单一的

以野物的现代化冶为价值目标的发展曰二是片面的以
野经济增长冶为核心的发展曰三是狭隘地追求速度和
一时繁荣的发展遥 由此导致了见物不见人的发展袁
只顾当代人的发展而忽视下代人的发展袁强调发展
数量而忽视发展质量的发展遥基于此袁方世南认为袁
马克思的环境意识是借由分析人与自然的辩证关

系而形成的具有独立体系的环境哲学袁这就批判了
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哲学体系的片面

理解遥然而袁在批判的同时袁方世南也认可了西方学
者在生态和环保方面的积极思想及其作为遥西方社
会自 20世纪 60年代开始就认识到了工业文明对
环境和生态的破坏袁成立了各种生态和环境保护组
织袁而同时期的我国尚未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袁
仍停留在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尧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
阶段遥与西方民间环保运动相伴生的是西方学界和
思想界的环保理念的发展袁如 20世纪 80年代法国
著名学者弗朗索瓦窑佩鲁渊Francois Perroux冤出版的叶新
发展观曳 和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窑戴利
渊Herman E. Daly冤的叶超越增长要要要可持续发展的

经济学曳的问世遥 方世南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环
境哲学和参考西方环保主义观点的基础上袁认为20
世纪 80年代的中国就应该转换发展观袁即从传统工
业文明的发展观进化到与绿色文明相匹配的现代

发展观遥 他认为袁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发展观
是一种野狭隘的尧片面的和非生态冶的发展观袁主要
以追求物的现代化和片面的经济增长为核心榆遥 发

淤方世南院叶马克思的环境意识与当代发展观的转换曳袁叶马克思主义研究曳2002年第 3期遥
于马克思院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曳袁北京院人民出版社袁1979年遥
盂方世南院叶马克思的环境意识与当代发展观的转换曳袁叶马克思主义研究曳2002年第 3期遥
榆方世南院叶马克思的环境意识与当代发展观的转换曳袁叶马克思主义研究曳2002年第 3期遥



展中国家今天产生的种种环境和生态问题袁大多是
参照西方工业文明早期的发展模式所产生的恶果袁
而产生这一系列后果的根本原因是极为重视经济

增长和商品价值袁 相对忽视人的发展和生态价值遥
方教授在这篇文章中并未仅仅止步于哲学和理论

批判袁而是进一步在制度上进行反思袁并从实践的
角度给予对策和建议袁例如在考核干部指标中加入
生态环境建设上的要求院只有环保达标的经济发展
才算合格袁以此来杜绝仅靠牺牲环境来达到经济指
标增长的恶性循环遥

三尧注重工业化进程中桑蚕产业的生态价值和
经济价值

在叶马克思的环境意识与当代发展观的转换曳一
文文末袁 方教授将新发展观总结为追求经济价值尧
人文价值和生态价值相结合的发展观遥在其他文章
中袁 他进一步对生态价值和人文价值作了深入阐
发遥 方世南关于生态价值的论述袁 最早见于他在
1986年发表在叶社会学研究曳上的叶江苏吴县桑蚕生
产调查曳一文中袁这是现当代研究中最早也是唯一
一份基于生态视角的桑蚕生产的调查报告遥在深入
基层调研的基础上袁方教授较早地在人文学科领域
中采用定量分析法来统计吴县蚕茧产量和计算波

动遥 他发现袁 吴县蚕茧产量在 1972年一度达到峰
值袁接近 3万担曰到 1984年却下降了一半袁仅 1.5万
担曰1985年又继续下降了 8%遥 作为一种历史悠久尧
在吴县普及面广的生态经济产业袁桑蚕产量的波动
引发了方教授的关注和思考遥他从区域间的差异入
手探究蚕茧产量变动的主要原因发现袁 与 1972年
相比袁1985年产量下降比例最高的两个乡是金山乡
渊下降 80%冤和枫桥乡渊下降 73%冤袁而这两个乡恰恰
在吴县乡镇企业产值排名中位居前列遥方教授开始
从工业文明兴起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来反思桑

蚕养殖行业衰退这一普遍现象遥工业文明进入乡村

之后袁带动了乡村工商业和企业的发展袁使得农村
的各项生产要素资源渊如土地尧资金和劳动力等冤重
新配置院由原来的第一产业流向第二尧三产业遥除了
宏观层面的解读外袁方教授继续深入研究袁揭示了
同属于生态经济的果树尧花卉种植等产业之间的生
产要素流动遥他发现袁在东山尧石公尧堂里等乡袁劳动
力在第一产业内部主要流向果树种植袁 而在光福尧
胥口等乡则主要流向花卉尧苗木的培育曰而且袁原来
基础较好尧相对富裕的乡镇袁劳动力更多地流向收
入更高的第二产业袁 因为 1972年蚕茧产量最高的
东山乡袁 到 1985年的下降比例远远高于全县平均
水平淤遥
在找出江苏省吴县桑蚕产业波动的原因后袁方

