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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環 境 與 人 的 關 係  

 

人 與 自 然 環 境 的 關 係 顯 現 為 人 對 自 然 環 境 的 依 賴 和 改 變，人 既 依

賴 自 然 而 生 存 ， 又 是 改 變 自 然 的 力 量 ； 人 能 改 造 自 然 又 受 自 然 的 制

約，人 與 自 然 環 境 的 關 係 是 相 互 依 存 的，其 中 又 常 表 現 出 相 互 衝 突 、

適 應 與 和 諧。人 與 自 然 環 境 關 係 的 內 涵 也 隨 著 人 類 社 會 與 技 術 的 發 展

而 產 生 變 化 。  

在 人 類 社 會 發 展 的 初 期 階 段，狩 獵 和 採 集 時 期，人 對 自 然 環 境 的

依 賴 性 強，表 現 為 對 環 境 的 依 賴 和 適 應，受 自 然 環 境 和 自 然 資 源 的 制

約。農 業 時 代 人 類 生 產 活 動 直 接 作 用 於 自 然 環 境，但 其 規 模 小、破 壞

強 度 低，因 而 對 環 境 的 負 面 影 響 較 小，人 類 與 自 然 環 境 仍 能 保 持 和 諧

之 非 對 立 的 關 係 。 但 在 某 些 地 區 因 過 度 的 開 發 也 受 到 自 然 環 境 的 反

撲 ， 而 導 致 文 明 的 衰 落 (如 美 索 不 達 米 亞 、 古 羅 馬 、 古 希 臘 、 古 絲 綢

之 路 )。   

在 工 業 化 階 段，隨 著 科 技 的 進 步 和 生 產 力 提 高，人 類 對 自 然 環 境

的 需 求 逐 漸 增 強，又 過 分 強 調 人 的 主 体 性 思 想，在「 人 定 勝 天 」及「 人

類 中 心 主 義 」的 主 導 下，人 類 以 自 然 的 主 人 自 居，由 於 片 面 地 按 照 人

類 的 主 觀 意 志、需 求 和 價 值 衡 量 去 改 造 自 然，往 往 違 背 客 觀 規 律，釀

成 環 境 惡 化 、 資 源 枯 竭 的 苦 果 。 許 多 全 球 環 境 問 題 在 20 世 紀 初 還 未

能 被 人 們 所 普 遍 認 識 和 關 注 ， 20 世 紀 下 半 葉 ， 全 球 環 境 問 題 開 始 凸

現，針 對 有 毒 有 害 化 學 物 質、氣 候 變 化、臭 氧 層 破 洞、生 物 多 樣 性 保

護 及 土 地 沙 漠 化 等 問 題，都 嚴 重 影 響 生 態 安 全，威 脅 人 類 社 會 的 可 持

續 發 展，因 而 陸 續 制 訂 相 關 國 際 公 約 並 展 開 國 際 合 作。又 人 們 必 須 對

人 類 社 會 發 展 模 式 進 行 反 思，嚴 酷 的 還 環 境 現 實 逼 迫 人 們 必 須 冷 靜 地

審 視 人 類 社 會 的 發 展 歷 程，總 結 傳 統 發 展 模 式 的 經 驗 與 教 訓，以 尋 求

發 展 的 新 模 式，謀 求 人 類 世 代 間 的 責 任，從 而 冀 望 能 體 現 人 與 自 然 環

境 關 係 的 和 諧 與 持 續 發 展 。   

從 宇 宙 進 化 的 角 度 看，自 從 地 球 上 出 現 人 類，地 球 的 歷 史 既 是 自

然 史，同 時 又 是 人 類 的 歷 史。人 類 有 自 然 屬 性，又 有 社 會 屬 性； 人 類

是 有 社 會 意 識 的 存 在 物，具 有 高 級 的 思 維 活 動，與 一 般 存 在 物 有 本 質

區 別，因 而 在 自 然 界 占 有 特 殊 的 席 位。人 類 是 自 然 歷 史 演 化 的 產 物 ，

人 類 屬 於 自 然 ； 人 與 自 然 之 間 的 關 係 包 含 發 生 學 關 係 、 實 踐 價 值 關

係、心 理 適 應 關 係、情 感 道 德 關 係、美 學 欣 賞 關 係 以 及 認 識 關 係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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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環境與倫理 

 

