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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環 境 道 德 就 是 調 節 人 與 人 、人 與 社 會 之 間 關 於 生 態 環 境 利 益 關 系

的 規 範。環 境 道 德 規 範 的 核 心 主 要 是 人 類 應 學 會 與 自 然 和 諧 相 處，共

同 發 展。環 境 道 德 的 建 立 把 道 德 行 為 的 領 域 從 人 與 人、人 與 社 會 擴 展

到 人 與 自 然 之 間，將 善 惡、良 心、正 義、義 務 等 道 德 觀 念 應 用 到 處 理

人 與 自 然、生 態 關 係 中 去，從 人 類 主 動 性 的 角 度 出 發，倡 導 人 們 主 動

承 擔 起 對 自 然 界 的 道 德 責 任 和 義 務，它 是 新 形 勢 下 人 類 道 德 的 進 步 和

完 善 。 其 基 本 內 容 包 括 以 下 三 個 方 面 ：  

1、 代 內 公 平  

代 內 公 平 指 當 代 人 在 利 用 自 然 資 源、滿 足 自 身 利 益 上 機 會 均 等 。

由 於 大 自 然 是 人 類 共 同 棲 居 的 家 園，因 而，在 空 間 和 地 域 上 不 同 國 家

和 民 族 應 公 平 地 享 有 地 球，平 等 地 享 有 生 存 和 發 展 的 權 利。這 就 意 味

著 任 何 國 家 和 地 區 的 發 展 都 不 能 以 犧 牲 其 它 國 家 和 地 區 的 利 益 為 代

價，但 是 由 於 種 種 歷 史 原 因，當 代 社 會 存 在 巨 大 的 貧 富 差 距。發 達 國

家 總 是 利 用 不 平 等 手 段 和 方 式，廉 價 地 過 多 地 利 用 地 球 資 源，掠 奪 不

發 達 地 區 資 源 ， 因 此 ， 富 裕 地 區 的 人 們 應 對 自 己 的 發 展 行 為 實 行 自

律，並 且 履 行 扶 持 貧 困 的 責 任 和 義 務，已 成 為 人 類 真 正 平 等 的 道 德 要

求 與 道 德 責 任 。  

2、 代 際 公 平  

代 際 公 平 系 指 當 代 人 與 後 代 人 公 平 地 享 有 自 然 資 源 與 生 態 資

源。由 於 地 球 資 源 的 有 限 性，人 類 的 經 濟 活 動 方 式，直 接 影 響 到 資 源

的 持 續 性。工 業 時 代 那 種 浪 費 式、掠 奪 式 的 資 源 開 發 和 利 用 方 式，急

功 近 利 的 短 視 行 為 導 致 人 與 自 然 的 對 立，威 脅 到 人 類 的 生 存。因 此 ，

強 調 既 要 滿 足 當 代 的 需 要 ， 又 不 能 對 滿 足 後 代 人 需 求 的 能 力 構 成 危

害，不 可 以 因 當 代 人 的 自 私 和 無 限 度 地 消 耗 自 然 資 源 而 使 人 類 發 展 的

鏈 條 中 斷 ， 而 應 該 給 後 代 留 下 一 個 健 全 的 生 態 環 境 。  

3、 人 地 公 平  

人 地 公 平 系 指 人 與 自 然 界 保 持 一 種 公 正 的 關 係。這 一 全 新 的 觀 念

要 求 尊 重、實 現 和 維 護 自 然 價 值，追 求 人 與 自 然 和 諧 共 進。尊 重 自 然，

擯 棄 對 自 然 的 極 端 功 利 主 義 態 度，把 人 類 與 環 境、社 會 發 展 與 生 態 環

境 融 合 在 一 起 ， 要 求 人 類 有 意 識 地 控 制 自 己 的 行 為 ， 合 理 地 控 制 利

用、改 造 自 然 界 的 程 度，維 護 生 態 系 統 的 完 整 性，保 護 生 物 的 多 樣 性。 

環 境 道 德 作 為 人 類 道 德 整 體 的 一 部 分，從 表 面 上 看，是 人 與 自 然

之 間 的 道 德，著 重 強 調 人 對 自 然 界 的 態 度，實 際 效 果 卻 是 對 人 類 的 保

護。現 代 社 會 需 要 培 育 環 境 道 德，這 不 僅 是 道 德 自 身 的 要 求，也 是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必 要 保 障。要 將 環 境 道 德 觀 付 諸 實 踐，環 境 道 德 教 育 是 一

個 首 要 和 必 要 的 有 效 途 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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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更 新 道 德 價 值 觀 念  