世南教授进一步指出这里继续发展桑蚕产销业的

优势遥 排在第一的是自然资源优势袁即吴县独特的
自然条件所具有的生态价值遥吴县的地理位置和周
围水系的调节形成了雨热同期的气候条件遥 16益的
年平均气温和 5000益的活动积温形成了上茧率达
90%以上的桑蚕高产优质区域袁远超过同纬度的其
他地区袁如江苏省的其他县市当年的蚕茧上茧率均
低于吴县遥 由于其品质优异袁方世南建议吴县主要
发展桑蚕丝和纺织品的外贸出口袁而江苏省其他区域
则主要满足国内的加工需要遥
总之袁 方教授对桑蚕业波动的定量分析法袁使

后来的研究者可尝试在产业发展走势和生态环境

变化之间建立联系遥不仅如此袁从其叶江苏吴县桑蚕
生产调查曳一文中可看到袁方教授在中国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前就提出了开放价格浮动和

行业竞争的建议遥 针对桑蚕产业发展的具体措施袁
方教授提出要协调各部门间的利益分配袁 实现生
产尧加工和贸易一体化袁建立产尧供尧销和服务一条
龙的经济合作体袁进一步凸显吴县桑蚕产业特有的
生态和经济价值遥

淤方世南尧陆玉麒院叶江苏吴县桑蚕生产调查曳袁叶社会学研究曳1986年第 5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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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尧揭示生态政治语境中的生态权益与生态民
主

方教授的生态民主研究分为两个方面袁即主张
民众的生态权益和推广政府绿色执政的理念袁总结
起来就是野为生态权益呐喊袁为绿色执政献计冶遥 其
中野民众的生态权益冶 和方教授较早提出的新发展
观中的野人文价值冶是一以贯之的遥 他认为袁与工业
文明的发展观不同袁现阶段应倡导追求和践行绿色
发展观袁重视人的发展和人文关怀袁而民众的生态
权益则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早在 2002年第 2
期的叶哲学研究曳上袁方世南教授发表了题为叶生态
环境和人的全面发展曳一文袁论证了生态环境和人
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关系袁即良好的生态环境既为人
的全面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袁也满足了人
们享受自然美的精神需求淤遥 到 2011年袁通过深入
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中的生态文明思想袁方教授
又进一步深化了对野生态权益冶的理解遥他首先给出
了野生态权益冶的定义院野生态权益就是人在与自然
界发生关系的过程中对于自然环境的基本权利以

及行使这些权利所带来的各种利益遥 如占有尧利用
以及享受自然环境资源的各项权利以及所带来的

各种利益遥 冶于这个定义来源于唯物史观遥 根据马克
思主义唯物史观袁人是自然界长期进化和发展的产
物袁同时具有自然和社会两种属性遥
关于人的自然属性袁马克思认为人有两个野身

体冶院一是人的生理之身躯袁二是外部自然界遥 野从理
论领域来说袁植物尧动物尧石头尧空气尧光等等袁一方
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袁另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袁
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袁 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袁是
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曰
从实践领域来说袁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活动的

一部分遥 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
活袁无论这些产品是以食物尧燃料尧衣着的形式还是
以住房等形式表现出来遥 在实践层面上袁人的普遍
性表现为院它把整个自然界要要要首先作为人的直接

的生活资料袁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
和工具要要要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冶盂遥 因此袁在与自
然界紧密联系中形成的生态权益也就成为人的基

本权益袁体现其根本利益遥与此同时袁人又是处于各
种社会关系中的社会动物袁具有社会属性遥 人因其
社会属性所具有的权益袁包括经济权益尧政治权益尧
文化权益和社会权益遥唯物史观通过诠释人的本质
和人与社会的关系袁 充分论证了人的权益的多样
性遥在这里袁方教授创新性地指出袁倘若缺失了对弱
者生态权益的保护袁 那么其他权益也将得不到保
障遥 而保障民众生态权益的责任袁显然落在了政府
身上遥 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袁消除阶级差异
和不平等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和价值取向遥 那
么袁维护人们生态权益上的公平正义也就成为维护
社会公正和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基于上述观点袁方教授在生态政治方面发表了