羅 爾 斯 頓 （ Holmes Rolston Ⅲ ） 在《 環 境 倫 理 學 》中 探 討 了 大 自

然 所 承 載 的 價 值，如 生 命 支 撐 價 值、經 濟 價 值、消 遣 價 值、科 學 價 值 、

審 美 價 值、基 因 多 樣 性 價 值、歷 史 價 值、文 化 象 徵 價 值、塑 造 性 格 價

值 、 辯 證 價 值 (多 樣 性 與 統 一 性 、 穩 定 性 和 自 發 性 )、 生 命 價 值 、 宗 教

價 值 等。在 生 態 系 統 中，生 產 者、消 費 者 和 分 解 者 都 具 有 客 觀 存 在 的

價 值，生 物 和 非 生 物 是 生 態 系 統 中 不 可 分 割 的 組 成 部 分。人 們 想 要 估

價 出 大 自 然 的 價 值，結 果 表 明，人 類 只 是 這 個 大 自 然 中 微 不 足 道 的 部

分。可 見，價 值 不 僅 存 在 於 人 類 的 心 靈 中，而 是 充 滿 於 大 自 然 的 各 種

環 境 中；人 們 在 評 價 大 自 然 時 應 當 遵 循 大 自 然，大 自 然 的 價 值 確 定 了

人 對 大 自 然 的 義 務 。   

近 代 隨 著 科 學 技 術 的 發 展，人 由 自 然 的 奴 隸 變 成 自 然 的 主 人；人

與 自 然 的 關 係 逐 漸 成 了 改 造 與 被 改 造 、 征 服 與 被 征 服 的 關 係 。「 強 化

的 人 類 中 心 主 義 」， 忽 視 生 態 系 統 生 存 發 展 的 需 要 及 其 對 人 類 的 長 遠

價 值 。「 人 類 中 心 主 義 」 漠 視 自 然 環 境 ， 過 份 強 調 人 類 的 價 值 主 體 地

位 ， 有 悖 於 可 持 續 發 展 思 想 ， 已 漸 失 去 社 會 思 維 主 體 地 位 ；「 生 物 中

心 論 」淡 化 人 類 價 值 主 體 地 位，構 建 適 合 當 今 時 代 的 環 境 倫 理 是 迫 切

必 需 的 。   

把 人 類 生 存 和 發 展 的 需 要 作 為 人 類 實 踐 的 終 極 價 值 之「 弱 化 的 人

類 中 心 論 」，基 本 上 是 合 理 的，人 們 應 當 走 出「 強 化 的 人 類 中 心 論 」。

人 與 自 然 休 戚 相 關 ， 應 當 用 相 對 的 、 可 變 的 觀 點 看 待 人 與 自 然 的 關

係，對 自 然 界 的 有 效 維 護，不 是 放 棄 人 的 主 體 能 動 性。開 放 的 環 境 倫

理 學 應 能 包 容 人 類 中 心 論、生 物 中 心 論 和 生 態 中 心 論。人 類 是 地 球 自

然 環 境 的 一 部 分，只 有 以 全 球 整 體 利 益 為 出 發 點 的 環 境 保 護，才 有 較

大 的 安 全 性 和 包 容 性。應 當 以 尊 重 自 然 規 律 及 其 內 在 價 值 的 基 礎 來 規

範 人 類 的 實 踐 活 動 ， 構 建 新 時 代 的 文 明 發 展 模 式 。   

由 於 人 類 社 會 歷 史 發 展 的 差 異，地 區 及 國 家 利 益 的 不 同，人 與 人

之 間 的 矛 盾 影 響 著 人 與 自 然 關 係 的 和 諧 與 協 調 發 展 。 從 全 球 角 度 出

發，人 與 自 然 關 係 的 和 諧 發 展 離 不 開 人 與 人 關 係 的 正 確 處 理，因 而 解

決 環 境 問 題 就 必 須 加 強 國 際 間 的 合 作 與 對 話 。   

倫 理 學 是 一 種 社 會 意 識 形 態，它 是 調 整 人 與 人、人 與 社 會、人 與

自 然 間 之 相 互 關 係 的 規 範。道 德 與 倫 理 是 隨 著 社 會 進 步 而 不 斷 發 展 ，

包 括 倫 理 理 論 和 實 踐 的 發 展；而 道 德 的 進 步 表 現 在 道 德 對 象 的 逐 漸 擴

大，如 從 人 類 圈 擴 展 到 環 境、自 然 界 等，環 境 倫 理 的 提 出 就 是 道 德 進

步 發 展 的 結 果。社 會 道 德 水 平 的 提 高、個 人 自 身 素 質 的 完 善、生 活 環

境 質 量 的 良 好 ， 是 人 類 社 會 道 德 進 步 的 重 要 標 誌 。   

環 境 倫 理 與 可 持 續 發 展 觀 在 形 成 和 社 會 功 能 上 有 密 切 的 連 繫。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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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類 社 會 可 持 續 發 展 ， 必 然 須 重 視 環 境 倫 理 理 論 的 研 究 、 教 育 和 實