道 德 對 象 從 人 與 人 擴 展 到 人 與 自 然，特 別 是 可 持 續 發 展 理 念 的 提

出，大 大 拓 展 了 傳 統 價 值 觀 的 內 涵。首 先 要 向 人 們 揭 示 自 然 的 內 在 價

值 ， 使 人 們 能 夠 將 自 然 視 為 人 類 的 夥 伴 ， 並 產 生 一 種 尊 重 自 然 的 態

度，產 生 對 自 然 的 親 近 感 情 和 關 懷。其 次 引 導 當 代 人 要 自 覺 維 護 下 一

代 的 發 展 權 利 ， 學 會 正 確 處 理 當 代 人 之 間 、 當 代 人 與 子 孫 後 代 人 之

間、人 與 自 然 之 間 的 利 益 關 系，從 而 在 平 等 的 基 礎 上 真 正 實 現 資 源 共

享 。  

5、 樹 立 合 理 的 利 益 理 念  

利 益 是 道 德 的 基 礎，道 德 與 利 益 是 統 一 的。正 確 對 待 利 益 問 題 也

是 一 切 道 德 的 出 發 點。環 境 道 德 作 為 調 節 人 與 人、人 與 社 會 之 間 關 於

生 態 環 境 利 益 關 係 的 規 範，其 基 本 原 則 就 是 生 態 整 體 利 益 和 長 遠 利 益

高 於 一 切。在 利 用 和 改 進 自 然 引 導 各 種 生 產 和 生 活 的 過 程 中，要 注 重

自 然 界 各 個 要 素 的 互 利 共 生、協 調 發 展。環 境 道 德 將 我 們 置 於 一 種 挑

戰 性 的 困 境 中，因 為 它 們 可 能 會 要 求 我 們 拋 棄 一 些 物 質 理 想，即 我 們

的 生 活 應 達 到 一 定 的 水 準 以 及 為 了 維 持 這 種 水 準 應 該 進 行 各 種 各 樣

的 活 動。盡 管 如 此，培 育 環 境 道 德 並 非 是 可 有 可 無 的 精 神 遊 戲。人 類

應 重 新 規 範 人 與 自 然 的 關 係 和 利 益 分 配，以 生 態 優 先 的 原 則 重 新 定 位

一 些 產 業 。  

6、 加 強 生 態 保 護 意 識  

人 類 的 生 存 和 發 展 離 不 開 自 然 的 支 持。人 們 應 熱 愛 自 然、尊 重 自

然，了 解 自 然，與 自 然 為 友；只 有 掌 握 了 自 然 規 律，才 有 可 能 正 確 利

用 規 律 ， 滿 足 人 類 自 身 需 求 ， 改 善 和 提 高 人 類 生 活 質 量 。  

7、 建 立 適 度 消 費 和 綠 色 消 費 觀 念  

據 有 關 資 料 顯 示，占 世 界 人 口 20%的 發 達 國 家，每 年 消 耗 資 源 占

全 球 的 80%。如 果 所 有 國 家 的 生 產 和 消 費 都 如 此，那 麽，對 全 球 生 態

影 響 將 是 毀 滅 性 的。正 如《 只 有 一 個 地 球 》一 書 中 所 指 出 的：‚ 對 消

費 的 喜 新 厭 舊 成 風，無 限 制 的 使 用 能 量，我 們 的 前 途 只 能 是 生 態 系 統

的 災 難。因 此，在 消 費 中 考 慮 對 資 源 環 境 的 影 響，以 提 高 生 活 質 量 為

目 的 的 適 度 消 費 和 綠 色 消 費 應 作 為 可 持 續 的 生 活 方 式 。  

人 類 開 發 利 用 自 然 資 源，必 須 考 慮 它 們 的 有 限 性 和 不 可 再 生 性 。

即 使 可 以 再 生，也 必 須 給 它 以 喘 息 的 機 會，讓 其 能 夠 休 養 生 息，否 則

人 就 在 吃 子 孫 飯、斷 自 己 後 代 的 生 路。我 們 應 大 力 宣 傳 和 引 導 人 們 購

買 那 些 生 產 使 用 中 對 環 境 和 人 體 健 康 無 害 、 符 合 環 保 要 求 的 綠 色 產

品，培 育 綠 色 消 費 的 情 感 和 市 場，從 根 本 上 杜 絕 一 次 性 的 消 費。總 之，

我 們 強 調：‚ 自 然 界 能 夠 提 供 人 類 生 存 的 資 源，而 人 類 消 費 過 的 東 西

又 能 夠 被 自 然 界 分 解 和 吸 收，成 為 自 然 界 發 育 的 有 益 養 分，然 後 再 以

更 多 的 財 富 回 報 人 類 。 這 樣 就 形 成 了 社 會 — 人 類 — 自 然 的 良 性 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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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 ， 只 有 這 樣 ， 才 能 達 到 人 類 可 持 續 的 發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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