一系列重要论文遥 2005年袁他在叶政治学研究曳上发
表了叶从生态政治学的视角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构建曳一文遥 文章开篇即指出院野生态问题实质上是
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袁全球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推
动着生态学和政治学的联姻袁促使生态政治学的产
生和发展遥 冶榆运用生态政治学的观点和方法论袁才
可以解决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和谐问题遥人与自
然的和谐是人与社会和谐的生态基础袁而人与社会
的和谐是推动人与自然和谐的有力保证袁后者正是
生态政治的着力点遥执政党和政府必须具有强烈的
生态意识袁 方可制定出符合新发展观的生态政策遥

淤方世南院叶生态环境与人的全面发展曳袁叶哲学研究曳2002年第 2期遥
于方世南院叶生态权益院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一个重大亮点曳袁叶鄱阳湖学刊曳2011第 5期遥
盂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曳第 1卷袁北京院人民出版社袁2009年袁第 161页曰方世南院叶生态权益院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
一个重大亮点曳袁叶鄱阳湖学刊曳2011年第 5期遥

榆方世南院叶从生态政治学的视角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曳袁叶政治学研究曳2005年第 2期遥



具体措施包括院 在民众中进行广泛的生态教育袁推
广环保理念曰鼓励群众参与政策执行和讨论袁营造
宽松尧有活力的生态政治文化曰与国际生态环保组
织开展广泛的合作袁全球共享治理理念尧技术和手
段淤遥除了提出这三个方面的政策建议外袁方教授在
2012年发表的叶从生态政治视角把握生态安全的政
治意蕴曳和叶生态矛盾院政府公共管理亟待高度重视
的重要矛盾曳中袁又分别结合野生态安全冶和野生态矛
盾冶的概念袁阐述了政府的环保职能和措施遥不仅如
此袁他也倡导民众采取以绿色消费为主要内容的绿
色生存方式于遥所谓绿色消费袁即追求合理的物质享
受袁避免因奢侈和浪费造成资源的大量开采尧森林
植被的消耗以及工业和精神污染遥方教授用生态视
角对人类文明的演变进行色彩标注院从原始社会时
期的绿色文明 渊人与自然相对和谐袁 生态破坏较
少冤袁到农业经济时代的黄色文明渊开垦土地造成水
土流失冤袁再到工业经济时代的黑色文明渊三废排放
造成重度污染冤遥方教授早在 2004年就提出了绿色
精神文明的概念袁 其中既包括绿色的生活方式袁也
包括绿色的制度文明盂遥 我们今天要实现的现代化
主要包括人和社会的绿色生态现代化院注重人的绿
色生产方式尧绿色生活方式和绿色消费方式袁在全
社会推动野生态理性人冶的成长遥 综上所述袁方世南
教授的生态政治学研究是对政府和民众行为视角

的有机统一遥

五尧结语院坚持走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国化
的道路

上述成果大多基于方教授坚持走马克思主义

生态思想中国化道路的结果遥在其最早的一篇文章
叶江苏吴县桑蚕生产调查曳中袁他即将马克思的生态

环境理论跟当地的农业生产实践相结合袁提出要绿
色发展遥在其 2002年撰写的叶马克思的环境意识与
现代发展观的转换曳一文中袁他又提出必须坚持科
学发展观袁 将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
来遥 2005年袁方教授在国内率先提出构建和谐社会
的生态政治学问题遥 2007年袁他又较早提出了推进
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化遥 近年来袁方教授在生
态文明研究领域继续坚持创新袁通过对唯物史观中
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袁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态权
益尧经济权益尧政治权益尧文化权益和社会权益的梳
理袁科学地论证了人的生态权益的重要地位遥 他对
生态文明的研究始终注重整体性袁在国内率先提出
野五位一体冶整体权益尧野五位一体冶整体文明和野五
位一体冶整体公正理念遥 方教授较早提出的转换发
展观的新理念袁对系统梳理和传播马克思恩格斯的
生态思想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遥
方教授始终坚信袁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具有

当代价值袁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都需要
马克思主义生态和环境思想的指导遥 长期以来袁我
们没有很好地挖掘整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袁导致
理论准备不足遥某种程度上袁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尧有
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皆滥觞于马克思主义环境思

想袁但还未真正做到返本开新遥 结合党的十八大提
出的五位一体的总布局袁方教授认为要以生态文明
推进社会整体文明的进步遥新时期的现代化建设应
注重整体性袁首先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尧原则尧
目标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到经济尧政治尧文化尧社
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曰其次要格外注重保护人
民群众的五大权益袁即注重经济权益尧政治权益尧文
化权益尧 社会权益和生态权益有机联系的整体权
益曰最后袁生态现代化应突出生态文明背景下人的