踐。環 境 倫 理 的 研 究 和 宣 傳 具 有 認 識 和 批 判 功 能、教 育 和 激 勵 功 能 、

調 節 和 規 範 功 能 等 ， 對 於 生 態 環 境 的 立 法 有 著 重 要 的 基 礎 作 用 。   

環 境 倫 理 規 範 體 系 的 特 徵 為：人 類 是 自 然 歷 史 演 化 的 產 物，應 與

自 然 保 持 和 諧 相 處、協 調 進 化 的 關 係 ；人 以 外 的 其 它 生 物、物 種、生

態 系 統、以 及 自 然 界 的 所 有 存 在 物，除 了 對 人 類 的 工 具 價 值 外，還 具

有 其 內 在 價 值，生 態 系 統 和 自 然 界 還 有 其 系 統 價 值，有 繼 續 存 在 下 去

的 權 利；人 類 屬 於 自 然，作 為 自 然 界 進 化 的 最 高 產 物，人 類 只 是 自 然

權 利 的 代 言 人，對 其 它 生 命 和 生 命 支 持 系 統 負 有 道 德 責 任；環 境 倫 理

的 目 標 是 建 立 真 正 平 等、公 正 的 人 與 人、人 與 自 然 的 關 係，倡 導 和 諧

發 展 與 共 存 共 榮；人 類 應 當 培 養 尊 重 自 然、愛 護 生 命、保 育 自 然 環 境

的 道 德 情 操 ， 盡 到 管 理 好 地 球 家 園 的 道 德 義 務 。   

環 境 倫 理 要 求 的 平 等 原 則，包 括 體 現 全 球 共 同 利 益 的 代 內 平 等 和

體 現 未 來 利 益 的 代 際 平 等；而 要 實 現 人 與 自 然 平 等，必 須 承 認 自 然 界

的 價 值 和 利 益，轉 變 以 人 為 中 心 的 價 值 取 向，承 認 自 然 界 的 價 值 和 權

利 ， 人 類 應 當 履 行 好 管 理 自 然 的 使 命 ， 做 稱 職 的 自 然 管 理 者 。  

科 學 家 對 自 然 的 認 識 通 常 優 於 政 府 領 導 及 一 般 大 眾，對 人 類 家 園

的 憂 患 意 識 更 強。所 以，科 學 家 有 責 任 做 好 宣 傳、普 及 和 教 育 工 作 ，

讓 決 策 者、社 會 公 眾 認 識 自 然、尊 重 自 然、護 育 自 然。科 學 家 的 科 學

研 究 活 動，也 應 當 考 慮 對 環 境 的 影 響 問 題。科 學 家 應 從 中 立 角 度，根

據 客 觀 規 律，做 到 實 事 求 是、講 真 話。政 府 管 理、市 場 運 作、道 德 規

範 可 以 互 相 協 調 補 充。企 業、政 府 的 作 為 應 從 人 本 主 義 角 度，注 意 社

會 代 價 、 社 會 利 益 優 於 企 業 ， 勿 濫 用 非 再 生 資 源 ， 抵 制 「 消 費 主 義 」

的 影 響，從 自 然 主 義 角 度，重 視 生 態 系 統 ，謹 慎 對 待 脆 弱 環 境，尊 重

生 命、尊 重 物 種、尊 重 自 然 等。涉 及 利 用、改 造 自 然 的 工 程，要 有 謹

慎 的 評 審 和 評 估 。   

當 前 存 在 的 問 題 如 ： 有 的 地 區 以 發 展 為 由 ， 將 環 境 問 題 置 於 不

顧 ； 我 們 應 當 評 估 已 有 的 工 程 項 目 對 生 態 與 環 境 的 影 響 和 存 在 的 問

題；加 強 對 環 境 倫 理 道 德 的 研 究、教 育 和 相 應 的 制 度 建 設 工 作。政 府

決 策 部 門 可 能 會 受 科 學 家 的 影 響，重 視 科 學 家 的 意 見。環 境 道 德 涉 及

的 領 域 很 廣，如 提 出 節 制 生 育、節 約 資 源 、生 態 修 復、環 境 整 治、清

潔 生 產、減 少 汙 染、適 度 發 展、合 理 消 費、保 育 自 然 等 具 體 的 行 為 規

範 。 要 重 視 宣 傳 普 及 ， 提 高 公 民 的 環 境 倫 理 意 識 和 道 德 觀 念 。  

今 日，人 類 確 面 臨 許 多 有 關 協 調 人 地 關 係 的 重 大 課 題，無 不 亟 需

有 效 地 解 決。例 如：人 口 增 長 與 資 源 有 限 之 間 不 相 適 應 的 矛 盾；資 源

掠 奪 式 開 發 和 經 營 帶 來 的 衝 擊；相 對 生 態 平 衡 的 失 調；城 鄉 發 展 的 高

度 不 均 衡 等 等 。  

如 何 針 對 上 列 問 題，作 深 入 的 探 究、慎 密 的 規 畫、合 理 的 整 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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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 過 周 嚴 的 政 策 方 針，積 極 協 調 人 地 關 係，達 成 和 諧，已 成 為 大 多 數