淤方世南院叶从生态政治学的视角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曳袁叶政治学研究曳2005年第 2期遥
于方世南院叶生态文明与现代生活方式的科学建构曳袁叶学术研究曳2003年第 7期曰 方世南院叶绿色精神文明的价值与构建曳袁

叶北京林业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曳2004年第 1期曰方世南院叶环境友好型社会呼唤绿色生存方式曳袁叶中共南京市委党校
学报曳2006年第 3期遥

盂方世南院叶绿色精神文明的价值与构建曳袁叶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曳2004年第 1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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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袁注重培养人的绿色生产方式尧绿色生活方
式和绿色消费方式袁在全社会推动野生态理性人冶的
成长遥 我们要融入世界性的绿色潮流袁共同应对和
解决全球生态环境危机遥方教授对这一热点问题提
出了以下构想院政治上结合以绿色新政为内容的生
态政治学潮流袁将生态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袁确立
绿色执政和绿色行政理念遥管理体制上结合以制度
设计为内容的绿色制度潮流袁完善生态资源产权和
税费制度袁完善生态补偿制度袁加强生态区域合作
治理袁促进政府与公民多元主体参与袁加强奖惩和
问责制度遥经济上结合以生态现代化为内容的绿色
经济发展潮流袁 要以生态优势推进现代化进程袁实
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遥要将经济增长与环境

保护综合起来考虑袁 将生态文明建设视为发展之
义尧发展之举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袁加快推进发展模
式由先污染后治理型向生态亲和型转变遥文化上结
合以生态伦理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文化潮流遥生态伦
理学从伦理学的视角来审视和研究人与自然的关

系袁引导人类将其道德关怀从社会延伸到自然存在
物或自然环境袁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确立为一种道德
关系遥要倡导绿色文化袁建设绿色政府袁培育绿色社
会组织袁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袁把节能减排变成
全民自觉行动袁走生产发展尧生活富裕尧生态良好的
文明发展道路遥

责任编辑院王 琦



ABSTRACTS

A Holistic Approach to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in the

Fang Shina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rxist theory system,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in the
is rich and profound. It includes such ideas as th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e social organisms that can devel鄄

op sustainably through material transformation, the alienation of nature, labor, commodity, capital and huma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system and social system, the combination of man爷s natural attributes and social attributes and the unity of oppo鄄
sites of man爷s motility and passivity, as well as humankind爷s two great improvements, two great reconciliations and two major
principles of social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袁within the holistic theoretical framework organically constructed by philosophy,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scientific socialism. An in-depth stud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in the

has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wholly and correctly mastering Marxism,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arxist theoretical discipline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our country, building
beautiful China guided by the idea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moving towards a new era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Marx爷s Environmental Thought is the Theoretical Enrich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院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Fang Shinan Fang Shinan & Lu Bo
Mankind is facing an unprecedented and serious environmental crisi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become a major issue

of the century and a global concern for mankind. The profound environmental thought of Marx is an extremely rich mine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thought. Professor Fang Shinan is a famous scholar who has studied Marx's environmental thought since his
early academic years. In the 1980s, when the ecological problems were less dramatic and striking, professor Fang put forwar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rade, industry and rural areas in green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a lot of empirical research.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professor Fang has made an in-depth study of Marx's profound environmental thought and its contem鄄
porary val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environmental politics, put for鄄
ward the idea of guiding the concept construc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behavior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hina with Marx爷
s environmental thought and promoted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 Review of Fang Shinan爷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iu Hongjin
Professor Fang Shinan has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combi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or more than

thirty years, and has become a promoter and lead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爷s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ecological civiliza鄄
tion. His main contributions include: promoting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爷s ecological theories, making an early proposal to
transform China爷s unscientific development mode into scientific one, and expounding ecological rights and ecological democ鄄
racy in the context of ecological economy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e also puts forward the importance and urgency of con鄄
structing a 野four-type society冶, which means a society integrated with the resource-saving type, th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type, the population balanced type and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safety type. He discusses the basic ideas
and main content of emerging disciplines like ecological economics, ecological politics, ecological culturology and so on. By
historically tracking the theories and basic methods of Professor Fang爷s ecological-civilization research, we can better find
China爷s ecological problems from a Chinese scholar爷s view, and can also better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sinicizing
Marx爷s ecological theories to contemporary China爷s green development.

The Ecological Concern of a Marxist Scholar院A Review of Fang Shinan爷s
Luo Zhiyong

Environmental problem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serious challenges that affect China爷s future development, so it is a se鄄
rious and urgent task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2017 年第 4 期 Journal of Poyang Lake No.4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