人 類 共 識 。  

至 於 保 護 自 然 的 倫 理 基 礎 則 包 括 下 列 各 點 ：  

1.  世 界 是 一 個 相 互 依 存 的 整 體，由 自 然 和 人 類 社 會 所 組 成。任 何

一 方 的 健 康 存 在 和 興 旺 都 依 賴 於 另 一 方 面 的 健 康 存 在 與 興 旺 。  

2.  人 類 是 自 然 的 一 部 分，人 類 與 所 有 其 他 物 種 一 樣 是 永 恆 生 態 規

律 的 對 象。所 有 的 生 命 都 依 賴 於 自 然 系 統 的 不 間 斷 的 運 轉，這 保 證 了

能 量 和 養 分 的 供 應。因 此，為 維 護 世 界 社 會 的 生 存、安 全、公 正 和 尊

嚴 ， 所 有 人 類 都 必 須 擔 負 起 生 態 責 任 。  

3.  所 有 物 種 具 有 固 有 的 生 存 權 利，生 物 圈 的 完 整 性 和 多 樣 性 必 須

受 到 支 持，生 態 環 境 和 生 態 過 程 要 得 到 維 持，如 此，人 類 文 化 才 能 有

持 續 繁 榮 的 保 證 。  

4.  永 續 性 是 所 有 社 會 經 濟 發 展 的 基 本 依 據。這 種 道 德 基 礎 將 能 使

自 然 許 多 利 用 價 值 被 公 平 地 分 配 並 保 存 給 子 孫 後 代 。  

5.  後 代 的 福 祉 是 我 們 當 代 人 的 一 份 社 會 責 任。因 此，當 代 人 應 當

限 制 其 不 可 更 新 資 源 的 消 費，要 使 其 能 維 持 在 剛 好 滿 足 社 會 的 基 本 需

要 。 也 要 對 可 更 新 資 源 進 行 保 育 ， 確 保 永 續 的 生 產 力 。  

6.  所 有 人 類 必 須 授 權 為 他 們 們 自 己 生 活 和 地 球 上 的 生 命 行 使 責

任。因 此，他 們 必 須 有 完 全 的 受 教 育 的 機 會、政 治 權 利 和 可 維 持 的 生

活 。  

7.  以 倫 理 和 文 化 的 觀 點 看 自 然 與 人 類 生 命，不 管 在 某 一 社 會 中 佔

主 導 的 政 治、經 濟 或 宗 教 意 識 形 態 是 怎 樣 的，多 樣 性 可 從 促 進 尊 重 和

增 強 生 命 多 樣 性 的 關 係 而 得 到 鼓 勵 。  

人 類 目 前 正 為 了 保 持 地 球 適 於 人 類 居 住 的 鬥 爭 ， 正 處 於 關 鍵 時

刻。如 果 要 正 視 此 一 挑 戰，如 果 要 履 行 我 們 對 後 代 的 道 德 責 任，就 必

須 進 行 一 場 人 類 地 球 道 德 意 識 的 革 命。而 永 續 生 存 和 永 續 發 展 正 是 地

球 道 德 的 原 則 內 涵 。  

    人 類 社 會 的 發 展 進 入 了 20 世 紀 以 來，隨 著 大 科 學，大 生 產 的 高

效 能 利 用，人 類 社 會 進 入 了 一 個 空 前 的 繁 榮 發 展 時 期。但 是 這 表 面 上

的 繁 榮 卻 並 沒 有 把 人 類 引 向 上 帝 的 伊 甸 園，而 是 把 人 類 拖 入 了 空 前 的

危 機 之 中。溫 室 效 應、臭 氧 層 空 洞、南 北 兩 極 冰 山 的 溶 化、熱 帶 雨 林

的 急 劇 減 少、物 種 的 急 速 滅 絕、人 口 的 急 增、能 源 的 枯 竭、土 地 的 沙

漠 化 等 等，這 所 有 的 一 切 都 使 我 們 的 地 球 母 親 越 來 越 不 堪 重 負，人 與

自 然 的 關 係 第 一 次 出 來 了 總 體 性 的 危 機。於 是，生 態 倫 理 學 這 樣 一 門

新 興 的 學 科 便 這 樣 應 運 而 生 了  

 

 

 


